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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内迁：
炮火中读书声不绝

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国共产党培养抗
日军事、政治干部的大学。抗战时期，无
数海内外优秀中华儿女奔赴延安，抗大规
模空前发展，后来在晋东南等抗日根据
地，先后建立了 12 所分校。学员一边学
习，一边参战，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使得

“抗大抗大，愈抗愈大”。而今，经过复
建，在抗大纪念馆，人们可以通过各类馆
藏文物，遥想当年抗大的历史风貌。

战火纷飞之中，大学内迁同样惊心动

魄。卢沟桥事变后，众多华北及沿海城市
高校、研究院所纷纷南迁、西迁，各高校
师生带着大量书籍、实验仪器长途跋涉，
风餐露宿，迢迢千里从华北、华东迁到内
地，在极艰难的条件下，传道、授业、思
索、研究、写作、创造。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至湖南长

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 4 月又西
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的经历只是一个缩影，大学
内迁在战乱之时，极其艰苦，并且由于多
数大学的迁徙过程并不是事先设计好的，
而是迫于战火临近，不得不一再搬迁，各
学校所到之处，皆为落后山区，无不备尝
艰辛。令人称奇的是，八年抗战，中国大
学不仅没被战火摧毁，还发展壮大。

故宫南迁：
文物搬迁创造奇迹

抗战期间，历代书画大师的真迹，数
万份珍贵的历代史料档
案 以 及 国 宝 级 青 铜 器 、
陶瓷器，故宫南迁文物
在艰苦甚至是惨烈的战
争环境中，虽然辗转大
半 个 中 国 ， 但 文 脉 不
绝、精神不灭。

这是故宫博物院的
一段峥嵘岁月：1933 年 2
月至 5 月，故宫博物院等
单位的 1.9 万余箱文物从
北平运抵上海。1936 年底
文物被运抵南京。1937 年
淞沪会战爆发，这批南迁
文物分三路在日军炮火

下紧急迁移：南线，最重要文物经南京、长
沙、贵阳，运往安顺；中线文物由水路经汉
口、重庆、宜宾运抵乐山；北线文物装火车
由宝鸡入成都至峨眉。地迤万里，辗转颠
沛，备尝艰辛，这批中华文明的重要瑰宝才
得以基本完整保存，创造了中华民族在人
类文化遗产保护史上的奇迹。

在这场文物大迁移中，文物工作者们

不畏艰险，接受了一次非同寻常的生命洗
礼，文物存藏地的民众也给予了大力支
持。如今，当年保护国宝的行动，已引起
社会广泛关注，一些文物存放地已被很好
保护起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教材。

在四川乐山安谷的故宫文物南迁史料
陈列馆，陈列着的陈旧照片、泛黄的信
函、详细的文字介绍，向观众还原出了70
多年前的历史，讲述了那份守护、责任与
情感。

名人故居：
旧址见证难忘岁月

随着文化内迁，许多名噪一时的思想
文化界人士云集西南，抗战进步文化如火
如荼，在疾病、轰炸、贫困之中，凭借着
顽强的精神，他们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而今，那些散落在巷陌的名人故居，宛如
珍珠一般，串起那段难忘的岁月，成为抗
战文化遗址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0年12月，徐悲鸿的名作《巴人汲
水图》 以 1 亿多元成交，可是很多人不知
道的是，这幅价值连城的名画，便创作于
抗战时期的重庆。如今，来到徐悲鸿当年
居住的盘溪石家花园，站在旧居旁，还可
回味缅怀徐悲鸿忧国忧民之情。

广西桂林去年启动了文化标识建设，
首批设22个标识反映抗战文化，通过这些
标识，人们可以寻找到何香凝、茅盾、田
汉、欧阳予倩等一大批名人在桂林期间住
所的旧址，也能在身边发现叶挺被囚处、

《新华日报》 桂林分馆、生活书店桂林分
店等重要的文化机构旧址。

抗战的文化旧址分布广泛，类型十分
丰富，目前，中国多地纷纷保护并修缮多
处抗战遗址，并最大限度向公众开放，相
关学术研究和调查也正在开展，这一处处
抗战文化地标，成为无数人寻访抗战精神
的圣地。

抗战精神地标抗战精神地标
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八年抗战，中国大学，集体内
迁，纵使遍地战火，弦歌依旧不辍。
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中国文化
和教育薪火相传，民族复兴的精神火
种得以保存。

时至今日，每当后人来到抗大旧
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安谷故宫
文物南迁史料陈列馆等文化旧址时，总
能体味到这些代表着不屈精神的文化
地标，所承载的那份顽强与执著。

据新华社上海8月14日电 （记
者张建松）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之际，一套名为《日本外务省
涉华档案》的史料集即将由上海远东
出版社出版。这套由日本侵略者自己
记录的档案，从敌方视角还原了当年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战场许
多不为人知的真实细节。

由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反法西斯
研究中心编译的《日本外务省涉华档
案》，日文原文来自于日本外务省外
交史料馆保存的一套名为《中国各地
共党关系杂纂》的资料。该套资料收
录了1927－1941年间，日本情报人员
收集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大量情报
数据，包括丰富的公文书信、电报、报
告书、统计表、书籍文章、报刊剪辑、
传单通告、地图、照片等。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对
这套史料逐步解密，并通过亚洲历史
资料中心对外公开。

通过该书所揭秘的日本当年在
华情报网络，当年中共及其领导的敌
后抗战活动许多不为人知的细节都
被记录下来。敌后抗日活动在《日本
外务省涉华档案》中记录了很多。从
日方每月提交的“治安报告”中可以
看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
量给日方带来了极大困扰，并逐渐成
为其主要围剿对象。

档案还显示：中国共产党在敌
后发动人民群众、大力开展抗日宣
传活动，也令日方深感头疼，并

“认识到了思想战、头脑战的价值及
必要性”，甚至学习中共做法组建了

“政治特别工作队”。
本报南京8月14日电 （记者姚

雪青） 14 日，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
馆根据馆藏档案编辑整理的 《中国
战区受降档案》 由南京出版社出
版。该书汇集 4800 余页原版档案，
全景式还原 1945 年 8 月至 1946 年 2
月间，中国政府对128万余日军实施
受降的内幕和经过。

前7月

我国直接对外投资增20.8％
本报北京8月14日电（记者王珂） 商务部对外投

资和经济合作司司长周柳军 14 日说，今年前 7 个月，
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635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8％。预计全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增速将在10%
至15%的区间。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7个月，我国企业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额达 73.9 亿美元，同比增长
58.5%。同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热情较高，投资额达
38.3亿美元，同比增长35.8%。

据 新 华 社
广州 8 月 14 日
电 （张 玉 清 、
任斌） 中国空军
新闻发言人申进
科上校表示，中
国空军 14 日组
织多型飞机赴西
太平洋开展远海
训练，飞出第一
岛 链 1000 余 公
里，符合相关国
际 法 和 国 际 实
践，不针对任何
特定国家、地区
和目标。

14日，空军
多型飞机从多个
机场起飞，经巴
士海峡赴西太平
洋 开 展 远 海 训
练，当天返航，达
成了既定训练目

的，提升了空军航空兵远海机动作
战能力。据介绍，2015年以来空军
开展了3次远海训练。

8月14日上午，满载电子产品和汽车配件
的X8017次中欧班列，从武汉吴家山集装箱中
心站缓缓驶出开往德国杜伊斯堡。这是自2011
年 3 月 19 日首列中欧班列开行以来，我国开
行的第800列中欧班列。

本报记者 史家民摄

国办印发《工作方案》

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据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 《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
（以下简称 《工作方案》），提出将工程建设项目招标
投标、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政
府采购等公共资源交易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实
行全流程透明化管理。

《工作方案》 明确提出了整合目标：2016年6月底
前，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基本完成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
合工作。2017 年 6 月底前，在全国范围内形成规则统
一、公开透明、服务高效、监督规范的公共资源交易
平台体系，基本实现公共资源交易全过程电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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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3日，新疆军区某装甲团紧贴实战化要求，在某陌生高原地域开展实战演习，检验
部队远程突击、河滩沼泽地带协同能力，提高高原环境下坦克涉水登陆作战水平。

图为坦克集群在行进中。 颜士强摄 （人民图片）

新疆军区演练“坦克大战”

西南联大旧址。 （资料图片）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中欧班列累计开行800800列列

日本外务省涉华档案 还原中共敌后抗战细节

中国战区受降档案出版 披露日军投降内幕

图 为 8 月 14 日 ， 工 作 人 员 展 示
《中国战区受降档案》 新书中收录的受
降档案。 新华社记者 孙 参摄

8月14日，日本首相安倍
晋 三 发 表 了 战 后 70 周 年 谈
话。这是继战后 50 周年“村
山谈话”和 60 周年“小泉谈
话”后，日本再次发表重要谈
话阐述政府对二战的立场，因
此吸引了各方目光。

安倍谈话引发关注的另一
个原因是，这位首相此前曾扬言

“不会原封不动地继承村山谈
话”，包括不再写入“侵略”“殖民
统治”“道歉”等关键词，大有要
颠覆前两次谈话基调之意。

还好在几经周折后，从最
终发表的内容来看，此次谈话
继承了战后 50 周年和战后 60
周年谈话中的一些关键内容。

其一，安倍承认，之前内
阁表述过的立场在未来依旧

“不可动摇”。这是对“村山谈
话”和“小泉谈话”的肯定。
其二，安倍认为各年龄段的日
本人都必须“直面历史”。其
三，安倍称不会以任何形式武
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来解决国际
争端，誓不再发动战争，弃绝
殖民统治。其四，安倍间接表
示了反省和歉意。安倍提到

“对战争深表悔恨”，特别提到

很多女性在战争中遭受伤害，
尊严和人权受到侵犯。

上述有关内容值得肯定。
但同时也应看到，安倍谈话仍
有不够诚恳之处。

首先，对战争的反省不够
彻底。尽管谈话使用了“侵略”
一词，但谈话没有直接指明日
本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安
倍甚至宣称战后出生的日本人
不必肩负“谢罪的宿命”，这实
际上是在试图掩盖侵略历史。

再者，道歉隔靴搔痒。安
倍提及慰安妇问题，却没有就
此诚挚致歉，反而口口声声说
日本总是站在受害妇女的一
方，将在 21 世纪保障妇女权
益不受侵害。这种态度恐怕难
以安慰在战争中的受害者。

上述看似矛盾的情绪同时
出现在安倍谈话中，反映出两
方面的事实。

一方面，国际上维护正义
的力量占据上风。在安倍谈话拟
定过程中，日本国内民众的反对
和抗议之声不绝于耳。近期民调
显示，近七成受访者认为安倍有
必要在战后70周年谈话中明确
写入“道歉”。国际社会也呼吁安

倍正视历史，连美、德等西方国
家也要求日拿出诚意与被侵略
国实现和解。在国内外压力下，
安倍的战后70周年谈话应是被
迫有所收敛。

另一方面，日本国内右翼
势力的发酵，对国家走向造成
负面影响。很明显，安倍一再
漂白战争历史，曾抛出所谓

“侵略未定义论”，否认强征慰
安妇等军国主义罪行，甚至篡
改教科书。安倍的言行受到日
本国内一批政客和学者的支
持。70 周年谈话中也透露出
右翼的历史观。如果任其发
展，日本的道路将越走越偏。

安倍谈话已成定局，但今
后的路还长。日本应抓住机会
落实谈话中积极的承诺，改正
错误，用长远眼光审视该国根
本利益所在，让日本真正能够
面向未来。

（作者为国际问题专家）

任何反省都不该隔靴搔痒
■ 华益声

据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14日外交部发
言人华春莹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战后70周
年首相谈话答记者问。

华春莹说，中方注意到日本领导人有关谈
话。外交部副部长张业遂已向日本驻华大使木
寺昌人表明中方严正立场。

她说，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中
国和亚洲受害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正确认

识和对待过去那段历史，是铭记历史、捍卫正
义的要求，是日本与亚洲邻国改善关系的重要
基础，也是开创未来的前提。她表示，在国际
社会共同纪念二战胜利 70周年的今天，日本理
应对那场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性质和战争责任
作出清晰明确的交代，向受害国人民作出诚挚
道歉，干净彻底地与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切割，而
不应在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作任何遮掩。

外交部发言人：

日不应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作任何遮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