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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推荐】

位于芷江县城 3.5 公
里的七里桥村，原是国民
党空军司令部群力礼堂，
1945 年 8 月日本宣布无
条件投降，8 月 21 日至 23
日国民党政府在此举行
受降仪式。 芷江受降纪念
坊为中国惟一的纪念抗
日战争胜利的建筑物，建
于 1947 年 2 月。坊面刻有
国民党军政要人蒋中正、
李宗仁、于右任、孙科、何
应钦、 白崇禧等人的题
词、对联。 芷江纪念坊附
近建有纪念抗日战争胜
利展览馆， 展馆内部分
“八 年 抗 战 ”、“中 国 受
降”、“历史不能忘记”三
部分，用大量文字、照片
和实物反映中国人民抗
击日本侵略的斗争历程。

离此不远处的芷江机
场，占地 4800 余亩，曾是
二战暑期盟军远东第二
大军用机场，飞虎将军陈
纳德的中美混合大队和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曾以
此为基地。 机场附近的中
美空军联队俱东部和机
场指挥塔现仍保存完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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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胜利纪念馆，位于湖南省
芷江县七里桥境内。1945年
8月 21日，代表百万侵华日
军的今井武夫副总参谋长
一行飞抵芷江进行乞降会
谈。“芷江受降”宣告了侵华
日军的彻底失败。

为纪念这一重大历史
史实，1947 年 2 月，国民政
府在受降地建“受降纪念
坊”一座。 1985 年，芷江县
人民政府报经湖南省人民
政府批准修复开放。 1995
年扩建、 新建纪念抗战胜
利展览馆。 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是
“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全省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1996 年、1997 年连续
两年被评为“湖南省最佳
旅游景点”， 蜚名海内外。
主要景点有受降纪念坊、
受降旧址、 纪念抗战胜利
展览馆。

【百度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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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 也是一个值得
去的地方。它偏居湖南西南，以屈原《楚辞?九歌?湘夫
人》中的佳句“沅有芷兮澧有兰”而得名，她宁静幽
美，一如小家碧玉，沉默内敛。 但是 1945年发生于此
的芷江受降， 却使它成为了一个世人瞩目的抗战名
城，一个享誉中外的和平名城。

闻名于世的受降纪念馆就坐落在芷江城东的七
里桥，它作为中国首次接受日本投降的地方，记载的
是中国人民抗敌御侮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伟
大胜利， 成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不得不去的地
方，借单位组织的红色旅游之机，我参观了这样一处
胜地。

走进受降纪念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受降纪念
坊，它前临舞水，后倚青山，两旁挺立着几颗松树，如
同利剑，直指苍天。受降纪念坊高八九米，宽十余米，
四柱三拱门结构，采用芷江明山贡石雕砌而成，晶莹
洁白，一眼望去，如同一个巨大的“血”字，它警示世
人：战争意味着流血和牺牲，应珍惜生命，爱好和平。
纪念坊首额“震古烁今”遒劲有力，中间题联“克敌
受降威加万里；名城揽胜地重千秋”为蒋中正所题，
侧联“得道胜强权，百万敌军齐卸甲；受降行大典，

千秋战史纪名城” 出自当时的国军司令李宗
仁的手笔，此外坊背还有何应钦、白崇

禧等国民党要员的题词， 这些题
词的文采、对仗和用典均有着

耐人寻味 的欣 赏 价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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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旋门（罗马、柏林、米兰、巴黎、芷江、平壤）之一，是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标志， 也是民族精神的丰
碑， 是目前华夏大地上唯一一座纪念抗战胜利的建
筑物。

穿过受降纪念坊，沿阶梯拾级而上，就是纪念抗
战胜利受降碑林了。 碑林采前辈名将题词之瑰宝，
撷中外名流翰墨之精华， 集抗战诗词佳联之大成，
为这一胜景增添了几许历史的沧桑和文化的魅力。
参观完受降碑林，跟随导游进入了受降纪念馆。 受
降纪念馆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 建于 1995
年，外观呈深红色，上下两层结构，馆内设“八年抗
战”“中国受降”“勿忘历史”三个展厅，陈列着二战
时期的兵器一批，照片、图表、电文等多幅，跟随导
游在展厅游走，听导游讲解着一件件展品和一个个
历史事件，卢沟桥事变、花园口决堤、台儿庄血战、
南京大屠杀、芷江大会战等历史的一幕幕如同放电
影一般在我脑海中闪现，那一幅幅泛黄的黑白老照
片、一件件锈迹斑斑的铁制兵器，都是那段烽火岁
月的见证，都承载着如此厚重的历史思索，在我心
中泛起波澜……

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终于完成了受降纪念
馆的游览，即将踏上归程了，芷江之行的
红色记忆将在我心中永存。 最后，让我
以受降纪念馆的那段序文作结
吧，“……我们回顾那段历
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
而是为了获取智慧
和启迪，更好的
把握今天
和 未
来！ ”

■晏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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