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9月18日9时18分，沈阳“九一八”纪念馆前仪仗队列队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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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9月18日， 在凄厉的警报声
中，中国人将完成又一次历史和现实的对
话：落后挨打的屈辱永志不忘，振兴中华
的脚步不可阻挡。

“没有一个民族比中华民族更明白
‘一寸山河一寸血’的道理。”吕超说。

朱成山说，当今中国绝不能听任日本
重走军国主义的老路。在中华民族崛起的
今天，任人宰割的历史早已一去不复返。

81年后回望，是为了从历史中找寻未
来的方向。

历史告诉我们，只有实现国家富强繁
荣，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历史告诉我们，团结一心才能克敌制
胜。

历史告诉我们，铭记历史，痛定思痛，
才能更加清晰准确地把握现在、 走向未
来。

回望历史，国人倍感民族振兴和民族
团结的重要，应坚定信念投入到民族复兴
的伟业当中，不为任何外力所扰。

回望历史，日本应看清形势，不要在危
害中日关系大局的错误道路上一意孤行，
绝不能走侵略与加害其他民族的老路。

牢记历史并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要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珍爱和平、维护和
平。

这，是热爱和平的中国人民的共同心
声…… ■据新华社

“九一八事变”81周年
历史的警钟永远的昭示

1931年的9月18日，炮声轰
隆，炸毁了南满铁路，炸开了沈
阳城。这一炸，在中国人心里烙
上了一道永恒的伤疤。 这一天，
成为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
抗日战争的历史起点。

历年“9·18”这天，在沈阳，
在南京……在中国的许多城镇，
警报齐鸣，警钟声声，宣告着中国
人民振兴中华、抵御外辱的决心。

沈阳， 这座曾经饱受日本侵略
者蹂躏的城市， 连续十多年用拉响
警报的方式纪念“9·18”这个惨痛的
日子。“这是我们民族的耻辱， 不能
好了伤疤忘了疼。拉响警报，就是拒
绝遗忘的重要方式。”沈阳“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馆长井晓光研究员说，
“9·18”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成为中
华民族永远的记忆。

“丧失对历史的记忆，‘心灵便
在黑暗中行走’。” 中国社科院近代
史所研究员雷颐说。

“很多时候，‘居安思危’只是一
句口号。 而现在则是每个中国人必
须正视的事实。”中国近现代史料学
会副会长王建学说，当前，日本军国
主义有复活的危险， 此时的警报和
钟声，再次提醒人们牢记历史，激发
民族自尊心，增强民族凝聚力。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 纪念“九一
八”， 既是要对维护和平愿望的表
达， 也是对那些否认侵华历史的日
本政府官员和右翼势力的警告。

“18日夜……岛本大队川岛中队的
河本末守中尉， 以巡查铁路线为名，带
领数名部下向柳条沟走去……河本亲
自把骑兵用的小型炸药安装在铁轨下，
并点了火，轰的一声炸响，铁轨和枕木
都炸飞了。”———这是“九一八事变”策
划者在《文献昭和史》中的描述。

然而， 当年日军反诬中国军队，并
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
进攻。4个多月东北沦陷，中国的抗日战
争也于此掀开序幕。

战后，一些良知觉醒的日本人一次
次为侵华战争谢罪。然而，日本右翼势
力不但不曾真诚道歉，还用各种方式否
认侵华史实，当今更是变本加厉制造钓

鱼岛“购岛”闹剧企图占据中国领土。
王建学说，“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

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起点。当今的所谓钓
鱼岛“国有化”也让人看到日本军国主
义余孽的阴影。从甲午战争直至窃占钓
鱼岛， 日本右翼势力对外扩张的图谋
100多年来从未停息。

“‘九一八事变’ 与窃据钓鱼岛，均
与日本军国主义以及右翼势力扩张一
脉相承。”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吕超
说，妄图“窃岛”是二战以来日本右翼势
力未得到清算的集中表现。

“正视历史，是一个民族的气度。我
们要对历史负责……”日本律师尾山宏
曾说。

历史，不该遗忘
警报是铭记国耻，而铭记不仅仅是回
味伤痛；牢记历史，就要居安思危，砥
砺前行

历史，不容篡改

日本侵华是铁的事实， 正如钓鱼岛是中国领土无可争辩；
正视历史，是一个民族应有的品格

历史，不能重来

民族屈辱永志不忘， 民族复兴不可阻挡；
反省历史，以史为鉴避免悲剧重演，自强
不息创造美好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