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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北京密云的母亲先后把

丈夫和 5 个孩子送上抗战前线，

他们全部为国献身。她叫邓玉

芬，被称为英雄母亲。

一面“死”字旗，是战士王建

堂出川抗战前，收到父亲赠送的

礼物。白旗正中，斗大的“死”字

苍劲有力。右侧两列小字——我

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

民族分上尽忠。

“我像许多青年人一样，愿

意把自己献给党！”作曲家冼星

海在一张作文纸上，郑重写下入

党申请。80 多年过去了，他创作

的《黄河大合唱》依然在传唱，激

昂的旋律鼓舞人们奋进。

一张革命烈士证明书，定格

了 沈 忠 明 短 暂 而 璀 璨 的 一 生 。

他是在七七事变中牺牲的第一

批共产党员之一，时年 27 岁。

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平

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白山黑水

间的东北抗联，西南边陲的滇缅

血战……5098 个日夜，死与生、

恐惧与坚韧、历史与现实，在展

厅交汇。

伟大抗战精神跨越时空，无

缝传递。

14年浴血荣光重现
这场展览像是一次跨越 80

年的回眸，观众通过“奋起抵抗

中国人民打响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第一枪”“全民族抗战 开辟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东 方 主 战 场 ”

“砥柱中流 中国共产党坚定不

移站在抗战最前线”“战略支撑

中国艰苦抗战打破法西斯称霸

世界的图谋”“罄竹难书日本侵

略者的法西斯暴行”“得道多助

世界各国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

持”“伟大胜利 中华民族走向复

兴的历史转折点”“铭记历史 珍

爱和平 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8 个部分，重温中国人民 14 年

伟大抗战的光辉历程，了解中国

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

砥柱作用和中国人民为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的重大历

史贡献。

抗战馆馆长罗存康介绍，展

览运用多种现代展陈手段，将珍

贵文物、档案文献、历史影像、艺

术品、历史场景立体呈现，体现

了 4 个特点。分别是注重将 1931

年至 1945 年计 14 年的抗战历史

贯通呈现，全面展示中华儿女在

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

一 战 线 旗 帜 下 ，为 国 家 生 存 而

战，为民族复兴而战，为人类正

义而战的雄壮史诗；注重突出中

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

流砥柱作用，着力展现中国共产

党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

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

勇敢；注重凸显中国抗战的东方

主战场地位，着力展现中国人民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

出的重大贡献；注重讲好抗战故

事，深挖细节，以物证史，多维度

展示伟大抗战历史和伟大抗战

精神。

展览还特别设立了“弘扬伟

大抗战精神深切缅怀抗战英烈”

专区。走进去，两侧白墙上用红

字铭刻着民政部已经公布的著

名 抗 日 英 烈 和 英 雄 群 体 名 录 。

观众将手放在互动装置的屏幕

上，在指定位置鞠躬或敬礼，可

以为他们献花。屏幕上显示着

献花实时人数。

英雄如光，照山河远阔，人

间烟火。

场景式陈列讲活历史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抗战

馆副馆长李志东说：“展览运用

多 种 现 代 展 陈 的 手 段 ，充 分 体

现 正 确 历 史 观 ，弘 扬 伟 大 抗 战

精神。”

中 国 抗 战 巨 型 照 片 墙 上 ，

5098 张抗战老照片是一瞬，也是

很多人的一生，更是一个国家涅

槃重生。

光 影 变 幻 中 ，象 征 胜 利 的

火炬图案在照片墙上亮起。李

志 东 说 ，这 面 墙 反 映 了 中 国 人

民 14 年 的 浴 血 抗 战 历 程 ，从

1931 年 9 月 18 日 至 1945 年 9 月

2 日共计 5098 天。这些画面，有

战 火 纷 飞 的 场 面 、满 目 疮 痍 的

城市、交织的弹雨枪林，和一个

个坚毅的面孔。

而这是一个缩影，展览通过

设置类似现代展项，比如大型主

题视频、中国支援盟军作战景观

等，重点凸显中国战场的东方主

战场地位。

借助科技的力量，我们和抗

战人物对话，沉浸式体验历史。

在抗战家书视听空间，10 封

抗战家书被制作成 10 部微缩版

“纪录片”，白纸黑字成了生动的

画面。

老照片中的赵一曼“动”了

起来。她在就义前，提笔给儿子

写下一封家书：“我最亲爱的孩

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

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

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

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往事历历，搭配朗诵，催人

泪下。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

大会会场在展厅复原——红色条

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

利前进”，七大投票箱、陕甘宁边

区政府党团委员会献给中共七

大的贺幛等也同时展出。长条

木桌上藏着“时空机”，观众可以

参 考 当 时 的 座 次 表 ，择 席“ 参

会”。这次大会在党的历史上具

有重要里程碑意义，标志着共产

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走

向成熟。

毛泽东的七大代表证也出

现在“会场”。红色封皮，内左页

上方，两行横印“中国共产党第

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下方竖印

“代表证”，旁边是手写的序列

号；右页上方横印座号、姓名和

注意事项。当时，毛泽东坐在 1

排 7 号。

新颖的展陈手段让老故事更

加富有表现力。

“屋顶”上，一队人马正猫着

腰 急 行 ；一 叶 扁 舟 藏 身“ 芦 苇

丛”中；穿过弯曲低矮的“地道”

后，大屏幕上的“地道战”正在

进行……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创

造出的地雷战、地道战、水上游

击战等各种克敌制胜的巧妙战

法，生动在展厅里呈现。

其实，重新“体验”苦难，经

历“硝烟”，不是为了有趣的参观

感 受 ，是 为 了 聆 听 更 真 实 的 历

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1/3珍贵文物首次展出
抗战的胜利，是河山光复，

也是民族的洗礼。而珍贵的展

品，宛若灯塔，传递先辈的智慧

与勇气，给予我们面对风险挑战

时的不竭动力。

“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赶

出 境 ！”800 多 件 珍 贵 的 历 史 影

像 、文 物 实 物 ，120 多 件 文 献 档

案，带观众走进耳熟能详的抗战

史。多种版本的《论持久战》、记

录延安的珍贵影像、党的七大重

要文献等，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坚

持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

总方针，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领

导人民抗日武装，建设巩固的抗

日民主根据地，使敌后战场逐步

成为抗日主战场。

东北抗联的艰苦战斗、平型

关大捷、百团大战等重要战役战

斗，通过一组组数据、一张张老

照片、一份份档案重现，全面展

示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站在抗

战最前线，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

力量。

“我们通过 600 多件馆藏和

新挖掘的照片、档案、文物等，

着力展示中国共产党率先高举

武 装 抗 日 旗 帜 ，直 接 领 导 东 北

抗 日 武 装 斗 争 ，是 奋 起 抵 抗 日

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民族先锋。”

罗 存 康 举 例 ，展 出 了 中 华 苏 维

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的

《对日战争宣言》，今年公布的

杨靖宇给东北抗联第 1 路军第

3 师的信函等。

1936 年 8 月 11 日，伪满滨江

省警务厅给伪民政警务司关于

赵一曼的报告上写着，“右者为

中共满洲省委珠河县委妇女会

路 北 区 委 员 会 的 宣 传 部 责 任

者”等。讲解员说，这是赵一曼

从被捕到英勇就义的详细档案

首 次 展 出 。 报 告 提 到 ，赵 一 曼

被逮捕后，“排除万难而脱逃”

的 原 因 是 为 了“ 再 投 到 赵 尚 志

的 麾 下 去 ，作 一 个 抗 日 战 线 的

斗士”。

罗存康说，展览中有 1/3 的

珍 贵 文 物 为 首 次 展 出 ，包 括 关

东军残忍杀害杨靖宇后在他的

头 颅 前 的 合 影 、洛 川 会 议 会 议

记录等。

展 览 还 通 过 1936 年 10 月

毛泽东、周恩来为联合抗日给张

学良的亲笔信，毛泽东等撰写的

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手稿

等 100 余件重要文献，着力展示

了中国共产党倡导、坚持和维护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力维护团

结抗战大局。

一批珍贵的影像资料在展厅

循环播放。《一二九运动历史影

像》首次亮相。拉着横幅，手举

喇叭的青年学生从镜头前走过，

“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

的书桌了”的呐喊仿佛在耳畔响

起。黑白无声纪录片《通往延安

之旅》，邀观众跟随瑞士记者瓦

尔特·波斯哈德的镜头，和八路

军从西安前往延安，同路的知识

青年，街头的摊贩，人人都情绪

饱满，热情友好。

牛伟坤 李祺瑶

拿起听筒就能聆听时代回响、手指

轻点就能钻进故纸堆、屏前凝望就能走

入历史……《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

主题展览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

和平、开创未来”为主题，用 5000 余件展

品讲述山河壮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

展出的 3237 件文物中，一级文物达

115 件。

永不消逝的声音
“每条大街小巷，每个人的嘴里，见

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一张《恭喜

恭喜》歌单陈列在展柜中，传递着溢于言

表的喜悦。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歌曲，

其实是作曲家陈歌辛于 1945 年为庆祝抗

日战争胜利创作的。

一首首歌曲在展厅唤醒红色记忆。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

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铿锵有力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起。展柜里陈

列着 1935 年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出版的电

影《风云儿女》主题曲唱片，也是《义勇军

进行曲》的首版唱片；1939 上海百代唱片

公司在印度灌录的版本等。

还有一个版本是 1941 年美国出版的

中国抗战歌曲专辑。1940 年，中国音乐

家刘良模在美国结识了黑人歌唱家保

罗·罗伯逊，演唱中国的抗战歌曲给他

听。保罗最喜欢《义勇军进行曲》，不仅

学会了用英文唱，还可以用标准的汉语唱。于是，两人

合作出版了这张专辑，并将唱片版税及发行收益全部捐

赠给了保卫中国同盟。

不仅有《保卫黄河》《在太行山上》《延安颂》等抗

战歌曲，将观众带回峥嵘岁月。拿起一支听筒，时任

美国总统罗斯福对日宣战的录音在耳畔响起。两棵

“棕榈树”间拉起简易幕布，播放着中国军队远征作战

的历史画面。抗战时期民众修建四川新津机场时使

用的“石碾子”也成了放映屏，投影着人们碾压机场跑

道的影片……

历史回声在展厅响起，每一段都不能忘记。

四万万人的记忆
随着展陈面积的扩大，称得上文物数量最多的抗战

主题展览，汇集起四万万中国人的抗战记忆。抗战馆副

馆长李志东说，这其中包括该馆最近 10 年通过社会捐

赠、国际交流等形式，征集到的一批具有重要历史价值

的文物。

第一位报道卢沟桥事变的中国记者方大曾，在上海

《世界知识》杂志发表的《卢沟桥战记》；中国空军第 8 大

队队员祁心诚搏击蓝天，英勇对敌作战 93 次的飞行记录

簿；美国援华空军 C-87 型运输机上残骸；中国共产党党

员、台湾同胞翁泽生在台北日本当局监狱中写给妹妹冯

志坚（原名翁阿冬）的信……它们都是中国人民 14 年艰

苦抗战的最佳见证者。

和平与正义的旗帜下，志同道合者，从不以山海为

远。展厅里，既有 80 多年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白求

恩，发起建立安全区、为约 25 万中国平民提供暂时栖

身避难场所的德国人约翰·拉贝，翱翔在中国天空中

的苏联志愿军、美国飞虎队留下的文物；也有在祖国

最艰难的时候，毅然跨出国门，在东南亚热带雨林中

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记忆；更有 80 多年后，一批从海外

征集而来的文物资料。其中包括日本友人小泽龙一

通过中国驻日本外交官捐赠反映九一八事变的写真

集；国际友人捐赠的有关东京审判的旁听券、记者通

行证等。

抗战馆还组织西北、东北、东南、西南 4 个调研团队，

奔赴祖国各地征集文物线索。全国 13 省区市 50 余家博

物馆、纪念馆、图书馆为共同的抗战记忆开借展和复制

文物的“绿灯”。包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藏一

级文物杨靖宇的印章在内，50 余件借展文物摆入展柜。

数以百计的文物、档案史料新复制件展出。

揭秘历史的细节
纸质、金属、木质、纺织、皮革、瓷器、玻璃……万物

有灵，全面展示着抗战时期各党派、阶级、军队、团体、

民族和地区人民的战斗与生活，鲜活生动地展现抗战

历史。

60 余处重点场景复原，重现经典时刻。

大型雕塑、油画坐镇，日本外务省整理的中国赴日

劳工档案，一、二、三级独立自由勋章等矩阵式展出，视

觉冲击力拉满。

百团大战等一批大场面重现。其中，有一张不起

眼书桌却格外引人关注。它被摆放在“窑洞”里，复

原 了 1938 年 春 天 ，毛 泽 东 在 延 安 窑 洞 撰 写《论 持 久

战》时 的 场 景 。 这 本 著 作 系 统 地 阐 述 了 中 国 实 行 持

久战以获得对日胜利的战略。毛泽东在总结抗日战

争 初 期 经 验 的 基 础 上 ，以 卓 越 的 洞 察 力 科 学 地 预 见

了中日战争的结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

是中国的”。

一旁的展柜里，多版本的《论持久战》展出。其中，

《论持久战》日文版为首展。

每一处“大场面”的细节都很饱满。“白求恩”忙碌的

手术室昏暗逼仄，打开的药盒陈列在桌上，一件白大褂

挂在进门处。一旁，白求恩的病床日志、遗著《游击战中

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战伤治疗技术》等展出。虚

实配合，展现出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共产主义

精神。

一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的运输机“机舱”出

现在展厅，观众通过老照片和运输机上的氧气瓶等，重

回历史现场——1942 年 3 月，日军切断运输援华物资的

主要通道滇缅公路。为打破日军封锁，中美两国共同开

辟空中运输航线。在这条航线上，中美空运队付出巨大

牺牲和代价，1500 多名飞行员牺牲或失踪。

一处处场景，以物证史，激发观众情感共鸣。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2025年7月7日，全民

族抗战爆发88周年纪念日，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1.22万平方米的展厅内，《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通

过1525张照片、3237件文物等，全面展示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

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复兴

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的雄壮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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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新闻

不能忘不敢忘
5098个

《论持久战》写作还原场景，伟大抗战精神跨越时空。 武亦彬 摄

参观者在展示日本侵略者实施细菌战和化学战暴行的区域参观。新华/传真

参观者驻足聆听并了解抗战歌曲的创作故事。新华/传真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新华/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