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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抗战的硝烟战火，我们脑海中立刻浮现
出卢沟桥。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
的日子。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 （又称七七事
变） 爆发，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
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
利 70周年前夕，我走上卢沟桥，望柱上日军的弹
痕斑斑可见，石狮子仿佛在诉说着那段难忘的历
史……

卢沟桥上不屈的石狮

卢沟桥坐落在北京西南，是一座古老的桥、
一座艺术的桥，更是一座英雄的桥。

很多人熟知卢沟桥的历史是从 1937 年七七事
变开始的。其实，卢沟桥是一座距今近千年的古
桥，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 （公元1189年），建成
于金明昌三年 （公元 1192 年）。桥长 266.5 米，宽
7.5米，最宽处可达 9.3米。有桥墩 10座，共 11个
桥孔，整个桥身都是石体结构，关键部位均有铁
榫连接，为华北最长的古代石桥。

我站在引桥向前望去，卢沟桥桥身显得宽阔
大气，桥面凹凸不平的印迹又平添了历史沧桑
感。尤其一个个精美的石狮形态各异、惟妙惟
肖，堪称卢沟桥建筑上的点睛之作。桥两侧石雕

护栏各有140条望柱，柱头上均雕有石狮，据记载
原有 627 个，现存 501 个。这些狮子经历了金、
元、明、清、民国和新中国几个时期的修补，融
会了各个时期的艺术特征，成为一座石刻艺术博
物馆。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称赞
卢沟桥“河上有一美丽的石桥，各处桥梁之美鲜
有极之者……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桥”。

如此古老且精美的卢沟桥从金章宗年间就被
列为“燕京八景”之一。由于它重要的地理位
置，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战国时代，卢
沟河渡口一带已是燕蓟的交通要道。1153 年金朝
定都燕京之后，这座浮桥更成了南方各省进京的
必由之路和燕京的重要门户。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承受着最沉重的历史
伤痛。望柱上、桥面上日军当时留下的弹痕清晰可
见。看到这些，我耳畔仿佛听到了枪炮声和厮杀声。

史料上记载着：日军占领东北后，将魔爪伸向
华北，阴谋策动“华北自治”。从1936年5月起，日本
陆续增兵华北，不断制造事端，频繁进行军事演习，
华北局势日益严峻。七七事变爆发前夕，北平的北、
东、南三面已经被日军控制，卢沟桥成为北平对外
的唯一通道。7月7日夜，日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附
近演习时，借口一名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
城搜查。这显然是蓄谋已久的挑衅行为，遭到中国
守军第 29军严辞拒绝。随即，日军首先向中国军队
开火，枪炮射向卢沟桥。中国守军立即开枪还击。但
由于众寡悬殊，守桥部队伤亡较大，只得暂时退守
卢沟桥旁边的宛平城。

宛平城的顽强抵抗

我从卢沟桥的东桥头向东走百余步，便来到
了宛平城。城墙上的累累弹痕刺痛着每位参观者
的神经。

我围着城墙慢慢地走着，抚摸着斑驳的砖
石，脑海中继续回顾着历史：卢沟桥事变爆发
了！日军用大炮和机枪向宛平城轰击，遭到了中
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中国第 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
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
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守卫卢沟
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星文和营长
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双方展开了激战，日
本侵略军遭受了重大伤亡。

卢沟桥事变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事变后第二
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全
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
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
提出了“不让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寸土！”、“为保
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响亮口号。蒋介石提出了

“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中华
民族全面抗战的熊熊烈火由此燃烧起来。

宛平城和卢沟桥目前同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和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每天迎接着四
面八方的游客。

宛平城在建筑布局上颇有特点，是我国华北地
区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两开门卫城。明朝为防御李
自成进京，命御马监太监武俊于公元1638年主持修
建，称为“拱极城”。宛平城的形制结构初建时与普
通县城不同，全城只有东西两门，城墙厚实、坚固，
有利于防卫京师。1928年，宛平县衙迁入城内，改为

“宛平城”，相继兴建酒肆、茶楼、驿站和祭祀庙宇，
打破了单纯的军营格局。

宛平城不大，东西长 640 米，南北宽 320 米。我
从毗邻卢沟桥的西城门进入古城，一条宽敞笔直城
内街直通向东城门。新中国成立后，宛平城历经多
次修葺，先后复建了宛平县衙、卢沟驿、戏楼、兴隆
寺及拱极营等建筑景观，已形成了一条古色古香的
明清文化步行街，成为老北京民俗文化展示平台。
如今，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宛平城又一
次在进行大规模的整修。

“一桥一城一馆一园”

参观抗战遗迹遗址，意在重温历史、牢记历
史。红色旅游是最生动最直观的纪念抗战的方
式。以卢沟桥和宛平城为核心，该区域内又建成
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雕塑园，共同构成了一片大规模的抗战地，
并已成为北京最著名的红色旅游目的地。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位于宛平城内北侧，
是全国唯一一座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
的大型综合性专题纪念馆。纪念馆正前方是开阔的
抗战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象征中华民族觉醒的

“卢沟醒狮”，广场中轴线两侧各分布着7块草坪，寓
意七七事变爆发地和中华民族的14年抗日战争。覆
以乳白色大理石的展馆外墙与镶嵌着独立自由勋
章图案的锻铜大门，使纪念馆尤显肃穆、庄严。

馆内以七七事变为主题的半景画以巨幅油画
与实物和模型相结合，通过计算机控制的声、光、电
技术，使油画立即变得乌云翻滚，浓烟飘动，战火纷
飞，有如身临当年的卢沟桥事变战场。除了基本陈
列外，纪念馆从建馆以来，还先后推出了《日本侵华
罪证展》、《日军731细菌部队罪行展》、《台湾同胞抗
日斗争图片展》、《中国战区中美苏空军联合抗日史

实展》等80多个专题展览。迄今为止，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先后接待国内外观众2050余万人次。

我从宛平城东城门走出南行百余米，来到了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它于2000年8月16日
正式对社会开放，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碑、雕
塑群区、中心广场、石鼓园、绿林、宛平城墙等主要
景区组成，是一个集历史、文化、艺术和革命传统教
育于一体的观光胜地。群雕以《国歌》为主线，按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过程，分“日寇侵凌”、“奋起救
亡”、“抗日烽火”、“正义必胜”4个部分，表现了中国

人民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置
身于雕塑园中，举目眺望，纪念碑巍然高耸，雕塑群
凝重悲壮，宛平城墙岁月沧桑，万千感受油然而生。

卢沟桥红色之旅游览至此，我似乎才真正读懂
了“重温历史、牢记过去、珍爱和平”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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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卢沟桥：：全面抗战烽火由此点燃全面抗战烽火由此点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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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丹麦旅游，留下深刻的印象是丹麦正
在大力推行的无现金支付。据说丹麦有望成
为全球第一个不用现金的国家。丹麦政府近
日公布了一系列动议，允许零售商拒绝现金
支付，仅接受移动支付和银行卡支付。如果
这一计划在国会通过，从 2016 年 1 月开始，
服装店、餐馆以及加油站等商户就可以拒绝
接受现金，丹麦将成全球首个无现金国家。
不过，邮局、医院、牙科诊所和按摩院等基
本服务场所仍将会接受丹麦克朗。

我和朋友到达丹麦的时间是下午5时，一
下飞机，我们就在机场的餐馆享用了一顿当
地风味晚餐。吃完付账时，我们才想起随身
携带的人民币未兑换成当地货币。接待我们
的当地朋友为我们解了围，他掏出一张银行
卡付账。用银行卡付款不稀奇，国内许多餐
馆都有 POS 机供客人刷卡消费。令我们惊奇
的是，朋友举着手中的银行卡说，在丹麦，
仅凭手中的银行卡，不管是乘车、旅行，还
是逛商场，甚至是在教堂捐款，都可以通过
刷卡的方式来完成。

听了朋友的话，我们决定体验一下全程
无现金支付的感觉。第二天一早，我们用刷
卡的方式在酒店吃了早餐，外出乘出租车，
也是刷卡付车费。商场消费商户都安装了可
供刷卡的 POS 机。有趣的是，我们漫步在街
头，一些当地小贩在推销商品，我们买了几
件块八毛的东西，小贩也拿出刷卡机让我们
付款。在丹麦还真是一卡在手，走遍全国无忧。最重要的是，全
程我们都没有使用过现金，没有见到过纸币，避免了数钱和找零
钱的麻烦。真是方便快捷。

丹麦朋友介绍说，丹麦推行无现金化，有它得天独厚的条
件。首先，丹麦人口少，数字化程度高。丹麦全国人口不过 560
万，有200多万人使用手机银行消费，接近全国人口的一半。第二
个原因是丹麦的社会福利高，生老病死基本都是国家在花钱，丹
麦人日常生活的很多地方都用不着现金。这让无现金支付在丹麦
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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梨树村是江西省永丰县中村乡的一个小山村，仅有150余人，
坐落在吉安、赣州、抚州三地区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之中，海拔
1000多米。全村1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除了村落和梯田，便是
茂密的森林。

在通往该村的公路两旁，古树参天，名木高耸，绵延相伴，
蔚为壮观，细的一人难抱，粗的四五人合围。沿着公路向前深
入，“哗！世外桃源”、“古树第一村”…… 我们情不自禁地脱口
而出。古树各具形态，像盆景、似美人、如寿星……栩栩如生。
画圣再世，难摹其状，诗仙重来，难传其神。古树名木构出秀丽
的生态自然景观，人到此间，无不叹为观止，流连忘返。

进村后，奇形怪状的古树名木更是令人目不暇接。村口溪
旁，绿荫丛中，耸立着一棵巨大的“杉树王”，胸围3.1米，高20
米，树龄 500 多年。鳞片如画，华盖如伞，撑着一片蓝天。据介
绍，江西省分布古杉16处40余株，胸径1米以上的有30株，其中
永丰县分布9株，是江西省保存古杉最多的县。胸围3米以上、树
龄300-500年的古杉有7株，其中梨树村就有3株。

在蔽日的浓荫下小憩，与一个老人随意闲聊，从他吧嗒着黄
烟的嘴里，我听到了一个关于“八树同根银杏王”的故事和传说。

所谓同根生，是在同一根部长出两株相同科属的树木。两树
三树同根已属稀奇，八树同根则是奇中之奇了。梨树村就有一棵
奇特的八树同根的“银杏王”。这丛八树同根的“银杏王”生长在
一户人家屋前，呈现出“远看绿影婆娑，近看八仙打坐”的古树
丛生奇观。据这位老人讲，这棵“银杏王”有 1000 年以上的树
龄，原为一棵，4个成年人合抱不过。20世纪 50年代，一次雷击
将该树自中央向四周劈开，把完整的银杏树劈成5块。该树劈开后
并没有枯死，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现在该树树身上仍依稀可见
当年雷火焚烧痕迹。后来，5棵银杏又分蘖出3棵，形成现在的八
树同根的共生树丛。据测量，这棵“银杏王”树高 18 米，基围
12.3 米，最大的一棵胸围 3.2 米，最小的一棵胸围也有 0.9 米。目
前该树长得枝繁叶茂，每年都会挂果，成为当地一大奇观。像这
棵雷击不死、八树同根生，充满神奇色彩的古银杏树实属罕见。

据同行的林业专家考证，梨树村的古树大部分树龄在500年以
上，不仅历史悠久，而且大部分是极为罕见的珍稀树种，如被列
为“活化石”的银杏、红豆杉，全县其他地方已难寻觅，又如银
钟花、古玉兰、粗榧等都是世界上濒临灭绝的树种。据统计，该
村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古树有 9种 28棵，至于列入省重点保护
的古树则不计其数。

梨树村保存的古树名木品种、数量之多，堪称奇迹，不愧为
“永丰古树第一村”。在村人看来，古树可以保护风水，尊崇古树
就是尊崇祖先。村干部告诉笔者：“梨树村的古树，在我们这一代
人手上一棵都不能少！”

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探访永丰古树第一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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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卢沟桥抗战的中国军人

游客在战争纪念馆参观

旧桥面遗址

青少年在卢沟桥缅怀先烈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 赵 珊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 赵赵 珊珊摄摄

卢沟桥抗战纪念馆大型雕塑

日军91岁侵华老兵跪在卢沟桥上忏悔谢罪日军91岁侵华老兵跪在卢沟桥上忏悔谢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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