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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5日 星期三 旅游天地旅游天地

九一八九一八国难降临国难降临 全民族奋起抗争全民族奋起抗争

北大营北大营：：打响抗战第一枪打响抗战第一枪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陆培法陆培法

开栏的话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即日起，本

报在旅游天地版推出《寻访抗战故地》专栏，刊

发系列报道。报道将通过对抗战的重大事件

发生地、主要战场、英雄人物战斗和牺牲地、纪

念地以及抗日根据地的寻访，回顾中华民族团

结统一、全民抗战、不屈不饶、共保和平的历史

故事，弘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和抗战精

神，描绘战争过后人们建设美好家园、创造幸

福生活的不懈奋斗和崭新风貌。祈愿海内外

读者朋友关注这一栏目，提供报道线索，分享

体验感悟。 ——编者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70 周年，日前北京市旅游委在奥林匹克公
园启动了“行摄山水自然、追寻红色印记”的活
动，向海内外游客推出了 21 条经典红色旅游路
线。

这些经典线路包括了北京的圆明园、植物
园、香山、中山公园等公园，天安门、正阳门、
卢沟桥等著名景点，以及抗战馆、国家博物馆、
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等博物馆，同时涵盖了狼牙
山、野三坡、白洋淀、天津滨海航母主题公园等
河北和天津的部分景点。

据北京市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推出
的红色旅游路线是在深入挖掘红色旅游资源的基
础上，将红色景区与山水自然、历史古迹相结
合，把分布在北京周边的红色景区逐一串联重
组，使看似零散、孤寂的文化古迹连成一体，并
配合当下流行的自驾游、徒步游、骑行游等出游
方式，以主题旅游的形式让广大北京市民和来京
游客在行摄山水的旅途中，踏寻红色景区的历史
印记，追寻曾经难忘的峥嵘岁月。比如，辉煌之
旅这条徒步线路中的卢沟桥和宛平城，它们不仅
是中国建筑史上的艺术品、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而且是抗日战争纪念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其
中宛平城于1965年被列为国家首批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如今，景区所在的丰台区政府重点打造这
一文化历史名城，以特色购物、餐饮为龙头，突
出文化特色，带动休闲、娱乐繁荣，从而打造京
西集“历史人文、生态景观、休闲娱乐”于一身
的旅游新景观，促进周边经济发展。

链接：
1） 春花之旅 （徒步） 圆明园、植物园、香山
2） 辉煌之旅 （徒步） 天安门、正阳门、中国

国家博物馆、北京市规划展览馆 、中山公园、抗
日战争纪念馆、卢沟桥、宛平城

3） 探古之旅 （徒步） 硅化木国家地质公园、
龙王庙、乌龙峡谷

4） 巅峰之旅 （徒步） 冀热察挺进军司令部旧
址陈列馆、牛头宴、东灵山

5） 挑战之旅 （徒步） 北京狼儿峪、妙峰山杨
坨、香山、苹果园

6） 卧龙之旅 （徒步） 黄花城水长城
7） 烂漫之旅 （骑行） 熊儿寨战斗遗址 、焦

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 、盘山风景区
8） 开山之旅 （骑行） 大海陀自然保护区、白

河堡水库
9） 行修之旅 （骑行）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纪念馆、千灵山、潭柘寺
10） 入卷之旅 （骑行） 中国航空博物馆、康

陵春饼宴、百里画廊
11） 博览之旅 （骑行）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北宫国家森林公园、园博园
12） 穿越之旅 （骑行） APEC 会议中心、雁

栖湖大坝、日出东方大酒店
13） 静心之旅 （骑行） 芦潭古道、“永镇皇

图”牌坊、摩崖石刻、戒台寺高僧塔
14） 仙踪之旅 （骑行） 永宁古镇、硅化木国

家地质公园、百里画廊
15） 养生之旅 （自驾） 西柏坡 、大午温泉度

假村 、天桂山
16） 北地之旅 （自驾）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白洋淀风景区、狼牙山、野三坡
17） 津门之旅 （自驾） 北京汽车博物馆、天

津滨海航母主题公园、盘山国家5A级景区、鱼子
山抗日战争纪念馆

18） 寻宗之旅 （自驾） 太原晋祠、平遥古
城、王家大院、绵山、壶口瀑布、延安、五台山

19） 古村之旅 （自驾） 爨柏景区、关帝庙
20） 金湖之旅 （自驾） 京东石林峡、京东大

峡谷、鱼子山抗日战争纪念馆、金海湖风景区
21） 天路之旅 （自驾） 张北“草原天路”沿

途美景

北京推出北京推出2121条红色旅游线路条红色旅游线路
本报记者 赵 珊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20分，是一个必
须记住的时间：

“夜十时许。日军自爆南满铁路柳条湖
段，反诬中国军队所为，遂攻占北大营。我
东北军将士在不抵抗命令下忍痛撤退。国难
降临，人民奋起抗争。”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门前的“残历
碑”，以这样高度浓缩的形式记录着一段历
史。

事变一周内，日军便占领了东北30多座
城市。

镌刻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石雕台历上的
这段文字，深深地刻在石头中，也隐含着雕
刻者把这段话刻进每个中国人内心的期待
——时刻提醒国人“勿忘国耻”。

一个细雨蒙蒙的日子，记者专程到九一
八事变发生地沈阳采访。

沈阳“九君子”青史永留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久，得知“国联
（联合国的前身） 调查团”要来中国调查九一
八事变和伪满洲国真相的消息，以著名银行
家巩天民为首的沈阳 9 位爱国知识分子，便
自发组成了“国联外交爱国小组”。他们在日
军一边实行白色恐怖、一边销赃灭迹的情况
下，冒死行动起来准备向国际社会揭穿日本
侵华罪行。

要知道，获取每一件罪证都是惊心动魄
的。比如，日军把持伪满洲国财政的证据布
告，贴在财政厅大门前，那里时刻有日军站
岗。负责拍照此证的毕天民，偷偷爬到对面
一家商号房顶，长时间等候阳光直射到布告
才拍照成功。“爱国小组”秘密奋斗了 40 多
天，搜集到几百份珍贵材料，最后经整编，
形成了一份 400 多页的英汉双语汇编文件，
包括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三省到处杀戮百
姓、肆意侵犯中国主权及日军一手炮制伪满
洲国等内容。他们准备将此文件交给调查团
团长李顿。

沈阳“九君子”辗转再三，终于将这份
生死文件交给李顿，并秘密同他们面谈。这
份材料成为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 对日军侵
华行为作出定性的重要依据。

报告书一经国联公布于世，日本立即陷
入国际舆论谴责的被动局面，不禁恼羞成
怒，宣布退出国联，并悍然纵兵入关。

报告书虽没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继续侵
略，却对中国政府丢掉幻想、决心实行全国
抗战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一个十分显
著 的 地 方 ， 记 者 看 到 ： 一 份 名 为

“TRUTH”的系列档案揭开神秘面纱。这份
档案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沈阳的巩
天民等 9 人冒死向国联调查团递交的日军侵
华罪证。

去年 9月 16 日，辽宁省档案局 （馆） 举
行捐赠仪式，巩天民的后人把这份材料献给
国家。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将此作为镇馆之
宝，列出了专门展区。中国抗战胜利后，这
份侵华罪证的原件80多年来一直被存放在联
合国日内瓦图书馆，直到巩天民的后人将其
找到并复制了这份档案。

复原北大营 刻着血与泪

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院落中，横
放着一个由钢筋混凝土制成的石碑，碑身造

型与炸弹尾翼非常相似，人们习惯称它
“炸弹碑”。无言的石碑静静地躺在那里，

它是日本侵略者残暴与嚣张的见证，也
承载了中国人民的血泪与屈辱。这座
“炸弹碑”很有故事，它最初的所在

地附近，正是九一八事变中关东
军在柳条湖制造爆破的地点。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
后，沈阳人民将该碑推
倒，此后 40 多年的时间
里，这座碑一直横卧在铁
路旁的荒草中。1991年九
一八事变 60 年之际，该
碑由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收
藏。

大 东 区 柳
林街2-9号，位
居 闹 市 ， 却 又
远 离 闹 市 。 老

旧 平 房 在 其
身 后 高 楼

映衬下，显得有些落寞。
尽管 80 多年前这里是沈阳上至耄耋老

人、下至学童都耳熟能详的北大营，但记者在
这里看到，这个曾拱卫沈阳城的军营，与往昔
一样的只有其延续下来的名称，在斑驳的阳光
中，陪伴它的是泥土小路和疯长的杂草。

参与北大营遗址公园考察的专家，中国
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中共辽宁省委党
校教授王建学和辽宁社会科学院东北沦陷研
究室主任张洁向记者透露，北大营抗战广场

文化目前还是初步设想，今年要进入实施准
备阶段。抗战广场将依托北大营地区新近发
现的 100 多年前的东北军陆军 7 旅 620 团的 3
座现有营房来建设。

王建学表示，目前发现的这座百米长的
营房内仍有十来户居民居住，全部用砖都是
青砖，这种砖是民国初期特有的；窗户一个
挨着一个，具有东北军营的特点；铁皮瓦屋
顶至今仍保留着，实在太难得了，但其他两
座营房损毁严重。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3
座百米长的东北军北大营营房即将再现原貌。

日军炮击北大营，第一发炮弹的落点，
时隔 80 多年还能找到吗？“日军首发炮弹并
没有击中北大营。”王建学说，但日军占领沈
阳后在炮击北大营的第一个弹坑处修建了纪
念塔，抗战胜利后，塔被推倒，基座尚存。

他说，现在已经有证据表明，九一八之
夜，最早被驻扎在北大营的东北军打死的侵
华日军是日本关东军步兵伍长新国六三。被
东北军打死的还有一个叫增子正男的士兵，
此外有 23 名侵华日军被打伤。这也再次证
明，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并不是没放一枪
一炮就把沈阳城拱
手相让。一些底层
官兵冒着“抗命杀
无赦”的危险，打
响 了 抗 日 第 一 枪 。

“北大营的重要性源
于它是九一八事变
中打响抗战第一枪
的发生地。”

对 于 九 一 八 之

痛，王建学曾向英国记者、西班牙记者有过
如下揭露：

“九一八这天是中华民族的国难日，因为
从这天开始日本占领了东三省，接着又全面
侵华，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从来没有遭受这样
的浩劫”。

王建学用一组数字说明国人为何义愤填
膺。“3500万人死伤，1亿人流离失所，以一
家 6 口人算，以当时人口计算，中国几乎每
个家庭都有遭受迫害的人；直接经济损失

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以
及残酷的殖民统治、奴化教育。”

在王建学看来，北大营遗址保护迫在眉
睫。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薛来义等专
家对北大营遗址进行考证后，形成了有关建
议并转交给省文化厅。日前，省文化厅下发
文件，要求对北大营保护采取“修旧如旧”
方式，编制有关修缮方案；建议首先将北大
营列为沈阳市不可移动文物，在条件成熟时
成为博物馆，与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形成
呼应。

王建学介绍，北大营抗战广场一个引人
注目之处是将建立主题群雕，有可能是由鲁
迅美术学院的专家设计。

国难日之痛 国人永不忘

更为令人注目的是，在今年召开的十二
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全国人大代表赵国
红说，九一八事变承载着深刻内涵，是国难
的象征、国耻的象征，也是中华民族抗战开
始的象征。1932年，陈觉在 《九一八国难痛
史》 中，第一次将 9 月 18 日称为“国难
日”。为此，赵国红代表建议全国人大常委
会通过行使重大事项决定权，将9月18日确
定为我国的“国耻警示日”，从国家层面对
九一八的警示内涵予以深刻阐述，然后进一
步推动9月18日变成世界人民的“二战警示

日”。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社会科学辑

刊》 杂志总编辑高翔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
露，由其作为首席专家投标的 《“九一八”
国难文学文献集成与研究》已经入选2014国
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王建学教授还建议：将九一八事变档案
史料，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名
录。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战胜利 70 周年。沈
阳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抗战资源的城市，应该打
造好这张城市文化名片，建立一个抗战胜利广
场，让世界了解沈阳，记住沈阳为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所作出的贡献。”王建学表示。

沈阳建抗战胜利广场，应该与沈阳有关
的抗战事迹用雕塑展示出来。王建学介绍，
沈阳有太多独有的抗战文化资源：沈阳是九
一八事变发生地，还有皇姑屯事件发生地、
柳条湖爆炸点、北大营遗址、沈阳审判日本
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盟军战俘营旧址纪
念馆等，这些都构成了沈阳抗战文化的重要
元素。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
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一曲

《松花江上》勾起国人多少沉重的过往；每年
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门前撞钟鸣警时，
许多老人都会含着眼泪回忆旧时当亡国奴的
耻辱历史和抗日情怀。

本文配图除署名外来自昵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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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门前的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门前的““残历碑残历碑”。”。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陆培法陆培法摄摄

 


















 

地处江淮之间、大别山北麓的安徽六安，日前在北
京举办旅游推介会，诚邀海内外游客。

六安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城。早在 4000多年前，与
尧、舜、禹齐名的上古四圣之一皋陶的后裔封地于此，
故又称“皋城”。皋陶在六安开了中国司法之先河，皋陶
思想也是儒家学术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六安又是红色
热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地带。1947年，刘邓
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实现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向战
略反攻的转折。共和国 108 位六安籍开国将军，就是皖
西红色革命历史的最好见证。因此，六安被誉为“红军
的故乡、将军的摇篮”。

六安还是旅游资源大市。青山是六安的脊梁，巍巍
大别山，群山相连，层峦叠嶂，华东最后一片原始森林
天堂寨、大别山主峰白马尖都在这里。绿水是六安的灵
魂，被誉为淮河上的三峡——临淮岗水利枢纽工程、新
中国第一坝佛子岭水库大坝镶嵌在群山之间。

近年来，六安市提出了“弘扬红色精神、致力绿
色发展、放飞金色梦想”的发展战略，把旅游业作为
第一大产业进行重点培育，力争建设成国内知名、安
徽省一流的旅游目的地。去年，六安接待国内外游客
达 2412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约 163 亿元，分别同比
增长 26%和 25%。

目前，六安正在集中打造以天堂寨为中心的生态红
色旅游产业园区、以白马尖为中心的大别山主峰观光度
假旅游产业园区、以万佛湖为中心的休闲度假旅游产业园
区等六大旅游区，重点培育大别山北坡自驾车旅游景观走
廊、六安茶谷、九十里山水画廊、淮河楚文化观光体验，以
及以双墩王陵区、皋陶文化园和东城都遗址为核心的六安
城区历史文化长廊等五条特色旅游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