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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爆发77周
年之际，中国官方媒体提前
预告7月7日党和国家领导
人将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出席相关纪念活动。
按照中国人的惯例，一向是

“逢五”、“逢十”的年份纪念
活动的规模才会比较大。

1937年
9月22日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

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
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
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以国共两
党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
形成。此后，山东的抗日统一战线工
作进入新的阶段。

10月3日 日军第十师团大举
入侵山东，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在山
东各地发动抗日武装起义。

1938年
1月26日 八路军山东人民抗

日游击第四支队在大汶口至新泰间
伏击日军，打响了起义部队抗日第
一枪。

5月15日 日军继续南侵。19

日，日军侵占徐州。至此，山东全境
沦为敌后。

1939年
1月1日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机

关报《大众日报》在沂水创刊。刘导
生任社长，匡亚明任总编辑。

5月11日 山东日军最高指挥
官尾高次郎，纠集日伪军妄图围歼
一一五师主力部队。一一五师顽强
抗击，11日夜，乘敌收缩兵力之机，
胜利突围。

8月1日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决
定，八路军第一纵队正式成立，徐向
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委，统一指挥
山东、苏北地区的八路军部队。

11月15日 八路军一二九师政
委邓小平经冀南到达鲁西地区，对
中共鲁西区委作了指示。

1940年
1月1日 《大众日报》创刊一周

年，毛泽东、徐向前等为《大众日报》
周年纪念题词。

2月下旬 鲁南铁道游击队正
式成立。

1941年
1月上旬 一一五师教四旅多

次粉碎日伪顽的联合进攻，毙伤俘
日伪顽军3200余人，重新控制了十
字河地区的交通要道。

7月中旬 冀鲁豫边区抗日根
据地主力部队开展反“蚕食”斗争，
持续至10月胜利结束。

1942年
11月8日-年底8日 日军华北

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由北平飞抵
烟台，布置对胶东的冬季大“扫荡”，
先后制造了“马石山惨案”、“崂山惨
案”和“招远惨案”。中共胶东区委、
胶东军区所属部队经过历时一个多
月的殊死斗争，终于粉碎了敌军在
胶东发动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
大“扫荡”。

1943年
1月19日 八路军一一五师教

二旅及地方武装发动解放郯城战
役。21日，攻克敌鲁南兵站要地郯
城，迫使“蚕食”沭河沿岸之敌全部
撤退，首创山东敌后攻城范例。

1944年
2月7日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回

民支队司令员马本斋病逝，葬于莘
县张鲁集。

年底 山东抗日根据地人口达
到1600万，部队发展到15万人，民兵
超过35万人。

1945年
12月 17日 山东省政府公布

《山东八年战争损失初步调查报
告》。据不完全统计：八年中，死亡
668143人，被抓壮丁393255人。损失
牲畜1079791头，损失粮食1178486公
斤，损失农具2542844件，烧毁房屋
1151186间。

12月17日 山东日军在济南正
式签字投降，这天正是八年前日军
侵入济南的日子。

据山东省委党史研究室

山东抗战大事记

““日日本本应应学学德德国国，，承承担担起起责责任任””
多位日本友人为揭日本侵华历史真相不懈奔走

普普通通年年份份迎迎来来罕罕见见高高规规格格纪纪念念
专家认为，目前的东北亚形势为原因之一

据新华社南京7月6日电
“日本必须纠正姿态，清楚

地认识历史事实，向受害国真
诚道歉。”日本友人松冈环说，

“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还会
继续向日本国民讲述真实的
南京大屠杀历史。”

1988年第一次来到南京
的松冈环，此前是一名普通的
日本教师。在给学生进行“和
平教育”时，发现日本政府配
发的历史教材中竟然鲜少提
及侵略中国的历史，而独自跑
到了中国进行调查。

第一次来到位于南京城
西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里，松冈环一待
就是两个小时。“此前我也了
解一些日军侵华史，但根本没
有想到犯下了这样的滔天罪
行。作为一名教师，我有责任
把真相告诉学生。”松冈环说。

20多年来，她自费走访了
250名参与过侵华战争的日本
老兵；每年带着相同志向的日
本友人来南京祭奠南京大屠
杀遇难者；她还为传播南京大
屠杀历史专门拍了纪录片。

经过搜集整理，松冈环出
版了《南京战·被割裂的受害
者之魂》和《南京战·寻找被封
闭的记忆》，其中汇集了南京

大屠杀120名受害者的证言和
102名原侵华日军士兵的证
言。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
绍，与松冈环一样，在日本国
内一批有良心的正义之士始
终在为还原历史真相、加强中
日友好而努力。

去年12月，日本友人大
东 仁 先 生 向 纪 念 馆 捐 赠 了

《山本部队杭州湾登陆以来
在中国的战斗成果表》、日军
士兵的随军日记《亚细亚之
光》及日军提供给孩童的绘
画图本《支那事变功勋绘画

读本》等三件文物。这已是他
第七次捐赠文物了，捐赠总
数超过1000件。

山内小叶子曾是日本支
援东史郎案审判实行委员会
秘书长，多年来，她除了坚持
到南京参加纪念南京大屠杀
遇难者的和平集会外，还不断
对日本当政者、日本右翼参拜
靖国神社，否定历史的行为进
行强烈的抗议。

“日本应该学习德国，承
担起应该承担的责任，向受害
国真诚道歉，而不是在否认历
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山内
小叶子说。

7月6日，江苏南京，“七
七事变”77周年，市民来到南
京江东门的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缅
怀遇难同胞。 CFP供图

2005年是历年纪念规模最大之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 坐 落 于 全 民 族 抗 战 爆 发
地——— 北京卢沟桥畔的宛平
城内。纪念馆在l987年7月7日
全民族抗战爆发50周年之际
正式对外开放，邓小平亲自题
写了馆名。1997年7月7日，纪
念馆二期工程竣工，江泽民亲
笔 题 词 ：“ 高 举 爱 国 主 义 旗
帜，以史育人；弘扬中华民族

精神，振兴祖国。”
在普通的年份，每年的7月

7日，纪念活动会如期举行，主
要是以各界赴纪念馆悼念等形
式纪念。

但在有些节点年份，会采
取举办活动、演唱抗战歌曲、
朗诵抗战诗歌的形式进行纪
念。

2005年7月7日，在纪念馆

举 行 了 一 场 盛 大 的 纪 念 活
动———《伟大胜利——— 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型主题
展览开幕。这场活动的规模，可
以说是历年7月7日纪念活动中
规模最大的之一。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李长春、时任中宣部部长刘云
山等出席开幕式，时任北京市

委副书记、市长王岐山主持开
幕式，开幕式有2000人参加。

2012年，恰逢全民族抗战
爆发 7 5周年，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与中国音乐家协
会爱乐乐团共同举办了主题
音乐会。

在有些年份，为了纪念全
民族抗战爆发，还会推出周年
纪念封和相关书籍。

为明年抗战胜利70周年做准备
改革开放以来，每年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周年纪
念日，都会有纪念活动。每年的
纪念活动规模并不相同。

上海师大教授、抗日战争
史专家苏智良表示，在中国人
民全民族抗战爆发的“逢五”和

“逢十”的年份，纪念活动会比
较大。而在普通年份，也会有高
规格的官员出席，但党和国家

领导人出席的时候非常少。类
似今年这种普通年份，纪念的
规格如此之高，在此前非常罕
见。

在他看来，今年的规格特
别高有两方面原因：一是由于
全国人大通过的“两日”决议，
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两
个决定，分别将9月3日确定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

日，将12月13日确定为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二是
由于目前的东北亚形势。

苏智良表示，明年是中国
抗战胜利70周年，各界都非常
关注，为了明年的准备，今年规
模会大一些。

而更为重要的原因，苏智
良认为是中日关系。日本安倍
内阁上台后，正在改变国家的

走向，7月1日通过了解禁集体
自卫权，企图逐步使日本成为
一个能够战争的国家。

苏智良说：“亚洲历史已经
走到了重要关口。这届日本政
府对于过去的侵略战争不仅没
有反省，甚至还要美化。在这个
时候，我们重温历史，有现实的
意义，令中国老百姓提高警
惕。”

纪念节点前后公布史料，更能体会战争岁月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际

战略研究部副主任苏晓晖指
出，中国选择“卢沟桥事变”纪念
日这一节点前后公布资料，是为
了还原历史真相，让中国、日本
以及全世界的人民对那段黑暗
的战争岁月有更深刻的体会。

他认为，自安倍晋三就任
首相后，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心
怀鬼胎，大踏步后退。“日本不

仅掩盖侵略历史、否认侵略历
史，甚至要从根本上颠覆其侵
略历史的性质。”

中国官方通讯社6日亦发
表题为《铭记历史警示捍卫和
平正义》的评论指出，“对昨天
的看法左右着今天的言行。日
本右翼势力和安倍政府，不仅
极力否认战争罪行，美化昔日
侵略战争，在历史问题上大开

倒车，而且不顾国内外强烈反
对，执意修改和曲解专守防卫
的和平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
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日本不但对侵略绝口不
提，还不许别的国家说明真相。
今年6月，中国将南京大屠杀、
慰安妇的资料申报世界记忆遗
产名录，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居然
批评中国“出于政治目的利用教

科文组织”，“对两国间过去的一
段负面遗产做不必要的强调”，
甚至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
所研究员崔世广表示，尽管遭
到国内外舆论的强烈反对，但
日本并没有改弦更张的意思。
这再一次告诉我们，与错误和
反动的历史观的斗争将是长期
的、艰巨的。据中新社、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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