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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多年前，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

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伟大的民族

革命战争。这场战争给中国社会留下

了深深的历史烙印，也留下了数量众多

的各类抗战文物，它们是这段历史最为

真实和直观的实物见证。

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和地方政府采

取了一系列措施，推动抗战文物的保护

和利用，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部分

抗战文物仍面临着保存状况堪忧、展示

效果不尽如人意的困境。

抗战历史的实物见证

据统计，在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中，

与日军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直接相关联的有 88 处，加上伪满时期产

生的涉日文物以及与抗战有间接关联

的共有 186 处，遍布全国 28 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其中重庆、辽宁、山东、江

苏、山西、四川、陕西等省市在 10 处以

上。除此之外，在各地的省、市、县级文

保单位中，还有大量的抗战文物，数量

远远多于全国重点文保单位中的抗战

文物。

这些抗战文物大致可分为罪证类、

战争类和建筑设施类，具体形式多种多

样，有监狱、尸骨坑、铁路、桥梁、地道、

炮台、兵工厂、标语墙等。罪证类有重庆

大轰炸遗址群、安徽的大通万人坑、黑龙

江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江苏

的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丛葬地等；战争

类有北京的卢沟桥、广西的昆仑关战役

遗址、江西的上高会战遗址、山东的台儿

庄大战旧址等；建筑设施类有重庆法国

水师兵营旧址、湖北的八路军武汉办事

处旧址、四川的赵一曼故居等。

据了解，目前，罪证类和战争纪念

地这两类抗战遗迹多数由文物部门管

理，近年来陆续开展了文物保护修缮

工程，修建了展示设施、场馆，设立了

爱国主义教育和青少年教育基地，常

年对公众免费开放。建筑设施类抗战

文物相当一部分是政府办公场所、军管

区或火车站等社会公共服务设施，由其

他部门负责管理，保护 利 用 状 况 比 较

复杂。

42%的抗战文物保存完好

近年来，国家对抗战文物的保护力

度不断加大。2014 年，国家文物局安排

了 2.5 亿元资金，用于 47 处抗战文物的

保护修缮和规划编制，包括侵华日军第

七三一部队旧址、阜新万人坑在内的大

多数修缮项目实现了当年开工。2015

年，国家抗战文物有关项目的资金安排

预计达到 3.9亿元，而在 2005年全国革命

文物安排专项经费仅为 2600 万元，这使

得全国各级抗战文物有42%保存完好。

然 而 ，部 分 抗 战 文 物 的 保 护 状 况

让人担忧。据统计，全国各级抗战文物

存在局部残损的占 45%，损坏严重或已

无明显地上遗存的各占 6.5%。

在广州城北白云山马头岗南侧有

一座规模宏大的公墓——“陆军新编第

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如今，公墓

已被分割蚕食，主体建筑被菜市场包

围，连墓碑也残破不堪，字迹难辨，只有

残存的纪念塔依然挺立在广园东路旁。

这并不是孤例。民进江苏省委员

会调研发现，南京大屠杀发生地之一的

鱼雷营丛葬地，至今还因各种原因未能

立碑；盱眙黄花塘的新四军黄花塘军部

旧址虽然建了纪念馆，但因资金不到

位，建筑破损、毁坏却无力维修。民革

湖南省委员会的一份调研中也表示：湖

南人民八年抗战留下的抗战文物广泛

分布于全省 29 个县市区，但目前全省抗

战文物的有效保护利用率不到 50%，比

如衡阳五马归槽遗址已成为一处坟山；

衡阳车公山抗日战壕遗址现为村民菜

地……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

对宁波抗战遗址的抽样调查显示，宁波

约 70%的抗战遗址亟待加强保护。

展示利用不尽如人意

“合理利用”是《文物保护法》中文

物工作贯彻的方针之一。具体到抗战

文物，据了解，其一半以上实现了对公

众开放，其中国保和省保单位开放率均

接近 80%。

然而，开放并不等同于利用好。在

河北省兴隆县保存有河北省文保单位

蘑菇峪“人圈”遗址。所谓“人圈”是日

本侵略者为了断绝抗日武装和老百姓

的联系，实施集家并村政策，强行把很

多自然村的人集中到一个村子里居住，

老百姓因为憎恨管其叫“人圈”。蘑菇

峪“人圈”遗址原来的住地已无存，仅留

存完整的石垒围墙。“虽然是对外开放

的，但是一般很少有人去。关于这段历

史，遗址周围的老人还能说上一二，年

轻一点的就基本不知道了。我们也在

考虑完全恢复其中的遗迹，但是因为各

种现实原因，实施起来非常困难。”兴隆

县文物保护管理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表示。

在山西省壶关县保存有常行村民

兵抗日窑洞保卫战遗址。1934 年冬，利

用常行村三面靠山、有地下开采煤炭的

“旧坑道”这一优势，在村西南山的窑洞

中修筑了“民兵战斗洞”，还从村中开了

一个口子，和战斗洞巷道相通，筑成一

条四里多长的“爪”字形炕道和窑洞，和

日本侵略者展开周旋。“遗迹常年对外

开放，但是除了政府部门组织的一些活

动，很少有人光顾，而且里面是空的，没

有什么展品。”壶关县文广新局相关负

责人说。

这也是目前某些抗战遗址利用状

况的一个缩影。

近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二批 100 处

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将抗

战 遗 址 的 保 护 提 到 了 前 所 未 有 的 高

度。设置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主要目的是对其加强保护管理，进一步

教育引导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充分

认清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牢记中华

民族抵御侵略、奋勇抗争的历史和中国

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做出的

巨大牺牲和重要贡献。每一处抗战遗

址都记载着一段不同的抗战历史，述说

着中华儿女为抗争侵略做出的努力。

在我们眼里，它们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

“历史述说者”，警醒着人们勿忘国耻。

然而，除了保存状况还不错的国家级抗

战遗址，其他一些文物级别较低的抗战

遗址保存状况让人揪心，其中蕴含的历

史印迹也在不断被抹去。

几年前的清明节，笔者曾回山西老家

祭拜亲人，1949年修建起来的烈士楼在光

阴变迁中已经变得满目疮夷，在新城区的

改造中，只留下残垣断壁。看着这座为几

代人提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筑即将

告别历史舞台，不禁心感悲凉。虽然烈士

楼并不属于抗战遗址之列，但是与散落

在全国各地不出名的抗战遗址相对照，

他们的命运却是如此相似。

翻开报纸，媒体对一些不知名的抗

战遗址进行寻访时，它们的现状的确令

人扼腕叹息。喜峰口、山海关等战役发

生在长城边上，试问每天在长城游玩的

游客中又有几人会知道这些战役？没

有标识，这段历史逐渐就会被忘却。抗

战时期中共组织的香港秘密大营救的

广东惠州接送站东湖旅店，几易其主，

如今其历史已鲜有人知；抗战时期，恩

施市一度成为湖北省抗战的政治、军

事、文化中心，可是当人们去寻访其遗

址时，有的已经不见了踪影，连原本保

存尚好的原湖北省教育学院遗址近些

年也被拆除……

笔者认为，在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

之际，在国家高度重视抗战遗址保护的

当下，各地政府及文物部门应该着手整

理当地的抗战史料，对各抗战遗址进行

总体调研和制定保护规划，加大展示利

用的力度，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分步骤、

有条理地进行分批保护。

历史需要更多的真相以正视听，不

管是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还是

其他级别的遗址，无疑都是真相的最好

体现。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我们不应

任其销声匿迹，而应更好地保护好它

们，这才是对抗战精神的尊重和继承。

8 月 18 日，记者从黑龙江林口县乘

车一个多小时，来到著名的八女投江遗

址纪念馆，刚踏进纪念馆，就听见讲解员

在向观众讲述其中蕴藏的抗战历史。这

段历史与中国共产党员冷云密切相关。

冷云 1915年出生于黑龙江桦川县悦

来镇，1931年考入桦川女子师范学校，毕

业后以教师身份为掩护做地下工作。然

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冷云的未婚夫却

是伪满警察。在地下党组织要求做婚后

策反工作的指示下，冷云打消了退婚的念

头，与其成亲。婚后，在多次劝说丈夫走抗

日道路遭到拒绝的情况下，组织同意冷云

出逃。为防止暴露党的地下组织，冷云

与进步教师吉乃臣一起假私奔，这就是

当时著名的“桃色事件”。后来组织批准

冷云和吉乃臣结为夫妻。

在地下党组织任教员期间，冷云编

写文化课本和宣传材料，用剥掉树皮的

大树干当黑板，用烧黑的树枝作笔，用桦

树皮作纸，热情地给战士们上课。她能

歌善舞，对活跃抗联的文娱生活起到了

很大的作用，受到了战士们的欢迎。爱

人吉乃臣在战斗中牺牲后，她化悲痛为

力量，将仅有两个月大的女儿托付给依

兰县一对朝鲜夫妇抚养，随部队西征，沿

途英勇善战。1938 年 10 月 20 日，为掩

护大部队突围，冷云和其他 7 位女战士

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投入了滚滚的乌

斯浑河，壮烈殉国，年仅 23岁。

保存下来的八女投江殉难地遗址位

于林口县刁翎镇内，占地 50 公顷，1999

年被黑龙江省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每年在清明节、五四青年节、“七

一”“八一”等日子都会举办大型烈士公

祭活动。近年来，林口县对八女投江殉

难地遗址进行了统筹规划，在 2016 年底

前将完成对遗址设施的维修改造，包括

修建八女投江殉难地遗址防洪堤坝、复

原抗战宿营地遗址等。

为铭记这段历史，八女投江遗址纪

念馆落成。纪念馆内布展面积 1000平方

米，展出史料照片 500余张，珍贵文物 300

余件。馆内有序厅、一厅、二厅、影音播放

厅4个厅。序厅展陈着八女英雄雕像及东

北抗联将士英勇抗击倭寇的大型浮雕，生

动地再现了八女和东北抗联将士艰苦的

抗战历史。一厅由“蒙尘岁月”“八女英

雄”“西征”“壮烈殉国”四部分组成，再现

了八女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和民族精

神。二厅由“重要战事”“中流砥柱”“八

女英烈光照千秋”三部分组成。现八女

投江遗址纪念馆正在进行二次布展提升

改造，新的展览9月 3日正式对外开放。

8 月 19 日，记者从林口县出发，来到

了位于东宁县的东宁要塞，在要塞里看

到了侵华日军准备对苏联进攻的工事。

1945 年抗日战争结束后，隐藏在中

苏边境高山上的各种军事工事很多，东

宁要塞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它是伪满

州国境内 14 处要塞群中唯一以进攻为

目的设计修筑的永久性阵地群，被日本

关东军认定为“一级阵地”，是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亚洲综合规模最大、最具典

型意义的筑垒地域之一。

1934 年 6 月，东宁要塞工程正式开

工，主要工事多用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

关键部位厚度可达 3 米。地面工事主要

有碉堡、炮台、防坦克壕等。地下工事主

要有兵舍、弹药库、通风井等。工事地上

地下相互连通，设施齐全，火力强大，兵

员部署密集，攻防兼备。1945 年 8 月 9

日拂晓，苏联红军第 25 集团军从 4 个方

向向关东军防线发起全面进攻，围攻东

宁筑垒地域的苏军部队经半个月之久才

攻克要塞。

1997 年初，东宁县武装部在清理伪

满时期遗留下来的库房时，在库房内的

角落意外地发现了一捆伪满时期的军用

地形图，一共 31.5 幅。在地图上用红色

印章印有“军事秘密”“保管部队陆军军

官学校”“陆军兽医学校”字样以及蓝色

印章印有的编号等。发行时间为“大同”

和“康德”（溥仪在伪满时期的年号，时间

为 1932 年至 1945 年）年间，绘制单位有

“满洲国治安部”“军政部”“大日本帝国

陆地测量部”等。地图的发现引起了新

闻媒体以及东宁县相关部门的重视，随

后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对东宁要塞群遗

址进行了一次全面调查了解。经过一个

多月调查，对东宁要塞群遗址的分布、规

模有了初步了解。1998 年 6 月，东宁县

将“东宁要塞群遗址”公布为县级文物保

护单位，从此要塞遗址的保护工作纳入

了政府的工作日程

东宁县制定的《侵华日军东宁要塞

群遗址保护规划》于 2004年12月正式公

布实施，规划期限为 15年，分近期、中期、

远期三个阶段。规划的目标是，2018 年

达到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标

准，建成黑龙江省东部地区国家级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

仅42%的抗战文物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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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重庆作为中国战

时首都，是中国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中心，是中共中央南方

局所在地，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

重要阵地。

日前，重庆市文物局对外公布，重

庆现有抗战遗址 395处，分布在全市 22

个区县。其中，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27

处，市级文保单位 45处，区县级文保单

位 60 处，馆藏抗战可移动文物 92001

件（套）。

近年来，重庆市委、市政府下发了

《关于加强抗战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

通知》，编制《重庆市抗战遗址保护利

用总体规划》、《重庆市主城区抗战遗

址定点定位规划》，将抗战遗址抢救维

修目标任务落实到市区县。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曾家岩 50

号是一幢保存完好的中西式砖木结构

三层楼房。它坐北朝南，通高 12米，建

筑面积 882平方米。1938年，中共代表

团迁到重庆后，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

下了这幢三层楼房，作为中共中央南

方局在城内的主要办公地点。当年，

周恩来就在这大敌环伺的险恶环境

中，从容不迫地开展工作，展现了一代

伟人的胆略和气魄。

重庆市渝中区为重庆市的中心城

区，是重庆市经济、文化及商贸流通中

心，重庆大轰炸遗址群中的“六五”大

隧道惨案遗址也位于这里。

1941 年 6 月 5 日，重庆突然遭到日

军空袭，在渝中区较场口隧道处发生

大量伤亡事件，史称“六五”大隧道惨

案。现在的“六五”大隧道惨案遗址分

地上和地下两部分。地面遗址陈列室

建于 2000 年，内有反映惨案情景的老

照片，室外四周均有反映惨案情景的

浮雕。

看到这些浮雕展现的情景，当年

重庆大轰炸惨案历历在目。据初步统

计，在重庆轰炸中，日军共出动飞机

9513 架 次 ，实 施 轰 炸 218 次 ，投 弹

21593 枚 ，炸 死 市 民 11889 人 ，炸 伤

14100人，炸毁房屋 17608幢，这给重庆

市民带来巨大灾难，但也铸就了中华

民族同仇敌忾的革命精神和重庆市民

抗战必胜的乐观精神。

位于重庆市万州区库里申科烈士

墓园占地 1600 平方米，由正门、照壁、

库里申科烈士塑像、墓碑、墓室、花坛

和瞻仰广场组成。墓园管理人员介

绍，1939 年 6 月，库里申科受苏联政府

派遣，担任援华空军志愿大队大队长，

率领“达莎”远程重型轰炸机大队到中

国援助抗日。10 月 14 日，库里申科率

队赴武汉轰炸日军军事设施，返航途

中遭日机拦截，展开激烈空战。在与

战友们先后击落了 6架敌机后，他座机

的左发动机被敌机击中，胸部和左肩

亦中弹负伤。虽然凭着高超的驾驶技

术，他用单发动机驾驶飞机突出重围，

但飞机于当日下午 2点失去平衡，被迫

降落在万州城东 10 公里处的长江水

面。机上的轰炸员和射击手泅水上

岸，库里申科却因战斗中负伤和过度

疲 劳 ，无 力 泅 水 ，遇 难 牺 牲 ，年 仅 36

岁。之后其遗体安葬在万州城白岩书

院旁。1957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 20周

年，原万县市人民政府决定在西山公

园内新建库里申科烈士墓园。墓园

1958 年落成，并于当年 7 月 7 日举行了

迁葬仪式。

据了解，重庆近年来对 108个抗战

文物点实施了重点抢救性保护，累计投

入 1.5 亿元，维修面积 10.6 万平方米。

目前，全市抗战文物保存较好的有 242

处，占 58.7%，其中“国保”和“市保”抗战

遗址的较好保存率达到96.4%。

截至目前，重庆已有 129处抗战遗

址对外开放，其中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22 处，设有专题展览 32 个。建成重庆

抗战遗址博物馆等 15 家抗战类博物

馆，建成宋庆龄旧居等 10 个抗战遗址

渝台文化交流基地，建成上清寺—红

岩村片区等 4个抗战文物旅游区，年均

接待人次约 650万。

重庆市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庆将继续抓好抗战文物保护工作，

2015年将完成于右任旧居等 20个重点

抗战遗址修缮保护与利用，到 2017 年

市级以上文保单位的“四有”工作完成

率将达到 100%，实施抗战遗址修缮保

护项目 50 个，险情排除率达到 100%，

全市抗战遗址的保护状况将会得到明

显改善。

重庆抗战文物：还原战时的真实历史
侯文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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