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背景

QIANJIANG EVENING NEWS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17.7.7 星期五 责任编辑：王曦煜/版面设计：陈海伟 报料：800005086 A2

特别报道

重访卢沟桥

最近，卢沟桥上游人增多

今年7月，永定河上，卢沟桥的风显得特

别热。因为，它迎来了全民族抗战爆发的第

八十个年头。靠近这座建于八百年前的金代

石桥，你到处能感受到这样的热烈气氛。7月

5日下午，在东侧的桥头，一台晚会正在彩排，

演员们中气十足地唱着八十年前的大刀歌。

像是穿过河上的风，让人回到了那个壮

烈的激战现场。炮火，枪声，刀光，还有气吞

山河的誓言——“誓与卢沟桥共存亡。”

热度，还来自人群。这几天，来卢沟桥参

观的人特别多。5 日下午，钱江晚报记者遇

到了刚上初一的南京女孩吴雨桐，她在爸爸

的陪同下，第一次踏上石桥。

“明天我们就要回去了，在走之前，特意

带孩子来看看。”吴爸爸说，今年是全民族抗

战爆发八十周年，意义特别大，“让孩子们明

白现在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

吴雨桐则更关心历史，她好奇地问爸爸，

日本人是从哪里打来的，为什么要从这里打？

“你看，从那东北方向。”吴爸爸手指着桥

的远方。一列火车正从边上的铁桥开过。

“这里的地理位置特别重要，边上有铁

路，石桥则是通往华北的要道，军事上的必争

之地。”他这样向女儿解释。

卢沟桥事变这段历史，吴雨桐在小学里

就学过，这次实地见到了，感觉特别震撼。

“那些参加抗战的英雄太伟大了。”她这

样说。这一站，是她首次北京之行里最难忘

的。河北灵寿县的一些农村留守儿童也在这

时到了卢沟桥，在当地部门的组织下接受这

样的爱国主义教育。

每年，群众都会来卢沟桥上纪念

“日本人打来的时候，我才 6 岁”，86 岁

的老人郑福来出现在卢沟桥上，他戴着一顶

帽子，声音却富有激情。“这几天忙死了，八十

周年了，来参观的人特别多。”他笑着说，虽然

累，但他还是挺开心。七月的太阳猛烈，从早

上八点多开始，他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遇

到人多的旅游团，他就主动上去给他们讲解。

郑福来讲卢沟桥的抗战历史。“历史不能

忘，忘了历史，就是断了根。”他这样告诉钱江

晚报记者。郑福来一讲就是六十多年。一有

空，或者看到人多，他就会过去，“这已经成了

我的嗜好。”他说。

经常有人误会他是要钱的，对此，郑福来

笑笑，没有在意。也有很多单位听了他的讲

解，要给他汇钱，郑福来一个也没收。

郑福来在卢沟桥边住了一辈子，他的家

就在桥头的一个小村庄，他是七七事变的见

证者。八十年前，他才6岁。“炮弹打下来，在

我家边上爆炸了，”他一遍遍地接受媒体采访

时这样描述。“我的一名邻家哥哥就被炸死

了，要是他活着，有90岁了。”他见证了日军的

残暴和中国军人的壮举。“我路过那片树林，

里面都是尸体，战死的中国军人，来不及埋”。

向后人讲述这段历史，郑福来用自己独特

的方式纪念这样一天。他告诉钱江晚报记者，

每年的七月七日这天，附近的村民会到桥上，

献花，洒酒，纪念那些在卢沟桥牺牲的英雄。

专题展，让那段历史触手可及

距离卢沟桥几百米的宛平县城里，空气

里弥漫的是同样的纪念气氛。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广场上，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标语特别醒目。

纪念馆已经挂出了“纪念全民族抗战八

十周年仪式”的横幅，这意味着今天将有一场

隆重的纪念仪式。因为这场仪式，这两天，纪

念馆和卢沟桥一样，停止了对外接待。

赶在闭馆前，来自台湾的近 900 名大学

生前来参观，他们参加全国台联举办的夏令

营，这是他们大陆行的其中一站。来自高雄

大学的大一学生洪至谦盯着一张张日军炮轰

宛平城的老照片看。“卢沟桥事变是一次很重

要的历史事件，上课的时候，老师会讲得很详

细，也会放一些纪录片。”他说，但是这次看到

了很多实物，感觉更沉重。“历史更加鲜活了，

更值得我们后人铭记。”

在纪念馆的地下室，一场“举国抗战，伟

大壮举”的纪念专题展览将在今天开展。

“拼全民族生命以求国家生存”，海报上

这句标语令观者热血沸腾。画面上，一名中

国军人扛着大刀冲向卢沟桥。钱江晚报记者

提前探访看到，这个纪念展前是一个巨型长

屏，显示着永定河水，原野，屏幕前是卢沟桥栏

杆和石狮的复制品。

“这个展览非常用心，更详细更直观地再现

卢沟桥事变的这段历史，展现全民族抗战的伟大

壮举。”纪念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这样向钱江晚报

记者介绍。比如七七事变五周年时，八路军印

发了一份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的《“七

七”纪念五周年告华北同胞书》，也在这次展览

上出现。

夫妻抗战，父子抗战，兄妹抗战⋯⋯一件

件实物让历史变得真实可触。比如一个木盒

里，静静躺着一支铁笔，这是抗日烈士张宗兰

用来刻写抗日文件的。

本报特派记者 史春波

发自北京

“爸爸，日本人是从哪里

打过来的？”，站在桥上，吴雨

桐仰着头问她爸爸。

“从那边”，爸爸手指着

东北方向这样回答。

在离开北京的前一天，

7 月 5 日下午，这对父女踏

上了卢沟桥。

和他们一样，越来越多

的人涌向这座古老而沧桑的

石桥，在全民族抗战爆发八

十周年到来之际。

八十年前的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

中华民族举国抗战的序幕。

八十年后，天南海北的

中华儿女不断赶到这里，缅

怀先烈，凭吊那段悲壮的英

雄历史。

今天，卢沟桥畔，将举行

一场隆重的纪念仪式。

卢沟桥上，一曲大刀歌
全民族抗战爆发80周年之际，钱报记者探访卢沟桥

郑福来老人在卢沟桥上讲述当年的故事。 史春波/摄

七七事变

1937 年，驻华日军悍然

发动“七七事变”(又称“卢沟

桥事变”)。

1937 年 7 月 7 日夜，卢沟

桥的日本驻军在未通知中国

地方当局的情况下，径自在

中国驻军阵地附近举行所谓

军事演习，并诡称有一名日

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北平

西南的宛平县城(今卢沟桥

镇)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

一无理的要求。日军竟开始

攻击中国驻军，中国驻军第29

军37师219团奋起还击，进行

了顽强的抵抗。当华北战事

一天天扩大的时候，1937年8

月13日日军又在上海发动了

进攻。宛平城的枪声掀开了

全民抗日的序幕。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