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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凯姿

海南岛西北，一方灰黑的火山岩砖静静躺在一个离海不远的
村庄空地上。这是被熊熊战火吞噬后，抗日英烈黄振亚曾经住所
遗留下的唯一印迹。85年前，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大队队长黄
振亚，在一场与日寇的遭遇战中，血洒乡土，结束了短暂而壮烈的
一生。

黄振亚，1905年出生于今海南省儋州市海头镇新坊井村，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爆发后，儋州地区（时称儋县）兴起抗
日救亡运动。时任中共儋县县委委员的黄振亚深入渔港和乡村组织
宣传抗日救亡，并发动组建抗日武装队伍。该武装力量后并入琼崖
抗日独立总队。

1939年4月，日军在汉奸引导下入侵儋县，烧杀掳掠，无恶不
作。5月11日，国共联合武装力量计划在儋县黑岭伏击日军，不料
日军突然增援，对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和游击队实施反包围。枪炮声
越来越近，黄振亚得知战况后，带领指战员迂回疾行到敌人背后奇
袭，不但冲垮了日军阵地，还将其切割成数段致使首尾不能相顾。天
黑后，日军残部狼狈逃窜。黄振亚之名从此威震周边日军。

约一个月后，日伪军大举进攻儋县抗日村庄。时任琼崖抗日独
立总队第三大队队长的黄振亚率大队驰援，猛烈攻击日敌后背，再次
将其打得溃不成军。撤退之前，日军向黄振亚所部施放毒气。在部
分人中毒后，他仍率其余战士英勇向前，最终日军仓皇撤离。

1940年4月初，35岁的黄振亚协助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工
作，赴儋县组建第六大队。他率领20多名干部、战士和军械工人途
经儋县东成抱舍墟时，与日军相遇，在枪林弹雨中壮烈牺牲。

尽管烽火连天的岁月已经远去，黄振亚的抗日救亡事迹一直为
后世铭记和传颂。2014年9月，黄振亚入选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全
国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如今，英烈精神早已融入村民的血脉。在琼崖抗日脊梁黄振亚
的影响下，村民积极参与家乡建设，让这座曾经历尽苦难的村庄发生
翻天覆地的变化：简陋的砖瓦房换成了一栋栋小洋楼；坑洼路变成了
平坦的水泥路；纵横交错、整洁顺畅的街道，不断焕发着新气象。

当地还先后为黄振亚烈士建立了纪念碑及配套工程，描着黑底
金字的石碑在树林掩映下显得格外庄严。

在黄振亚烈士纪念碑前，前来祭拜的人群向纪念碑鞠躬并敬献
花束。“缅怀革命先烈，传承红色基因，他们的精神激励着我们在海南
自贸港建设中不畏艰难，勇当先锋！”一名年轻党员说。

（新华社海口7月7日电）

黄振亚：

枪林弹雨中的琼崖抗日脊梁

新华社广州7月7日电 （记者 邓瑞璇）广东省档案馆7日举
行“抗战档案史料捐赠仪式”，接受日本学者松野诚也捐赠的侵华日
军华南细菌战“波第8604部队”名册的彩色扫描件。这也是该部队
名册首次在国内整册出现。

广东省档案馆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份《留守名簿》的日文档案编
纂于1945年2月1日，二战后曾被日本秘藏多年，直至2019年其存
在才被世人知晓。日本迫于各方压力，在今年5月14日公布该档
案。

《留守名簿》主要记录了编纂时“波第8604部队”仍在籍的860
名成员的姓名、出生日期、役种、兵种、职务、前属部队番号及编入日
期、编入该部队日期、入伍年份、任现职年份、户籍地、家庭住址、留守
家人姓名等信息。

华南理工大学退休教授、研究侵华日军华南细菌战的资深专家
谭元亨介绍，二十世纪30年代末，日军组建了设在广州的“波第
8604部队”，名为“华南防疫给水部”，表面上从事防疫和向士兵提供
净水的工作，实际上却干着细菌战和人体活体实验的罪恶勾当，屠杀
了大量粤港难民。但细菌战部队属于日军秘密部队，且日军在战败
时将大量资料销毁，因此有关“华南防疫给水部”的原始史料尤为稀
少。

“名簿与华南地区留存的日军细菌战历史遗址、遗迹形成了有力
呼应，以日方档案文件的形式印证了此前‘波第8604部队’老兵证词
和幸存受害者口述史料的真实性。”谭元亨说。

“这份档案可以说是我们打开侵华日军华南细菌战历史研究的
一把重要钥匙。”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吴佩军说，接下来不但可以通
过名册厘清其人员构成、机构设置和编制规模等基本史实，也可以具
体研究名簿上人员战后的去向、梳理日军细菌战体系等，对揭示日军
罪行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希望这些资料今后用于广东省档案馆的展览和历史研究。
我想通过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理解，实现‘日中友好、
日中不再战’的目标。”在捐赠仪式上，松野诚也通过视频致辞说。

侵华日军华南细菌战“波第8604部队”
名册国内首次整册出现

新华社北京7月7日电 纪念全民
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暨《为了民族解
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开幕式7日上
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
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北京卢沟桥畔，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庄严肃穆。上午 9时，仪式开
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
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默哀。

蔡奇在讲话中指出，88年前的今天，
日本军国主义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卢沟
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

军民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爆发，并开辟
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
国共产党勇敢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
引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成为全民族
抗战的中流砥柱，全体中华儿女前赴后
继、勠力同心，为国家生存而战、为民族
复兴而战、为人类正义而战，赢得了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之际，推出《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
和平》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中国人民14
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

蔡奇说，新征程上，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论述，大力弘
扬伟大抗战精神。要坚定不移坚持中国
共产党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
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
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扬斗争精神、锐
意开拓进取；坚定不移加强中华儿女大
团结，携手创造民族复兴美好未来；坚定
不移维护人类和平正义事业，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
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坚定信心、勇毅前行，为以中国式
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而努力奋斗，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

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

道向抗战英烈献花，并参观主题展览。
王毅、李书磊、张又侠、王小洪、张庆

伟、吴政隆、王勇和刘振立出席。尹力主
持。

在京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
志及抗战将领遗属代表、抗战烈士亲属
代表，中央党政军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
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
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首都各界群众
代表等约600人参加。

《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
览共分8个部分，总面积12200平方米，
展出照片1525张、文物3237件。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暨《为了民族
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

蔡奇出席并讲话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
实习生 胡思佳

今天是“七七事变”88 周年纪念
日。可你知道吗？在重庆，有一座老建
筑是因纪念“七七事变”而命名。它就是
位于重庆大学A区内的“七七抗战大礼
堂”。

7月7日，沙坪坝区文管所相关负
责人表示，这座因纪念“七七事变”而
命名的建筑，不仅是那段烽火岁月无
声却坚韧的见证者，更是抗战时期中
国高等学府西迁办学、弦歌不辍的丰
碑。

为铭记民族苦难而命名
“七七抗战大礼堂”

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标志着全民
族抗战开始。为保存教育火种，当时的
顶尖学府国立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东
南大学等十余所高校共同前身）被迫踏
上艰辛的西迁之路。危难时刻，重庆大
学深明大义，慷慨借出沙坪坝松林坡约
200亩土地，为流亡师生提供了栖身之
所。

在重庆各界的鼎力支援下，中央大
学师生于松林坡迅速搭建起简易校舍。
重庆大学退休教师杨盛祥回忆，这些校
舍仅为“架柱顶梁，以竹筋为墙，内外敷
以灰泥”，厚度不及两寸，屋顶仅铺瓦片，
条件极其艰苦，仅能勉强遮蔽风雨，堪称

“陋室”。
1938年，为了满足基本的教学集会

需求，一座相对“标准”的建筑在松林坡
麓与柏树林男生宿舍之间的平地上拔地
而起。

据《中央大学校友通讯》记载，这是
一座可容纳1200人的砖木结构大礼堂，
成为中央大学西迁入渝后“唯一一座较
为标准的半永久性建筑”。

为铭记民族苦难的起点——“七七
事变”，它被郑重命名为“七七抗战大礼
堂”。这座礼堂的落成，犹如在烽火硝烟
中点亮了一盏精神灯塔。

众多中外名流曾来此
发表演讲或参观访问

作为当时校内最体面的建筑，七七抗
战大礼堂自然成为重庆大学与国立中央
大学师生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阵地。

1938年 10月，武汉、广州相继沦
陷，抗战形势严峻，民众心中阴霾笼罩。
关键时刻，两校“中苏问题研究会”力邀
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前来演
讲，以廓清迷雾，凝聚人心，推动抗日民
主运动。

1938年12月下旬，周恩来在邓颖
超陪同下步入七七抗战大礼堂。现场盛
况空前，上千名两校师生、工人及外校青
年将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周恩来以《第
二期抗战形势》为题，发表了重要演讲。
他清晰地指出抗日战争将经历“敌进我
退”“战略相持”和“我进敌退”三个阶段，
深刻阐述了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有力
批判了“速胜论”与“亡国论”的谬误。

“周恩来激情的演讲，带来了一道指
明方向的光。”沙坪坝区文管所相关负责
人说，这道光穿透了硝烟，使身处后方的
师生们重新看到了胜利的曙光，坚定了
抗战必胜的信念。

此后，这座礼堂成为汇聚民族精神
与智慧的重要讲坛。美国副总统华莱
士、英国前首相艾德礼，以及国内著名学
者、社会活动家马寅初、郭沫若、老舍、曹
禺、冯玉祥等中外名流都曾在此发表演
讲或参观访问。

在这里，郭沫若论“粮食与抗战”、邹
韬奋谈“学术研究如何助力抗战”、马寅
初剖析“战后经济问题”等，思想的火花
在此激烈碰撞，抗战的意志在此不断淬
炼升华。

即使在日军对重庆实施惨烈大轰
炸、重庆大学部分校舍被毁的时刻，七七
抗战大礼堂也屹立不倒，成为不屈精神
的象征。

老建筑凝固着特殊时期
的建筑智慧

七七抗战大礼堂不仅承载着厚重的
历史，其建筑本身也凝结着特殊时期的
智慧，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融。

大礼堂外观融合了不同风格：主体
结构呈欧式建筑风貌，而小青瓦屋面与
红色雕花门窗则流淌着典型的中式韵
味，宛如一场无声的文化对话。

设计者的匠心更巧妙地藏于建筑内

部：6%坡度的地面设计，自然抬升了后
排观众的视野；看似凹凸不平的墙壁，实
则蕴含了消音降噪的声学奥秘。大礼堂
采用大跨度横梁，结合独特的消音墙壁
技术，不仅展现了建筑结构的科学合理
性，更代表了当时国内领先的建造技艺，
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发展的重要实物
载体。

1946年，抗战胜利后，国立中央大学
回到南京，松林坡校舍连同七七抗战大
礼堂被无偿移交给重庆大学。从此，它
成为重庆大学校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承载起新的使命。开学典礼、各种表彰
大会及学校的重要活动常在此举行，继
续履行着传承历史与教育后人的职责。

88载光阴流转，七七抗战大礼堂始
终屹立。它以独特的建筑语言诉说着战
火中的智慧与坚韧，每一寸空间回响着
当年周恩来穿透迷雾的指引与万千学子
的读书声。它并非冰冷的砖木堆砌，而
是一座以民族苦难为基石、以不屈精神
为梁柱的丰碑，无声却有力地讲述着中
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命运同频共振、弦歌
不辍的壮烈篇章。

在“七七事变”88周年之际，它提醒
着我们勿忘历史，珍视和平，传承那份在
烽火中淬炼出的不屈精神。

重庆大学有座老建筑为纪念“七七事变”而命名
成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阵地和汇聚民族强音的抗战讲堂

重庆大学，七七抗战大礼堂
旧照与新照。 （受访单位供图）

（上接1版）

“一次改变人生的旅行”

尽管在暑假中，多名访华团学生闻
讯后仍然第一时间赶到沙利文家中，共
同分享喜悦，并再次饶有兴致地聊起收
获满满的中国之行。

在给习近平主席的信函中，访华团
师生写道：“再次感谢您的远见和不懈
努力，为我们两个国家和学生们提供了
彼此走近、建立友谊、了解彼此文化的
机遇。”

“这是一次改变人生的旅行，给人
以力量。”沙利文告诉记者，“我们充
分感知中国多元的面貌——敞开大门
的真诚、令人惊艳的美食、精妙绝伦的
传统文化。一路上所到之处，中国人民
都是如此热情好客，让我们感受到人与
人之间的真挚情谊。”

“习近平主席那么忙仍然抽空回复
我们，让我们的中国之行更加珍贵，也
将对我们每个人产生深远影响。”学生
瑞安·科克里感动地说。他带回美国的

“限量版纪念品”是中国“球友”签名的
球拍。从春到夏，他通过微信同中国伙
伴一直保持着联系。

“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尽管隔
着半个地球，但我们其实特别相像！返
回美国后，我跟朋友们讲了无数遍在中
国的见闻，仍然停不下来！我参观过的
学校、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让我念念不
忘。我也想鼓励朋友们都去中国，去看
看这个超棒的国家！”他说。

“习近平主席亲切的回复让这次旅
行变得更加与众不同。”学生埃拉·吉尔
里说，中国之行“充满难忘时刻”，而最
难忘的当属她在中国交到的好朋友。

“我很挂念她，我们直到今天还在聊
天。能和地球上另一边的朋友保持即
时联系，是多么美妙的事。”

牢不可破的新纽带

据沙利文介绍，他所在学区在美国
率先将匹克球纳入校际联赛，正是因
为这项运动的包容性——无论水平高
低，每个人都能乐在其中。如今，当地

公立学校系统已同深圳市南山区教育
局、北京中学教育集团、北京市第十中
学教育集团签署合作备忘录，展开长期
教育合作。

“这是我第一次到中国，出发前还
有点紧张，但这绝对是一次改变人生的
旅行，改变了我的视角。”访华团学生伊
莎贝拉·布兰特说，他们把印象最深刻
的中国见闻写在信里，同习近平主席分
享自己的感受。在中国度过生日无疑
是布兰特“最棒的回忆”，那天她和中国
伙伴打了场匹克球，还收获了美丽的鲜
花和珍贵的友谊。

参与交流的深圳市南山外国语学
校（集团）文华学校学生谢源说：“我亲
眼见证了体育跨越国界的凝聚力量，让
不同文化背景的我们紧密相连。”

“匹克球成为我们缔结新友谊的纽
带。”沙利文的女儿丽根也参加了访华
团，“无论是对美国学生还是对中国学
生来说，我们共同建立的关系是如此美
妙、如此难忘，牢不可破。”

“在匹克球场上的每一次击掌，在
非遗工坊里的每一课体验，对高新技术

企业的每一站参访，都在加深美国青少
年对中国发展的真实感知。”此次美国
青少年匹克球人文交流中国行活动发
起人之一王鹏飞告诉记者。

“美中青少年的交流，并不止于一
块匹克球场地，不止于球场之上。他们
有着特殊的握手方式，共同经历一个又
一个具有特别意义的瞬间。”沙利文说，
中国之行的点点滴滴已汇聚成两国青
少年的珍贵回忆。

“匹克球在美国广受欢迎，在中国
的热度也在上升。”美国艾奥瓦州友好
人士盖瑞·德沃切克告诉记者，习近平
主席再次肯定了人文交流的重要性，鼓
励美中青年群体系紧新的交流纽带、建
立新的友谊。

成就民间友好新佳话

沙利文说，访华团师生想告诉习近
平主席，此次中国之行和“匹克球会友”
给他们带来了深远影响，尤其是联想到
50多年前“乒乓外交”的重要意义，让大
家充分认识到加强体育交流、青少年交

流对促进中美关系的作用。
除了感知中国的文化魅力、科技创

新力量，访华团不少学生还在中国第一
次体验乒乓球，并走进中国乒乓球博物
馆，深入了解中美“乒乓外交”佳话。在
智能发球机前，学生们接力挥拍上阵，
现场气氛热烈，掌声和笑声此起彼伏。

“到处都是飞旋的乒乓球！”访华团学生
伊恩·哈珀的乒乓球初体验充满欢乐。

“如果有机会再次访问中国，我一分钟
也不会耽搁。”他告诉记者。

1971年4月，一个由15人组成的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问中国。从那次
历史性访问开始，中美双方用一颗小
小乒乓球，“撞开”重新交往的大门，书
写下“小球转动大球”的外交佳话。
202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旧金
山出席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
宴会时发表演讲，提到1971年“乒乓外
交”的破冰之旅，并指出“是时代潮流
让我们走向彼此，是共同利益让中美
超越分歧，是人民愿望让两国打破坚
冰”。

54年前，美国乒乓球代表团曾在

八达岭长城上合影留念。去年，作为
“5年5万”倡议的参与者，美国弗吉尼
亚大学乒乓球代表团访华时，也在长
城上留下构图几乎一致的合影。得知
习近平主席向美国青少年回复口信，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负责全球事务的副
教务长、前资深外交官斯蒂芬·马尔告
诉记者，加强体育交流可对国际关系
发挥积极作用，“竞技体育在鼓励每一
名参与者争取展现自己最佳水平的同
时，也强调把人类联系在一起的共同
价值”。

“匹克球已搭建起独特而欢乐的桥
梁，帮助我们加强联系、互相尊重、共同
学习。”访华团师生在信中写道。

“中美关系的未来，应是我们不负
青春之约的共同未来。”参与交流的上
海市卢湾高级中学学生孙语艳说。

中美青少年正延续跨越太平洋的
“双向奔赴”之旅，增进了解、沟通心灵、
缔结友谊，以更加真实、立体、丰富的人
文交流之笔，书写中美民间友好的新佳
话。

（新华社华盛顿/北京7月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