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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湘文化

三湘抗日名城纪行

芷江：抗日干城见证历史
本报记者 陈 清

保护湖湘抗战文物 铭记全民抗战历史
本报驻湖南记者 张 玲

长沙举办系列活动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
邓雅琴 邓晓丽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

9月 2日、3日，位于长沙县福临镇的影珠

山抗战遗址文化公园和位于岳麓区的

岳麓山抗战文化园相继开园，为市民凭

吊抗战遗迹、悼念革命先烈提供了新的

去处。

湖南是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的前

哨阵地，是战斗最多、最惨烈的主战场之

一。在烽火硝烟弥漫的岁月里，这里曾发

生过许多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也给三湘

大地留下了众多宝贵的抗战类文物。

县级以上抗战类文物保护
单位达82处

记者从湖南省文物局了解到，目前，

湖南省县级以上抗战类文物保护单位共

82处，包括南岳忠烈祠、塘田战时讲学院

旧址、抗日胜利芷江洽降旧址、大云山三

战三捷摩崖石刻、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旧

址和厂窖惨案遗址 6 处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八路军驻湘通讯处旧址等 25 处

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 29处市级文物保

护单位和22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此外，在国务院去年 9 月公布的第

一批 80 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

录中，湖南省共有 6 处入选，分别是位于

常德市武陵区青年路的常德会战阵亡

将士纪念公墓、位于益阳市南县厂窖镇

的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碑和纪念馆、

位于衡阳市雁峰区岳屏公园的衡阳抗

战纪念城、位于衡阳市南岳区衡山香炉

峰的南岳忠烈祠、位于怀化市芷江侗族

自治县芷江镇七里桥村的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胜利芷江受降旧址和纪念馆以

及位于怀化市芷江侗族自治县芷江机

场东的飞虎队纪念馆。

在今年 8月 24日国务院刚刚公布的

第二批 100 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

址名录中，湖南又有 3 处入选，即位于长

沙市岳麓区橘子洲街道岳王亭路的国

民革命军陆军第七十三军抗战阵亡将

士公墓、位于岳阳市岳阳县大云山国家

森林公园的大云山三战三捷摩崖石刻

和位于怀化市溆浦县龙潭镇肇山村弓

形山的抗日战争湘西会战阵亡将士陵

园。至此，湖南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

施、遗址累计达 9处。

推动抗战文物保护修缮和
对外开放

今 年 ，湖 南 省 文 物 局 专 门 下 发 了

《关于切实做好抗战文物保护利用工作

的通知》，要求各地文物部门切实做好

辖区内抗战文物的保护利用工作，充分

发挥抗战文物印证历史、警示当代、服

务大局的社会功能。

湖南各地高度重视抗战文物保护

利用工作，进一步梳理、考证和研究本

地域抗战文物资源，充分挖掘和提炼本

地域战场类、罪证类、胜利类和纪念类

抗战文物的价值，并将之融入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的总

体规划之中。在此基础上，切实做好抗

战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抗战类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国家级抗

战纪念设施、遗址以及全省抗战类不可

移动文物的排查、保护、展示、开放和管

理工作，抓紧完成各级抗战类文物保护

单位有保护范围、有保护标志、有记录

档案和有保管机构的“四有”工作，积极

开展抗战类文物的认定鉴定和核定公

布工作，充分发挥抗战题材博物馆的宣

传教育功能。

目前，由文物部门直接管理的湖南

省各级抗战类文物保护单位已基本实

现对外开放。对于其他部门使用或管

理的尚未全面开放的抗战类文物保护

单位，文物部门也在积极开展沟通协调

工作，并提供必要的专业辅助，推动其

局部或定期向公众开放。

举办丰富的抗战主题展览
和活动

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日前夕，湖南

各地文博系统举办了一系列纪念抗战胜

利 70周年主题展览活动，号召人们“铭记

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8 月 25 日，“不屈的益阳——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 70 周年主题展”在益阳市博物馆开

幕。展览分益阳烽火、益阳人杰、益阳

抗战、勿忘国耻 4 个部分，共展出抗战历

史照片 281张、文物史料 63件，全面展示

了益阳人民在抗战时期做出的巨大贡

献。展览免费向社会公众开放，展出时

间将持续至 9月 20日。

由湘潭市文物局主办的“伟大的胜

利——湘潭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图片展”于 8 月 15 日在湘潭市博物馆开

幕。展览分 4 个部分，第一部分为抗战

烽火，狼烟遍地；第二部分为日寇的暴

行；第三部分为潭州烽火；第四部分为

勿忘历史，憧憬未来。共计展出 320 幅

历史老照片。展览体现了湘潭抗战的

地域特色，将持续至 9月 10日。

长沙市望城区文物局组织“纪念抗

战胜利 70 周年，为青少年讲抗战故事”

活动。8 月 12 日，40 多名青少年学生在

郭亮纪念园内，认真聆听望城区老党员

刘瑞祥讲述革命年代的故事。刘瑞祥

用通俗易懂、生动活泼的语言为孩子们

讲述那个战火纷飞的岁月中，革命前辈

们义无反顾的参加革命队伍，用鲜血赢

得战争胜利的故事，告诉孩子们勿忘历

史，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连日来，永州市博物

馆 前 来 观 看 中 国 人 民 抗

日 战 争 暨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争胜利 70 周年历史文

化 图 片 展 的 群 众 络 绎 不

绝。仅两天多时间，已有

2万余人观展。

图为 8 月 31 日，零陵

区干部、群众自发到市博

物馆观看抗战图片展。

杨万里 吕娟娟

摄影报道

8 月 21 日至 31 日，“中流砥柱 血肉

长城——湖南抗日战争历史陈列”主题

展览在芷江侗族自治县和平文化园展

出，10 天共接待观众 6 万余人次。这标

志着在芷江举办的一系列纪念抗战胜

利 70周年重大活动进入了高潮。

守护大西南的英雄之城

芷江，位于雪峰山侧、潕水河畔，地

处云贵高原东缘，扼守川（渝）黔门户，

是享誉中外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受降名城。当人们走进设在这里的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受降

纪念坊，会看到经历了战争风雨的文物

和记录了历史场景的照片，它们重现着

不可忘却的岁月，让人们深情回味刻印

在边陲小城辉煌的民族记忆。

在受降纪念馆内，展示着抗战中芷

江军民殊死决战的一幅幅历史画卷。

1934 年，面对即将爆发的中日战争，军

事理论家蒋百里向当局进言，战时大本

营宜设在芷江，因为芷江深藏在崇山峻

岭中，远离平原和大城市，适合隐蔽。

当局采纳了这一建议。于是，芷江临危

受命担当起国家空战中枢重任：1937 年

12 月，国民政府开始在芷江建设军用机

场；1938 年 10 月，芷江机场建成投入使

用，部分中国空军入驻，美国援华空军将

领陈纳德到此创建中美航校并监督芷江

机场扩建；1938年 10月到 1945年 8月，驻

芷江中国空军和盟军直接参加对日空

战，切断日军补给线，进行远达日本本

土、台湾（当时日占）和东南亚日占区的

远程战略进攻；1941年，前苏联援华空军

中队入驻芷江投入中国抗战；1943年，陈

纳德率领的盟军飞虎队进驻芷江；1944

年，日军在“一号作战”（豫湘桂会战）中，

相继占领和捣毁了除芷江机场外的盟军

在华主要军事机场，中国空军和盟军空

军云集芷江，以芷江为最后基地持续不

断地对日寇进行打击。

最引人关注的是，1945 年 4 月上旬，

日寇为争夺芷江空军基地，进逼重庆，

发动了湘西会战。蒋介石命令何应钦

率两个集团军和驻芷江中美空军共约

20 万兵力迎战，国军陆军总部也迁到芷

江。这次会战中，中美空军出动飞机总

数 400 多架次，加之美国空军装备了当

时极为神秘的空对空导弹和远红外线

雷达，日机闻风丧胆。在中美空军和地

面部队的联合夹击下，日军溃不成军，

国之干城芷江有如铜墙铁壁，坚守着祖

国大西南门户。当年 6 月上旬，湘西会

战以中国军队战略反攻的全胜告终。

今年 86 岁的芷江居民涂序秀亲历

过这段历史。她说，那时候日军飞机一

天几次炸芷江机场，成百上千的民工就

扛着锄头连夜修复机场跑道。

见证受降的胜利之城

湘西会战结束两个月后，日本帝国

主义在中国军民的全面反攻和国际反

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于 1945 年 8

月 15 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来，大

后方沸腾了。此时，重庆国民政府考虑

在何处接受侵华日军投降，这个地方要

足够安全，以免日军代表耍花招，还要

能够耀我军容扬我军威。最后，这个地

点选定湖南芷江。从此，芷江这个抗战

小县城名留青史。

据 1945 年《时代精神》所刊《芷江受

降记》一文记载：芷江定为受降地点，具

有双层意义。一是芷江为敌军丧师折

众进攻未逞之重镇，今春湘西会战，为

我转胜起点，中国八载抗战卒告胜利；

二是芷江为新生武力核心之一，广大机

场银鹰相接，极为壮观。城郊新车奔

驰，新装备之战士荷枪站立，一片朝气，

人见此，必凛于中国势力，有所戒惧。

“这是一个让中华儿女为之自豪的

时刻，1945 年 8 月 21 日上午 9 时，芷江基

地派出 6 架战机，由芷江机场起飞赴常

德，对日本降使今井武夫的专机执行监

护任务。11 时 15 分，中美混合联队和日

本降使乘坐的绿色双引擎运输机依次

降落于芷江机场。”受降纪念馆馆长吴

建宏介绍，当时在芷江机场边缘，分散

隐蔽着上百架战机，日机在机场东部南

北向的主跑道上慢慢停了下来。11 时

25 分，在我方宪兵严密的监护下，日军

洽降代表今井武夫走出机舱，被引到一

辆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车上，向受降地

开去。下午 4 时，今井武夫向中国陆军

总参谋长萧毅肃中将交出日军侵华兵

力部署图，并在投降备忘录上签字，抗

战以日本法西斯战败告终。

今年 89 岁的芷江居民刘道民亲眼

见证了芷江受降。他曾是驻芷江国民

党第九总站无线电台电报员。老人回

忆说：“受降那天，芷江城到处彩旗飞扬，

大家都高兴地放炮仗，嘭、啪，响了好

久。”今井武夫后来回忆当时情景时说，

他内心充满了“绝望的孤寂感和不安”。

“克敌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

千秋”。芷江受降坊的这副楹联，烘托出

中华民族八年抗战最扬眉吐气时刻的盛

景。为缅怀我国军民抗战功勋，铭记“胜

利之城”的受降荣耀，1946 年，湖南省政

府规划建设芷江受降城。首先建设的是

七里桥受降坊。举世闻名的芷江受降纪

念坊为三门四柱牌坊式建筑，正南北向，

整个造型如同一个“血”字。这象征着中

国人民经过长达八年多的浴血奋战，用

3500多万同胞鲜血换来的胜利。

弘扬和平文化的友谊之城

8月15日，刘道民在受降坊点燃了象

征和平接力的火种。而后，7位青年火炬手

从刘道民手中接过火炬，一路传递到芷江

县城和怀化市其他县区。芷江县有关负

责人说，以火炬传递来纪念“芷江受降”，

是为了告慰英烈、铭记历史、珍惜和平。

战争硝烟已消失在历史深处，今天

的芷江人民有着更深层的思考：受降旧

址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

重要历史见证，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

民族抵御外侮取得第一次完全胜利的

历史丰碑。受降纪念馆先后被授予全

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国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

国家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民族团结

进步教育基地和湖南省首个海峡两岸

交流基地。如今，芷江受降纪念馆已成

为全世界华人向往的地方，每年接待国

内外游客 120多万人次。

芷江县委、县政府认为，那个重要的

历史节点虽然发生在这里，但它属于中

国，也属于世界，要让芷江与世界连线。

从2002年开始，这里已举办了4届中国芷

江·国际和平文化节，芷江县委、县政府着

力把“抗战文化”升华为“和平文化”，上演

了一幕幕精彩的和平文化大戏。

2005年9月，在第二届国际和平文化

节上，89 位原飞虎队队员从大洋彼岸飞

来，将 89袋从美国本土带来、象征和平友

谊的泥土撒在了芷江；八路军和新四军

老战士、中美飞虎队员、俄罗斯老战士等

聚集一堂，共叙战斗情怀，共话和平友

谊。在第二届国际和平文化节期间，芷

江与法国诺曼底格朗康迈西市缔结为友

好城市，芷江受降纪念馆与法国汉斯市

二战纪念馆结为友好馆，芷江并与这两

市政府建立友好互访和经贸往来机制。

在 2010年 9月第四届国际和平文化

节上，美国前总统卡特在参观受降纪念

馆时说，馆内收藏的飞虎队员遗物，是

中美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的见证。在

第四届国际和平文化节上，芷江与美国

北卡罗来纳州松鹤市结为友好城市，芷

江飞虎队纪念馆与美国陈纳德纪念馆

结为友好纪念馆。

历 届 芷 江 国 际 和 平 文 化 节 期 间 ，

几十个国家的政要与友人、美国飞虎队

员及家人共计 300 多人，国内各界代表

2000 多人，参观了受降纪念馆与飞虎队

纪念馆。这不仅大大提升了受降纪念

馆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也表明这里属于

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

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共湖

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五届

中国芷江·国际和平文化节开幕式将于

9月 5日在芷江举行。如今，和平文化已

成为芷江对外宣传、交流的重要名片。

一段沉甸甸的历史被芷江人尽情演绎，

让这个小山城扬名海内外，成为享誉世

界的和平友谊之城。

历史，凝结了一个民族的共同

记 忆 ，锻 造 了 一 个 民 族 的 精 神 品

格。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

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湖南军民在抗战中的杰出表现，彰

显出三湘儿女深厚的爱国情怀和英

勇顽强的品质。

七十多年前，湖南人民用鲜血

和生命抗日救国，协同国共两党抗

日武装力量坚守湘域疆土七年多时

间，迫使侵略者止步湖南，确保了大

西南国土安宁；在国内正面战场进

行的 22 次大会战中，湖南本土开展

了 6 次大会战，湖南人民进行了数千

次打击侵略者的敌后游击战；湖湘

儿女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给全国抗

战以强有力的支持，为抗战胜利作

出了巨大贡献！

回顾这段民族救亡图存的历史，

我们不能忘记那场惨绝人寰的灾难，

我们更不会忘记三湘民众奋勇抗战

的卓越功绩。当年，“非一战不足以图

存 ”，三 千 万 湖 湘 儿 女 投 身 抗 日 救

亡，210 万湖湘子弟血战沙场，十余

万人为国捐躯，奏响了一曲曲气壮

山河的胜利凯歌。湖南人民响应中

国共产党人的号召，坚持全民抗战、

团 结 抗 战 、持 久 抗 战 ，以 抗 战 图 生

存 ，以 抗 战 救 危 亡 ，展 现 了 心 忧 天

下、众志成城、百折不挠、血战到底

的 英 雄 气 概 。 在 三 湘 四 水 的 热 土

上，六次浴血大会战，三千万同胞齐

奋起，用我一湘壮河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铭记历史

是为了警示世人、维护和平，缅怀先

烈是为了继承遗志、开创未来。我们

连续刊出“三湘抗日名城纪行”专题

报道，再现湖湘儿女抵御侵略的辉

煌战绩，是要激励后人勿忘国耻、奋

发图强，珍爱和平。我们要大力弘

扬伟大的全民族抗战精神，将湘人

敢为人先、敢于担当的优良传统发

扬光大，不断开拓创新、奋发有为，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作出新贡献！

8 月下旬，江华瑶族自治县地方

史志办寻访团深入该县蔚竹口与贝

江乡瑶寨村头、水口镇老街等地，参

观战场遗址，拜谒英烈墓园，寻访抗

战瑶族老人。

萌渚岭环抱的蔚竹口乡平静、

安宁，70 多年前，这一带曾活跃着一

支由当地瑶族志士自发组军的抗日

游击队。“那时我还小，但仍清楚地

记得当时的情况。”当年江华抗战的

见证者和参与者、黄南源村 94 岁的

瑶族老人赵富勇说，这座老房子是

瑶民组军抗日的据点——黄南口村

大庙组盘古庙（协马庙）大屋，墙壁

上还留有当年日寇射击的弹孔。受

命从安源回到江华开展建党和农运

活动的共产党员韦汉指导瑶族志士

冯 绍 异 在 江 华 蔚 竹 口 乡 组 建 游 击

队，并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给日

本侵略者以打击。

1937 年日军侵华，冯绍异深感

民族生存责任重大，在韦汉的启发下

开始秘密组织瑶族民间游击队。冯

绍异在蔚竹口瑶族居住地区串联，结

交了许多爱国志士，一道带领瑶民举

起了抗日大旗。他们召集 20 余位瑶

族爱国人士，带领瑶族骨干到蒋家

河、麻江河、濠江冲一带活动，把当地

瑶族头领请到盘古庙议事，商议组

军抗日开展游击战的想法。

此举在湘桂边界地区产生了广

泛影响，江华、宁远等地瑶民纷纷响

应，参加组军抗日者络绎不绝。1938

年起，一支由当地瑶族志士和群众自

发组建的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冯

绍异率领的江华瑶族抗日队伍在江

华艰苦转战半年后，秘密率领游击队

潜入广西富川古城、贺县西湾等地抗

日。江华瑶山民众积极投入抗日救

国的游击战之中，在湘桂粤三省结合

部抗击日寇，取得了配合正面战场开

辟敌后游击战抗日的新胜利。

赵富勇表示，江华瑶族人民抗日

救国，为湘桂粤结合部少数民族地区

的 抗 战 胜 利 和 民 族 解 放 奠 定 了 基

础。“为了告慰英灵，今年初，瑶胞们

自发筹资修建黄南口村爱国教育基

地，对盘古庙（协马庙）大屋、英烈墓、

石级路、碑墙等进行修缮。”67岁的村

支书赵旺华说，如今在黄南口村的山

头上，已立起了一块“江华老区人民

抗战爱国丰碑”。

在八年抗战中，长沙这座历史文

化古城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战火洗

礼。随着 9月 3日抗战胜利 70周年纪

念日的到来，长沙市举办了一系列主

题展览、歌咏比赛、传递“胜利花”等

颇具特色的纪念活动，群众纷纷参与

其中，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8 月 18 日至 9 月 8 日，“特别纪

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物资料展”

在长沙市博物馆举办。展览由长沙

市委、市政府主办，市委宣传部、市文

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市文物局举办，

遴选了长沙市博物馆和民办湖南开

元博物馆收藏的 100件馆藏抗战文物

和 400多位抗战亲历者的肖像及口述

史料。展览坚持以史实说话，以人述

事，以物述史，尤其是抗战亲历者的

第一人称身份，直观生动，通过艺术

处理将观众带入那个战火纷飞的年

代，展示的抗战时期的行政公文、荣

誉证明、武器等实物，真实地再现了

长沙军民英勇抗战的历史。

8 月 25 日，长沙市委、市人大常

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和长沙警备区

领导班子成员来到长沙市博物馆观

展，缅怀革命先烈丰功伟绩，看望慰

问抗战老兵。湖南省委常委、长沙

市 委 书 记 易 炼 红 表 示 ，“三 湘 儿 女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

宁死不屈、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不

畏外敌、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和百

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是当

今时代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我们

要弘扬伟大抗战精神，齐心协力团

结奋斗，推动长沙更好更快发展。”

“这朵胜利花是由长沙一位叫

张丽的老师设计的，它蕴含了芙蓉

花、和平鸽、旗帜飘扬等意象，成为

湖南人民纪念抗战胜利的重要文化

符号！”8 月 31 日，由长沙文明委主

办、长沙市教育局等单位协办的“传

递胜利花，传承民族魂”活动在长沙

育才二小举行。活动分三大部分：升

旗仪式、开学第一课和经典诵读，以

“勿忘国耻，圆梦中华”为主题。全校

师生挥舞国旗歌唱《五星红旗迎风飘

扬》，一起观看抗日战争视频剪辑、听

老兵讲故事，学生迎接抗战英雄上台

并赠送“胜利花”，开学第一课在庄严

气氛中进行。

“那一天你拉着我的手 让我跟

你走。我怀着那赤诚的向往 走在

你身后……”《把一切献给党》的浑

厚合唱唱响在星沙开源剧场，8 月 28

日，由长沙县委、县政府主办的“爱我

中华·放飞梦想”长沙县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

周年歌咏比赛总决赛举行，观众挤满

了剧场的每一个角落。活动启动以

来，长沙县各个企事业单位、乡镇、街

道纷纷组织队伍参与。参与海选的队

伍共43支，近4000人次登上舞台。经

过角逐，12支队伍进入总决赛，其中最

少的 65人，最多的 100人。花甲之年

的老人、青年学生、工人、农民、机关干

部纷纷参与其中，有的母女同台，有的

爷孙齐唱，大家齐聚一堂，共同唱响红

色经典。气势磅礴的《保卫黄河》、抒

情悠扬的《喀秋莎》……热情的歌声、

饱含故事的词曲感染着每一个参与

者和聆听者。

8 月 30 日，在长沙橘子洲头青年

毛泽东塑像前，近千名来自湖南省内

的青少年与广场舞大妈头顶木板整

齐排队，用人体队形拼成了“中国人

当自强”和象征着中国人民抗战胜利

70周年的“70”字样，以此展示湖南人

敢为人先的爱国精神，纪念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江华寻访瑶族抗战老兵
唐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