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居安思危，铭记“九一八”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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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安思危不忘国耻不忘历史
“‘九一八’ 事变， 忘不了也不能

忘，那是我们的耻辱啊！ ”提起“九一
八”事变，已近

70

岁高龄的李华一老
人情绪非常激动。

生于
1945

年的李华一是一个退
伍老兵，

1964

年至
1979

年曾在部队
服役。李华一老人告诉记者，虽然时隔
多年， 但回想起自己当初在部队生活
的点点滴滴，他仍记忆犹新。 “现在的
生活和以前相比， 那可是一个天上一
个地下， 我们年轻那会儿连饭都吃不
饱。”老人说道，虽然物资极度匮乏，但
身在部队的李华一和他的战友们却一
刻也没有忘记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

“我们在部队接受教育时，了解到抗日
战争时期国家遭受到侵略和苦难。 每

当看到敌人入侵，国破家亡的惨状，我
们都感到万分痛心。恨自己生不逢时，

不能回到那个时候， 上战场誓死拼杀
敌人。 ”李华一老人激动地说道。

“现在，我在家里还时常给孩子们
讲起这段历史， 可是他们常常因工作
繁忙，没有时间静下心来听。”对此，李
华一老人感到非常遗憾。

“现在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但
是我们也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却耻辱，

更不能忘记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牺牲的
革命先辈们。”李华一老人说道，“希望
大家能多抽出时间认真回顾历史、了
解历史， 也希望有关部门能更加重视对
这些历史事件的纪念， 我们要居安思
危，时刻保持警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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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能重来反省历史避免悲剧重演
“

83

年后，我们回望历史，是为了从
历史中寻找未来的方向。 ”

9

月
17

日下
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信阳师范学院历
史文化学院研究近代史的陈恭明老师说
道。

陈恭明说，“九一八” 事变是日本蓄
意制造并发动的侵华战争， 是日本帝国
主义侵华的开端。 “九一八”事变以后，

日本开始对东北进行血腥统治，对东
北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制造了许多
血案。 “我们牢记‘九一八’这个国耻
日是为了激励世人知耻而后勇。”陈恭明
说道。

因为研究和教授中国近代史， 陈恭
明对近代中国受侵略受压迫的那段
历史非常熟悉，每次提起日本人的暴

行，常常是满心愤怒。 “每年，我都要
带着学生去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

让他们更加直观地感受那段屈辱
史。每去看一次，我都要掉眼泪。 ”

陈恭明说道，虽然现在身处和平年
代， 不能亲身体会那时人们的痛苦，

但我们不能也不会忘记那段屈辱的
历史。

“我时常教导学生， 他们肩负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更应该冷静理
性，要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刻苦学习本
领的实际行动。 ”陈恭明说，历史，不
能重来，我们应不断反省历史，以史
为鉴避免悲剧重演，齐心协力实现富民
强国，自强不息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实
现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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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记历史 勿忘国耻

———纪念“九一八”事变83周年

本报记者吴楠
见习记者李亚云

� � � � 193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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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国
耻、国殇、国悲在这一天被聚焦定格。

今天，是“九一八”事变
83

周年纪
念日，我们翻开历史画册，重温

83

年
前的那个夜晚，将历史铭刻于脑海，将
国耻牢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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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时空回溯
83

年前的“九一八”

9

月
18

日，这是一个令中华儿女
痛彻心扉的日子。

1931

年
9

月
18

日
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
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

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
满铁路路轨， 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
队。 日军就以此为借口，开始“名正言
顺”“光明正大” 地炮轰沈阳北大营，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
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
北三省。

1932

年
2

月，东北全境沦陷。

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
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
14

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
3000

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
味。

“九一八” 事变标志着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
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东北人民和未
撤走的东北军部队，组织起抗日义勇
军，抵抗日军的侵略。 此后，中国人民

的局部抗战开始了。

那是一场异常惨烈悲壮的战
争， 在中华民族最危机的时刻，无
数的先烈以血肉之躯抵抗了凶暴
残忍的敌人，全中国人不分男女老幼
团结起来，展开了全民族的反侵略战
争。

每年的
9

月
18

日，全国众多城市
内都汽笛长鸣、警钟长响。 从“九一
八” 事变到抗日战争胜利，

14

年艰苦
卓绝的斗争，中华民族付出了空前的
代价， 用

3500

万英烈的鲜血和生命
铸就了一个大国的尊严，铺就了民族
复兴之路。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83

年后的
今天，我们仍在纪念这段历史，纪念
是为了不忘国耻，是为了不忘那些曾
经为民族独立牺牲的人们。 今天，我
们纪念这段历史， 更是为了坚定信
念，继承发扬先烈们敢于担负天下责
任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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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主义教育让历史铭记于心间
“

9

月
18

日是我们的国耻日， 通过
书本，我知道日本军队曾在中国犯下了
令人发指的罪行，他们的罪行给中国人
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

9

月
17

日，正在
上初中的李姝霖对记者说道。 在学习这
段历史时，她的感触非常深刻。 “我们现
在的生活非常幸福，但我知道，这是众多
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我们更
应该好好学习，积极向上，长大后努力为
国家做贡献。 ”通过走访我市中小学生，

记者发现大部分学生对“九一八”事变有
所了解，但也有少数学生表示自己只是
听说过。

“每年的
9

月
18

日， 我们学校都会
以班级为单位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回忆‘九一八’事变的惨痛历史，告诉
同学们要谨记国难日，珍惜今天来之不
易的幸福生活，勿忘国耻，发奋图强。 ”

信阳高中杨老师表示，爱国主义教育是
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希望学
生能够通过接受教育正确认识祖国的历

史和现实，锐意进取，真正把爱国之志变
成报国之行。

其实， 爱国主义教育不仅仅局限在
学校，博物馆、革命纪念馆等也是学生了
解历史的一个重要平台。

9

月
17

日上
午，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记者看到有不
少人正驻足在展馆内， 认真观看纪念馆
内的历史史料。 在纪念馆内“胜利之光·
信阳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

69

周年”专
题展台中， 大量珍贵的照片揭露了侵华
日军的罪行， 全面展示了大别山地区艰
苦卓绝的抗战经历。

馆内负责讲解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纪念馆经常会接待由学校组织前来
参观的大批学生。 “胜利之光·信阳纪念
中国人民抗战胜利

69

周年” 专题展是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69

周年，自开展以来，吸引了
不少人前来观看学习。 工作人员表示，该
专题展将保留至

9

月底， 他们也希望会
有更多的人前来参观，了解并铭记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