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鲍晓琼

本报讯 在龙华烈士纪念馆中， 安息着

一位特别的英雄。 他在 70 多年前的战争硝

烟中坚守并牺牲， 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照

片， 就是由他设法保存并公诸于世。 他就是

上海沪江大学首任华籍校长刘湛恩。 一·二

八淞沪战役爆发后， 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

动， 并最终遭日伪特务枪杀。

刘湛恩早年留学美国。 1922 年， 刘湛

恩学成归国， 先到南京东南大学执教， 次年

即到上海， 受聘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

会教育总干事， 并兼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的职

业指导委员会主任、 上海职业指导所所长、

大夏大学教授等职。 1928 年， 32 岁的刘湛

恩接受了沪江大学的邀请， 出任校长一职。

1937 年 8 月 13 日， 战火越过了沪江大

学的校园。 刘湛恩在给校董会的报告 （1937

年 10 月） 中叙述了若干残酷的片段： 在 8

月 14 日， “血腥星期六” 发生了， 在市中

心有 1000多人被杀。

面对无可避免的侵略战争， 刘湛恩挺身

而出， 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救亡图存。 在欧

美、 南洋等地考察和参加国际会议期间， 他

不遗余力地揭露侵略暴行， 呼吁国际友人对

中国予以支持。 全面抗战爆发后， 刘湛恩被

推选为上海各界人民救亡协会理事、 上海各

大学抗日联合会负责人、 中国基督教难民救

济委员会主席。 他广泛开展“在野的外交”，

宣传中国的抗战。 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照

片， 即是滞留南京的传教士转交给刘湛恩，

由他设法保存并公诸于世。

1937年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离上海。刘

湛恩置生死于度外， 照常开展他的救亡和难

民救济活动。 刘湛恩坚持用自己的力量守卫

国土，最终不幸在1938年的4月7日，被敌人的

子弹洞穿胸膛。翌日，上海的各大报纸都对刘

湛恩的殉难经过做了详细报道， 沪江大学师

生迅疾组成了治丧委员会， 在4月9日的公葬

仪式上，上海各界人民3000多人执绋送殡。这

是对刘湛恩杰出贡献的深切缅怀， 也是一场

声势浩大的抗议示威。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陈乾根 胡佳丰

本报讯 “我们当年像样的步枪都没有

几支， 只能靠自制的武器打鬼子……” 抗日

战争胜利 75 周年前夕， 94 岁高龄的抗日老

兵时业学又一次来到武警上海总队执勤三支

队十二中队的军营， 给青年官兵讲起当年参

加抗日战争的故事。

时业学， 1927 年出生在山东海阳 ，

1943 年参加抗战， 担任窑头村民兵组织队

长。 离休后， 他就住在中队营区对面的公寓

房里。 5 年前， 中队官兵了解到老人独自一

人居住， 生活多有不便， 就主动负责起时爷

爷的一日三餐。 时业学则会经常来到军营，

给官兵讲述战斗故事， 俨然成了中队的“编

外指导员”。

恰逢抗战胜利 75 周年以及“退伍季”，

时业学老人对这次授课十分重视， 特意做了

准备。 一大早， 他就拿出珍藏的纪念奖章挂

在胸口， 还找出前些年媒体报道的相关材料

充实授课内容。 临出发前， 老人还特意嘱咐

要带上党徽。

时业学老人给中队官兵讲述当年自力更

生制造地雷打击敌人的故事。 没有钢铁， 他

们用石头， 没有火药， 他们按照“一硝二磺

三木炭” 的土方法自己造。

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很

快， 时业学带领民兵们不仅

自己造出了地雷， 还创造出

石雷、 踏雷、 绊雷、 拉雷、

虚实雷、 子母雷等 20 多种

地雷， 创新了战术战法， 打

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新兵程光崧是个 00 后，

对抗日战争的认知一直停留

在教科书上。 “时爷爷的经

历， 才让我真切感受到战争

的残酷， 和老兵们的伟大，

也让我更加理解了练兵备战

和血性担当的含义。”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 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和营

养剂。” 支队政治工作部主任高宇介绍， 为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5 周年， 他们通过组织

参观战场遗址、 邀请抗战老兵来队授课等形

式， 传承红色基因， 让抗战精神薪火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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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抗战精神 不忘和平使命
明天是抗日战争纪念日， 70 多年前的那场硝烟中，

无数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 留下了一曲曲抗击外来侵

略的战歌。 而我们纪念缅怀抗战先烈， 不仅仅要记住他

们浴血奋战的功绩， 更要牢记伟大的抗战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说， 伟大的抗战精神， 是中国人民弥

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永远是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

险阻、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强大精神动

力。

以史为镜， 经历过残酷战争洗礼的中华民族， 比任

何国家都渴望和平， 这也是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

道路的初心。 但是身处和平年代的我们依然需要抗战精

神， 因为抗战经历让我们知道落后就要挨打， 贫穷就要

被欺。 抗战胜利告诉我们， 抗战精神蕴含着强大的民族

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 正是它让中华民族涅�1重生。

只有众志成城， 自强不息才是国家复兴之本。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 一个有英雄却不知

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一寸山河一寸血， 整个

抗战， 中国付出了包括军人在内伤亡 3500 万同胞的巨

大牺牲。 这些逝去的中华儿女都是民族之魂， 他们用血

肉之躯筑起了抗击外来侵略的 “长城”。 我们缅怀他们，

是为了铭记历史， 更是为了传承抗战精神。

尽管二战的硝烟已经散去， 但中华复兴依旧在路

上， 忧患意识是民族存亡之基。 目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 正经历深刻复杂之大变革、 大调整。 新中

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 开创了举世瞩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

业。 然而改革进入深水区后， 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 也

面临着一系列困难和挑战， 面对新时期的新任务、 新战

斗， 我们今天的 “战场” 也许没有了硝烟， 但它却更需

要我们 14 ?中华儿女发扬抗战精神攻坚克难， 在医疗、

科技等前沿领域冲锋向前， 也更需要充满朝气的年轻一

代凝心聚力， 勇往直前、 开拓进取， 迸发出更磅礴的中

国力量，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砥砺前行。

（陈颖婷）

2015 年 8 月 13 日， 四行仓库抗

战纪念馆落成开馆， 作为上海唯一的

战争遗址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被列

入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 遗址

名录。 近来影片 《八佰》 的热映， 使

这段历史更令世人瞩目。 秉承 “修旧

如新” 的宗旨， 仓库西立面抗战纪念

墙上的 8 个主要炮弹孔、 430 多个大

小枪弹孔清晰可见， 全部按照原貌及

实际位置还原。 这些斑驳的弹孔， 无

声地追述着当年激战的情形。 历史，

永远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共同记忆， 像

四行仓库这样的抗战纪念地是不可复

制的二战遗址 ， 它将作为永久的见

证 ： 见证当年日寇侵华的残忍和疯

狂， 见证当年中华儿女同仇敌忾、 顽

强抵御的意志和壮举。

倘要盘点我国抗战遗址的数量，

自不待言， 重庆为甚。

抗战时期， 我国大城市几乎全部

沦陷， 重庆成为了战时首都， 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统帅部就设立于

此。 不仅如此， 它还是中共中央南方

局和第二次国共合作所在地， 是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 这里， 遭

受了长达 6 年 10 个月的日军轰炸 ，

但岿然不动， 似东方巨人般屹立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沿。 抗战期间，

这里汇集了诸多政治、 军事、 经济、

文化和社会大事件， 堪称 “一本厚重

的抗战史书”， 由当年的各界社会精

英和全民族抗战勇士用鲜血写就。

据上世纪 80 年代初统计 ： 重庆

尚保存有 767 处抗战遗址。 进入上世

纪 90 年代后， 重庆的城市建设加快，

一批历史建筑被当做 “危房”、“路障”

一铲了之，一些抗战遗址也难逃厄运。

2010 年， 在党中央的指导和支持下，

重庆市出台实施 《抗战遗址保护利用

总体规划》， 对 108 个抗战遗址重点

抢救性修缮， 累计投入 1.5 ?元， 维

修面积 10.6 万平方米。 从此， 全市抗

战遗址的 “险情” 得以全面控制。

重庆的抗战遗址， 如八路军办事

处红岩村、 周公馆等见证了中国共产

党是领导我国人民抗战的中流砥柱，

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核心力

量， 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实行全

民抗战的路线， 广泛发动群众和组织

群众， 与人民群众一道扎根乡土， 将

日寇包围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

中。 值得一提的是， 我党在全面深化

改革的进程中， 不断强化着全民基于

“民族独立” 和 “民族复兴” 的爱国

主义情感。 这一思路也体现在重庆对

抗战遗址的保护方面。 以往该市国家

重点保护单位名录上的抗战遗址， 几

乎都是与共产党有关的文物。 如今新

入选的抗战遗址增添了不少与国民党

有关的文物 ， 诸如 ： 民国政府行政

院、 立法院、 司法院、 外交部、 国民

参政会、 蒙藏委员会等旧址。 这些遗

址客观记录了一个时代的国家行政功

能， 它更多地是从国家民族的角度来

审视这段民族团结 、 艰难抗战的历

史。 这段历史昭示： 中国国民党和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 分别担负

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

形成了共同抗击日军的战略态势。

虽说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已75周年， 但为了让后人

永远记住这段历史，永远以“要和平，

不要战争”为世界格局，不少经历过二

战重创的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完好保存

着一些遗址，诸如奥斯维辛集中营、日

本的“原子弹爆炸圆顶”、波兰华沙屠

城等。 它们深深烙上了二战的印记：或

在战争中严重受损而修缮， 或彻底摧

毁而浴火重生， 或由于种种原因得以

幸免于难。 这些二战遗址早已列入了

世界文化遗产，永载彪炳史册。

保存二战遗址， 乃是守护曾经的

史实。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政治局第 25

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让历史说话，

用史实发言”。 倘若没有了诸如四行

仓库、 奥斯维辛集中营等二战遗址，

也就等于割断了历史血脉联系， 少了

对历史应有的尊重和敬畏， 历史难免

会被误读， 甚至给今日那些右翼势力

随意戏谑乃至篡改历史留有空间。 对

抗战遗址的态度，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

了对于历史的态度。 历史认识之所以

重要， 首先体现它事关历史正义。 历

史的意义恰恰在于它的厚重， 那里承

载着我们的集体记忆， 也蕴含着指引

我们前进的力量。 像重庆抗战遗址、

上海四行仓库等， 可谓是中华民族精

魂的象征， 作为一种精神坐标， 它不

容轻忽， 更不可泯灭！ 唯此， 记忆才

不至于虚妄 ， 纪念才有正能量的意

义。

（沈栖）

和平年代依然需要抗战精神抗战遗址：永久的历史见证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忻文珂

本报讯 昨天下午， 上海市公安局集中组

织一批在抗疫一线工作的优秀先进民警代表来

到 《我们众志成城———上海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主题展》 现场参观。 照片中的“大白” 唤起了

所有人共同的抗疫记忆。

“这是久违的感动， 我仿佛回到了全市疫

情一级防控期间的那段日子。” 看着照片上那

些熟悉的道口查控场景、 那些他与“战友们”

共同使用过的设施， 嘉定公安分局交警支队京

沪检查站站长王伟忍不住红了眼眶。 整整 56

天， 王伟所在的京沪检查站查控车辆 95 万余

辆 （次）， 检查人员体温 150余万人次。

“上海和武汉同饮一江水， 守护上海， 关

心武汉， 心中装着人民群众， 我们也把严格执

行查控要求的绝对力度融入海纳百川的城市温

度。” 王伟不无感慨地说道， “高速公路上，

我们面对的是滚滚车流， 而我们身后是一城的

安危。 那时， 我和道口上的同事， 都感到责任

在肩、 义无反顾。”

“因为有你， 山河无恙。” 在主题展的最

后有一块留言板， 上面满满的留言是对这群

“最美逆行者” 的致敬。 正如一位参观者所言，

病毒能够入侵身体， 但穿不过内心的坚强。 英

雄值得铭记， 向这些可敬可爱的逆行者致敬！

这是一份共同的记忆
公安民警组团参观“抗疫展”

以牺牲精神守卫家国 一名大学校长的抗战坚守

我们的“编外指导员”是位抗战老兵！

上海民警参观抗疫展 上海警方供图

记者 汪昊 通讯员 刘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