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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抗战史专家岳思平：

我我们们需需要要胜胜利利教教育育
在中国民众的历史教育中，关于抗战，有爱国主义教育，有革命传统教育，更有

国耻教育，但惟独缺少了胜利教育。
“这届领导人非常重视抗战纪念活动。”8月30日，中国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

组组长岳思平接受齐鲁晚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此前的全民族抗战77周年纪念活动，
是国家最高领导人首次在“七七”当天参与官方纪念，而岳思平当时也在活动现场。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刘志浩

“9·3”抗战纪念日
曾经未受重视

齐鲁晚报：您讲过，这一
届领导人非常重视纪念抗战
等活动？

岳思平：在今年，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27日下午经表决通过了将9月
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纪念日的决定，通过了全
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
决定，设立每年12月13日为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再者，习近平总书记今年
7月7日出席卢沟桥事变77周
年纪念仪式，也是首次有国家
最高领导人在这一天参与官
方纪念。今年5月，习总书记还
和俄罗斯总统商定，在明年，
就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
两国举行庆祝和纪念活动。

齐鲁晚报：以前曾有过将
9月3日设为抗日战争胜利纪
念日。

岳思平：1949年12月23
日，政务院曾规定8月15日为
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但1951
年8月13日政务院改变了原来
的规定，指出：“每年9月3日，
全国人民应对我国军民经过
伟大的八年抗日战争和苏军
出兵解放东北的援助而取得
对日胜利的光荣历史举行纪
念。”因为按照惯例，胜利纪念
日的前一天应是战争的结束
日。虽然日本1945年8月15日
宣布投降，但正式签字投降是
在9月2日。

不过，政务院设立的纪念
日，改革开放以来并未引起人
们重视。而此次设立纪念日、
国家公祭日则是从制度上予
以保障。比如苏联设立了卫国
战争纪念日，即便苏联解体
后，俄罗斯的领导人每年都要
参与纪念。

通过设立纪念日、公祭
日，我相信以后普通民众也会
越来越关注抗战，从而激发爱
国主义精神，也更加珍惜和
平。

更重要的是，在纪念抗战
胜利的同时，也能让我们意识
到，无论困难多大，我们中华
民族都能奋发图强，励精图
治，把前行的困难克服掉。中
华民族是具有创造力和生命
力的，只要团结一致，就能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体到
个人，过去的抗日志士，不怕
艰难困苦，不怕牺牲，如今，只
要个人努力，是能创造幸福生
活的。

百团大战应予以肯定

齐鲁晚报：我们从小就学
习抗战史，但随着经历那段历
史的人逐渐老去，现在很多人
提出要重新看待抗日的历史，
已经有不少研究者选择从不
同的角度去书写抗战史。

岳思平：我们应该尊重历
史，但目前有几个问题大家容

易忽视。比如1937年7月，是全
面抗战还是全国抗战开始呢？
现在很多人说，1937年7月7
日，全面抗战开始。但这种说
法站不住脚。

全面抗战是相对于片面
抗战而言的。其根本区别是指
参加抗战的成分不同，焦点是
依靠人民群众还是单纯依靠
政府军队抗战。

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路
线问题。《毛泽东选集》指出，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
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
部的开始。”时隔 4个月，即
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
时，仍“是处在从片面抗争到
全面抗战的过渡时期中。片面
抗战已无力持久，全面抗战还
没有到来。”据此，1937年卢沟
桥抗战只是全国抗战的开始，
而不是全面抗战的开始。

齐鲁晚报：一段时期内，
在评价“百团大战”上存在争
议，现在如何认识？

岳思平：百团大战在党的
历史上经历了充分肯定、基本
肯定、全面否定和重新基本肯
定的阶段。其中全面否定是出
现在“文革”时期，我认为还是
应基本肯定。

共产党发动的百团大战
严重破坏了日军在华北以正
太铁路为重点的主要交通线，
沉重打击了日本华北方面军
推行的以铁路作柱、公路作链
和碉堡作锁的“囚笼政策”与
嚣张气焰，有力配合了正面战
场的国民党军作战，抑制国民
党顽固派的投降逆流，也鼓舞
了全国军民。

要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考
察百团大战，把它与华北敌后
抗战，敌后战场与正面战场，
中国抗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结合起来看，百团大战对抗战
胜利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应
该予以基本肯定。

“抗战”与“甲午战争”
不可同日而语

齐鲁晚报：国民党在正面
战场的作用近年来也被重新
评价。

岳思平：中国抗战之所以
取得胜利，从根本上讲，是由
于所处的时代不同了，日本面
临的对手已不再是甲午战争
时期的清政府，也不是卖国

“二十一条”的袁世凯北洋政

府，而是一个空前觉醒起来的
中华民族。

在抗战方面，毋庸置疑，
中国共产党发挥着中流砥柱
的作用，而国民党是具有两面
性的。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
安内”的政策是具有妥协性
的。而抗战初期，共产党就提
出全民族抗战路线，且意志十
分坚定。杨靖宇1932年受党中
央委托，到东北组织抗日联
军。他率领东北军民与日本血
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他在冰天
雪地、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最
后孤身一人与大量敌人周旋
战斗至壮烈牺牲。1935年，华
北事变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陕北瓦窑堡召开会议，确立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为
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作理论
准备。

齐鲁晚报：到底该怎么评
价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

岳思平：关于国共两党及
其军队在中国抗战中的地位
和作用，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
度，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作为共产党来说，从来没有讲
过国民党军队不抗战，只是说
其片面抗战或消极抗战。即使
消极抗战，也是分战略阶段
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基
于国共合作而建立的，国民党
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和代价。比
如在主张持久战战略总方针
上，虽然国民党后期有些妥
协，但国共还是达成了一致。

1935年毛泽东第一次提
出持久战，1938年5月，毛泽东
又在《论持久战》中做了系统
阐述。在此期间，处于全国统
治地位的国民党于1937年8月
20日在《战争指导方案》中，也
明确提出“以持久战为基本主
旨”，在持久战中消耗敌人。

我们应该承认，总体上，
国民党抗战性大于妥协性，并
且发挥了重大作用。

国民党老兵的贡献
应得到尊重和关注

齐鲁晚报：如今社会上对
国民党抗战老兵的关注也越
来越多。

岳思平：确实应该关注，
站在全民族的高度上，他们毕
竟为中华民族作出贡献，理应
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与关注。中
国共产党现在非常肯定和尊

重国民党在抗战作出的贡献。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胡锦涛就在讲话中，赞扬
了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
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
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其中
前四位为中国共产党将领，后
四位为中国国民党将领。

而在今年卢沟桥事变纪
念活动中，习近平和参加过抗
日战争的新四军老战士焦润
坤、国民党老战士林上元还有
少年儿童一起，为“独立自由
勋章”雕塑揭幕。

齐鲁晚报：这其中有什么
政治意涵？

岳思平：一者，抗日战争
胜利是在国共合作下完成的，
这是对历史的承认；二者，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两
岸同胞共同努力。

齐鲁晚报：现在中央如此
重视抗战纪念活动，现实意义
在哪里？

岳思平：抗日战争胜利是
近代中华民族一洗百年耻辱，
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
解放战争。不仅赢得了自身的
独立解放，而且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世
界反法西斯事业和人类和平
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
贡献。通过纪念，一来，我们告
诉世界，中国人民对战争带来
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
二来，抗战胜利也是中华民族
由衰落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
转折点。正如习总书记所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证
明，中华民族是具有顽强生命
力和非凡创造力的民族，只要
我们紧密团结起来，就没有克
服不了的困难。

齐鲁晚报：这与当下中日
关系紧张有关吗？

岳思平：纪念活动提醒我
们，我们决不允许法西斯主义
和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悲剧
重演。我们要努力发展好自
己，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
路，并希望世界各国共同走和
平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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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军事科学院原军史所抗战组组长岳思平接受本报专访。 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摄

（上接B01版）
八年抗战，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

的代价———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
伤亡共3500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
战争消耗达5600余亿美元。

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
的代价后，这个古老的国度，艰难地收
获了失去已久的自尊和自信。

不是一个人的纪念

69年一晃而过，现代人已经很难
想象当年人们庆祝胜利时的盛况。

但这并不意味着，那段艰辛的具
有特殊意味的历史，会被人淡忘。那些
当年历史的缔造者们，也绝不应该被
这个时代所忽视。

“今天的我们还能做中国人，是因
为他们在当年选择成为中国魂。”

贾元良的博客上挂着这样一首与
抗战老兵有关的诗。这位被称为民间
抗战史“发烧友”的北京汉子，是长城
抗战网的发起人

1997年，这个60后以自己独有的方
式，进行了一趟“一个人的抗战纪念”
之旅。

是年，中国革命博物馆举行悼念
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一幅幅直观
的图片和文字说明，极大地震撼了当
时33岁的贾元良。

不过，与活动主办方预想中的人
群涌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半个月下
来，参观者只有3万余人，大部分都是
来京旅游的外地人。

“我深深地陷入一种沉默，一种刺
痛，一种从未有过的惭愧。”贾元良这
样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

贾元良决定采用徒步行走的方
式，来纪念这段“决不可忘记”的历史。

当年9月18日，他身着印有“富强
中华9·18—12·13徒步行字样的T恤”，
从沈阳“九一八”事变爆发地、位于沈
阳东郊柳条湖的“九一八事变”博物馆
开始启程，经辽宁、河北、山东等7省
市，行走1500余公里，经过82天的跋涉，
于1997年12月8日14时35分，到达了目的
地——— 位于南京江东门的《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一路走来，贾元良拜访了抗日战
争期间的见证者，凭吊抗日战争先烈，
搜集日本侵华史料，以此重温抗战历
史。但令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在他问
过的路人当中，没几个人能确切讲出

“12月13日”是个什么日子。
“我一字一顿地告诉对方：12月13

日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
难的忌日。”贾元良说。

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这些年来，随着对那段历史了解
的深入，贾元良的活动已经不再局限
于宣传，而是把更多经历投入到整理
史料，参与关爱抗战老兵和日军性暴
力受害女性的具体活动中去。

这些受害者多已年过九旬，且生
活贫困潦倒，只会一年比一年少。但他
们身上历史的印记，却从不会随着时
间的流逝而变淡。

这些年，贾元良还结识了很多志
同道合者，其中有关爱老兵志愿者、抗
战研究者和一些老将军和老兵的后
代，“大家的目标都一样，都是为了让
那段历史能够真正深入人心。”

2009年起，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
历史，贾元良成立了长城抗战网。

2012年，他和另一位同伴作为发
起人，与北京市希望公益基金会建立
了中国抗战文化基金，开展关爱抗战
老兵，传播抗战文化等开展公益活动。

“抗战老兵需要人们的关注，再比
如除了设立国家级纪念日外，最好能
有国家级的抗战胜利纪念碑。”8月28

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贾元良对设立国
家纪念碑的事做了再三强调，而这一
呼吁，自5年前便已开始。

在他看来，设碑的重要意义之一
正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段慷慨
悲歌的历史。

今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关于
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
决定中，有着类似的表达，抗战胜利

“成为中华民族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
点，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
了重要基础。”

如果说参与和推动者的作用在于
创造历史，那么传承者们的作用便是
为了在此基础上的更进一步，同样是
在创造着历史。

“请你们呼吁一下，明年抗战胜利
70周年的时候，希望每个老兵都能佩
戴着属于他们的军功章。”采访结束
后，贾元良又特意打电话叮嘱记者，

“因为军功章是对这些老兵们功绩的
最好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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