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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白的外墙，精致的雕花，门前6根高大的科林
斯柱令人一望便心生敬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一
曼街与景阳街交叉的三角形路口，矗立着这座竣工
于 1931 年的欧式古典主义建筑。它的门楣上写着 7
个金色的大字：东北烈士纪念馆。

为了纪念在战争中牺牲在东北大地上的万千英
雄，1948年10月10日，东北烈士纪念馆——这一由
中国共产党领导建成的全国首个革命纪念馆正式开
放。70年来，英雄们的名字被反反复复念起，英雄
们的事迹被一次次讲述，每位参观者都献上了内心
最崇高的敬意。

从“魔窟”到爱国教育基地

“当歌曲和传说都已沉默时，建筑还在诉说。”
要讲述东北烈士纪念馆的故事，就不得不先讲讲这
栋建筑的历史。

1928 年的中国处在北洋军阀统治末期。当年 6
月，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在国民党北伐军的压力下
退出北京，向东北收缩。1928年6月4日凌晨，张作
霖由北京返回奉天。当他乘坐的火车专列行驶到皇
姑屯附近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
张作霖身受重伤，当日逝世。

而正在这一轰动中外的事件发生3天前，在哈尔
滨，一座“东省特别区图书馆”开始动工修建。这
栋建筑的设计者是俄罗斯籍犹太裔设计师尤·彼·日
丹诺夫，他一生在哈尔滨居住了 37年，是哈尔滨城
建史上最重要的设计师之一。

1931 年这座图书馆落成。其外观大气雄伟，内
部共有3层，包括地上两层和地下一层。然而，在动
荡的年代，一栋建筑的命运亦是多舛。图书馆落成
不久，尚未来得及启用，“九一八”事变爆发，随即
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哈尔滨。1933 年，图书馆被占用
为伪满洲国哈尔滨警察厅，从此这里成为日本侵略
者残害爱国志士的魔窟。“伪警察厅里有会议室、办
公室，还有临时的关押室、牢房和刑讯室。可以说
是一张魔网，统治、辐射整个黑龙江地区。我们熟
知的抗日英雄赵一曼就曾被关押在这里。为了纪念
她，纪念馆门前的这条街后来被命名为‘一曼
街’。”东北烈士纪念馆副馆长王冬介绍说。

纪念馆地下一层是“伪满洲国哈尔滨警察厅旧
址及罪恶展”，可以让人们真切地感受那段沉痛的历
史。展览分为“魔网”“罪恶”“覆灭”三部分，展
示了伪满洲国哈尔滨警察厅当年的残暴统治。墙上
一排排黑白照片，记录着当年这里的统治者们犯下
的罪行以及他们被审判的时间。逼仄阴暗的关押室
里摆放着一张硬板床，沉重的铁门上挂着一把锈迹斑
驳的大锁，1936年7月赵一曼就被关押在这间小屋里。

不远处就是更为可怖的半地下室刑讯室。昏暗
的灯光中，成排的刑具挂在墙壁上，投下长长的阴
影。一个身着日伪军装的审讯者手里正握着一根铁
链，叉着腰站在角落。他脚下有一道暗红的血迹一
直延伸到门口。面对如此真实的情景还原，哪怕是
全然不了解这段历史的参观者也会不寒而栗。

1946 年哈尔滨解放后，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
书记罗荣桓建议将这一伪警察厅改为东北地区烈士
纪念馆，1948 年向公众开放。而今，这栋饱经沧桑
的建筑是国家一类保护建筑，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向人们诉说着那段浸透血泪的过往。

“母亲用实行来教育你”

纪念馆地下展厅记录着伪满统治者罄竹难书的
罪恶，地上两层展览的主题则是缅怀英雄。

一二层共同展出“黑土英魂——东北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时期烈士事迹陈列”。展览全面反映了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
牺牲在东北以及在东北有过重要活动和突出贡献的
英雄烈士的感人事迹。该陈列按时间顺序分为8个部
分，通过 600余张照片、400余件文物，突出展示了
280位烈士的事迹。

我们的参观从二层的抗日斗争部分开始。展柜
里摆放着英雄们用过的衣物、枪支，墙上挂着一位
位烈士的照片、画像，下方写有他们英雄事迹的介
绍和生卒年月。战争是残酷的，而信仰是坚定的，
许多烈士牺牲时不过十几二十岁，令人唏嘘。

杨靖宇雕像《脊梁》 李 贞摄

跟随着讲解员的脚步，我们首先走向赵一曼烈
士的展区。赵一曼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抗日民族英
雄，曾担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二团政委，于 1936
年8月被捕就义。她的故事是展览中介绍最为详尽的
一个。

这片展区两侧墙上挂着多幅赵一曼生前的照
片，其中最大的一幅是赵一曼坐在藤椅上，一个小
孩子依偎在她怀中，那是她的儿子宁儿。正前方是
一面黑色的墙，嵌着赵一曼的汉白玉半身塑像。塑
像下方刻着几行字，这是赵一曼赴刑场就义前留给
孩子的一封短信。信中写道：“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
反满抗日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
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母亲不
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

当参观者走到赵一曼的塑像近前，对面的灯光
便自动投射到塑像上，赵一曼的衣服变成蓝色，脸
开始泛红。同时响起了一个低沉的女声，诉说赵一
曼留下的这段遗言。这让观众仿佛走进了历史现
场，真实地感受到赵一曼慷慨赴死的勇气和对孩子
依依不舍的心情。

塑像右侧有一个展示窗，透过窗口望进去，里
面是一节老式火车车厢的样子，赵一曼的塑像坐在
座位上，神情凝重，面前的小桌板上放着笔和信
笺。“这个展示空间叫做 《最后的叮咛》，由一间小
办公室改造而成，展示了赵一曼在被送往刑场的火
车上，准备写下遗言的场景。”讲解员介绍说。

往前走进下一展区，只见一座高大威武的人物
雕塑立在展厅正中央。这是抗日英雄杨靖宇的塑
像，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尊杨靖宇室内铜像，高
4.2米，重1.25吨。他头戴棉帽，目光威严，像是屹
立在风雪呼号的战场上。塑像周身凹凸不平，有着
类似树皮般的纹理，看上去仿佛英雄杨靖宇是从巨
木中生长出来一般。“这个雕塑叫做 《脊梁》。杨靖
宇将军是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是
顶天立地的英雄，所以将他塑成一棵大树的模样。”
讲解员说。

展厅中，生动还原烈士形象和生平事迹的景观
还有很多。呼啸的风声中，雪压松枝。东北抗日联
军杰出领导人之一魏拯民，拿着一件大衣为站岗的
战士披上。这处景观名为《关怀》，讲述的是魏拯民
虽然身患重病，但仍处处以身作则、关心爱护战友
的故事。王冬补充介绍说：“东北抗联的作战环境就
是在这样的冰天雪地之中，非常艰苦。1935 年东北
抗联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以后，就像魏拯民给中央

代表的报告中写的那样，‘有如在大海中失去舵手的
小舟，有如双目失明的孩提，东碰西撞，不知所
从。’可见他们当年坚持斗争的确十分不易。”

在心中种下信仰的种子

走到一层展厅，这里主要介绍的是解放战争时
期牺牲的英雄。

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之一李兆麟的事迹在此展
区呈现。一个展示窗内，全息投影技术再现了 1946
年李兆麟在哈尔滨水道街9号被特务杀害的过程，让
人仿佛身临其境，体验到当时的凶险。

展柜中叠放着一块旧毛毯，旁边摆放着一个小
相框，里面是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合影。这些物品原
来都属于曾任松江军区司令员的卢冬升。卢冬升
1945 年牺牲在哈尔滨。他曾与周恩来并肩战斗，这
个相框是周恩来赠给卢冬升的。

杨子荣使用过的皮带、董存瑞获得的毛泽东奖
章，还有很多烈士的手章、奖章和履历表等文物，
都可以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看到。王冬说：“因为哈尔
滨解放较早，很多军区把在东北三省牺牲烈士的资
料、文物都捐给我们纪念馆保存，所以馆藏解放战
争时期的文物比较丰富。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烈士的
文物和事迹，则花费了比较多的精力去收集整理。”
在建馆之初，纪念馆的专家到杨靖宇、赵一曼、杨
子荣等烈士的家乡实地走访考证。因为很多烈士在
战争时期使用化名，所以人们对应不上。当年杨子
荣家乡的乡亲一度认为他是土匪，电影 《赵一曼》
都上映了，赵一曼的姐姐还不知道这讲的是自己妹
妹的故事。经过多方走访、求证，专家们掌握了许多
原始资料，将英雄们的故事不断完善并呈现给观众。

走进最后一个展厅，墙上一块长长的电子屏幕
格外醒目。黑色的背景上飘荡着一条红色飘带，一
张张烈士照片在屏幕上滚动出现。“这是纪念馆新设
置的‘英名录’。”王冬说，“馆藏的 5万余名烈士信
息，无论有名字还是没有名字、有照片还是没有照
片，都汇集在这里了。在屏幕上，观众可以点击查询
每位烈士的详细介绍，还可以献花表达缅怀之情。”

为了将英烈故事讲述给更多人听，东北烈士纪
念馆组建了流动展览小分队。多年来，小分队走进
田间地头、工厂学校、边防哨所，宣讲英雄事迹。

“我们的小分队‘为了抗战14年，讲了40年’，很多
听众听得泣不成声。”王冬表示，“在当代，我们仍
然需要革命精神的引领。英雄的故事就像一颗颗种
子，应该种在更多人心中。参观东北烈士纪念馆、
了解这段历史，就是在观众们心中种下信仰的种
子，它能生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

近日，“中韩文化交流——第三届老子文化论坛”在老子
故里河南鹿邑县举行。来自两国的 50 余位专家学者共聚一
堂，交流近年来老子文化研究的进展与成果，探讨在全球化
的环境下，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和谐相处。

老子是中国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哲学家、思想家，其著
作 《道德经》 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著作。中韩文化交流有
着悠久的历史，老子思想在韩国影响广泛而深远。2015年，河
南省文化厅和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共同创办了老子文化论坛，携
手研究老子文化，旨在探讨老子文化在当代的应用及价值。

本届论坛以“老子文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主
题。在全球化的今天，个人价值观、社会伦理、传统观念都
受到冲击与挑战。老子尊重自然规律并寻求和谐的思想给人
文学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全球化的最终目标是相互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在相
互信任的基础上创造和平。如何实现和而不同？我们或许能
从老子思想里找到答案。”韩国学中央研究院院长李培镕说，
中韩共同研究老子文化，是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

台湾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陈鼓应称，老子是中
国哲学的开创者，他所倡导的人本思想能够深入人的灵魂深
处，这与西方的神本主义有很大不同。老子的“道”不仅是中
华民族的最高文化精神，在世界范围内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论坛讨论通过了 《中韩文化交流——第三届老子文化论
坛鹿邑宣言》。

学者们认为，“老子不老，历久弥新”，老子思想有着强
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对当今社会许多领域有着指导作用和
可资借鉴的价值。从现代的角度去理解 《老子》、研究 《老
子》，不仅将获得一种非凡的新意，实际上也是人类文明向道
家文化寻根的反思。

近年来，鹿邑围绕老子这张文化名片做足了文章，倾心
擦亮“老子故里、道家之源、道教祖庭、李姓之根”四大文
化名片，老子文化遗迹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以及老子文化研
究、传承弘扬和宣传工作都取得了显著成效。鹿邑以每年的
老子庙会为平台，对外展示老子文化魅力，对内增强市民的
非遗保护意识，从而拉动文化产业、旅游产业发展，扩大了
老子故里在海内外的知名度与美誉度。

据悉，下届论坛将在韩国举行。

今年 7月 10日，香港企业家、慈善家田家炳辞世，享年
99岁。众所周知，田家炳不仅事业有成，其捐资建立的学校
和学院也遍布全国，被誉为“中国百校之父”。

1919年，田家炳在广东大埔出生。他的父亲田玉瑚是当
地一名出色的商人，同时也热心公益，经常恤寡济贫，造桥
修路。不幸的是，田家炳才15岁时，田玉瑚就去世了。父亲
留给田家炳四字家训：“勤、俭、诚、朴”，田家炳谨记于心。

田家炳异常勤奋。由于父亲早逝，他不得不在初二就辍
学，进入商界。他最终选择的塑料薄膜、人造革行业，曾被香
港人认为“投资大、销量小、经营困难”。经过努力经营，田
家炳逐渐打开了国际市场，使得塑料薄膜、人造革成为香港
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他本人也被誉为“香港皮革大王”。

田家炳崇尚“俭以养德”，一双鞋可以穿10年。但在他认
为有价值的领域，他又表现得极为慷慨。1982年，田家炳捐
出估价10多亿元的四栋工业大厦，建立了公益性质的“田家
炳基金会”。田家炳基金会运行数十年来，不仅将90%的资金
都用于内地，而且侧重于对内地教育事业的支持。

田家炳特别强调为人诚信。他说：“做生意诚信最重要
……与我们来往的客户都知道我们说话算数，与田氏来往，
绝对不会吃亏。”

关于如何营造幸福美满的家庭，他也有自己的见解。他
曾说：“我们的家庭，如果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
恭 ， 纵 是 家 肥 屋 润 ， 富 甲 一 方 ， 是 否 称 得 上 幸 福 的 家
庭？……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要大家共同重视‘道德’二字。”

在田家炳的影响下，其五子四女，个个都品行端正，学
有专长。田家炳之子田文先认为父亲对他做人处事影响最
深：一是要有宽阔的胸襟，不要太计较利益；二是教导子女
要以身作则，以爱心从正面去引导和鼓励，避免随便责怪打
骂；三是要坚定信念，脚踏实地；四是宁可实而不华，千万
不要华而不实；五是重视教育。

1994年，为肯定田家炳的慈善义举，中国科学院紫金山
天文台将第2886号小行星命名为“田家炳星”。如今，先生已
逝，而“田家炳星”依然在夜空中闪烁，愿先生所代表的博
爱精神、慈善之光薪火相传，永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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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章、毛毯 李 贞摄

董存瑞获得的毛泽东奖章 李 贞摄

由中央档案馆、国家档案局、四川省纪委监委指导，成
都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档案局主办，双流区委区政
府承办的“天府文脉 家风传颂”主题文化展自9月下旬在成
都开展以来，累计吸引了数十万群众前往观展。

此次展览以“家风”为主题，立足于成都悠久深厚的历
史根脉与丰富的文化活态基因，着眼于新时代传承天府文
脉、廉洁家风的实际需要，打造“清廉蓉城、好风相颂”家
风文化品牌，讲好天府廉洁家风故事，建设新时代蓉城人民
共同的精神家园。

展览分为6个部分，分别是：蜀地风流、高风亮节、风清
气正、好风相颂、古风犹存和风暖蓉城。“蜀地风流”主要展
示耕读传家、清白廉洁、孝亲敬长等为主要特征的天府家
风；“高风亮节”展区通过大量档案实物，集中展示了10位革
命先辈与名人志士的家风故事；“风清气正”区域，展示了
2017年评选出的首届十佳“天府好家规”10个家庭的家规家
训；“好风相颂”主要展示了成都市评选出的十大好家规家
庭；“古风犹存”则重点展示清代大儒刘沅的家风家训以及槐
轩文化；“风暖蓉城”通过 200 多个普通市民的家信体现

“家”的感动，让参观者感受好家风带来的魅力与影响。

成都举办家风主题文化展
□韩国梁 袁 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