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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旭

　　80年前，中国人民经历艰苦抗战，成功捍卫了
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尊严。在抗战历程中，中国人
民同仇敌忾、浴血奋战，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
雄事迹。太行深处的抗战壮歌，东北抗日联军在极
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争，淞沪会战中中国
军队英勇抵抗，都体现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抗
战精神如星火般燎原，成为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
精神财富。80年后的今天，抗战精神依然如同一座
不朽的丰碑，矗立在时代潮头，为我们提供着前行
的动力。抗战精神不仅见证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还将在推动中国社会发展、增强国家凝聚力和实
现民族复兴的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抗战精神的核心内涵

　　抗战精神是在中华民族危亡时刻迸发出的强
大精神力量，凝聚了中华儿女的智慧与血脉，塑造
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坚韧特质。特别是在中华

民族遭遇空前灾难的关键时刻，
抗战精神激发了全体中华儿女的
爱国情怀，唤起了他们顽强拼搏、

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爱国主义作为抗战精神的核心与灵魂，贯穿
于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民族危亡之际，爱国主义
激发了全体中国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英雄
气概，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力量源泉。在国家危
亡之际，中华民族展现出了空前的凝聚力。无论是
深入敌后的八路军、新四军，还是奋勇捐资捐物的
普通百姓，甚至是远在海外的华侨，他们都以极大
的热情和勇气为抗战胜利贡献了力量。爱国情怀，
促使了全民族的团结和奋斗，成为中国人民英勇
抗战的强大动力。对国家深沉的认同感、归属感和
责任感，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支柱。
　　在中华儿女的心中，民族气节始终未曾消
逝。无论是在正面战场上浴血奋战的中国军人，
还是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人民，所有人在这一时
期展现出了高度的民族自信与坚守。在战争的最
黑暗时刻，中华民族展现出的不屈精神，成为所
有中国人共同的精神支柱。民族气节并非凭空产
生，而是扎根在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对自由、尊严
和独立的向往与追求中，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抗战时期，中华民族为共同的目标而团
结一心，展现了空前的凝聚力。
　　英雄气概是抗战精神的鲜明特征。无论是捍

卫国家独立的士兵，还是在民间自发组织的抗日
活动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他们所展现的英勇无
畏、舍生取义的精神，塑造了中国人民强大的民族
自信心。在物质极为匮乏、装备严重落后的情况
下，中国军民仍凭借不畏强暴、英勇抗敌的坚定信
念，抵抗了日本的侵略。淞沪会战中，面对敌人强
大的空军和舰炮，中国军人不退缩、不畏惧，用血
肉之躯捍卫了国土的完整，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
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台儿庄战役、百团大战等一
系列战役，展现了中国军民用顽强的斗志和顽固
的意志力迎接胜利的决心。
　　集体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深刻影响了中
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社会行为。抗日战争时期的
集体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难时
刻，携手同心、共同抵御外侮的重要力量，它为中
华民族的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后来
的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中国人民为
了抵抗外敌，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从战场上的英
勇奋战到后方的民众支援，从北国雪原到南国海
岛，中华大地上每一寸土地、每一个人都与抗日
事业紧密相连。在这场涉及全民族的艰苦斗争
中，集体主义让中国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展现出
前所未有的凝聚力。

抗战精神的当代价值

　　回望中国抗战历史，正是因为中国人民拥有
坚定的信仰和理想，才得以在强敌面前展现出如
此顽强的抗争精神，最终取得胜利。当今经济全球
化和社会信息化的进程加剧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差
异，社会分化问题日益严峻。抗战精神不仅仅是中
国人民的宝贵遗产，它已成为民族复兴的动力源
泉，指引着我们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抗战精神所蕴含的爱国主义、英勇斗争、团
结协作和集体主义等核心价值，深深扎根于中华
民族的血脉之中，能够在每一个历史时期，激励
我们砥砺前行，是我们坚定民族复兴信念的重要
源泉。今天，我们面对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挑战同
样需要凝聚全民族的智慧与力量。无论是创新发
展，还是社会稳定，抑或国际话语权的提升，我们
都需要以抗战精神为指引，不畏困难、勇担责任、
不断前行。
　　抗战精神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虽然
诞生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却在新时代实现民族复
兴的伟大事业中密切相连，相辅相成。抗战精神，
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具象征性的精神力量之一，

强调个人与集体、个人与国家、个人与民族之间
的深刻联系。抗战精神激发了中华民族的共同认
同感与凝聚力，深化了民族自豪感。在抗日战争
的浴血奋战中，中华儿女超越了种族、阶级、宗
教、地域等差异，以坚强的意志和无畏的勇气，展
现出全民族团结一心、同仇敌忾的伟大力量。弘
扬抗战精神，特别是其中蕴含的民族凝聚力，不
仅有助于深化民族认同，还能够增强全体中国人
民的凝聚力与向心力，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华民族反抗侵略、争取解
放的伟大斗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
成部分。抗战精神所蕴含的团结协作、共同奋斗的
力量正是推动全球合作的强大精神基础。纪念与
弘扬抗战精神，不仅是在缅怀历史、铭刻英勇的民
族记忆，更是在传承珍爱和平、反对战争、维护正
义的价值观。在全球化进程加速的今天，中国展现
了反对侵略、维护正义的坚定立场，以更加开放、
包容的姿态融入世界，与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挑
战，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
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与中国力量。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法学院）

□ 本报记者      余东明  张海燕
□ 本报实习生  张晓颖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
雄谢晋元；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
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这首慷慨激昂的
《歌八百壮士》，曾激励亿万中华儿女勇猛打击
日本侵略者。
　　在抗战史上，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必定
是浓墨重彩的一篇。这场战役规模之大、时间之
长、情况之复杂、战斗之悲壮，在中国乃至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史上都十分罕见，抗日军民在战争中
表现出的英勇顽强，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
热情，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
它向世界宣告：中国，永远不会被征服！
　　88年后的今天，《法治日报》记者走进上海淞
沪抗战纪念馆和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透过泛黄
的照片、斑驳的武器和浸染血泪的遗物，重回那个
炮火连天的年代。

打破幻想

　　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文史研究部研究人员
李泽巍的指引下，记者走进罗店血战的模拟场馆，
炮火声与雷鸣声交织，阵阵闪电划过暗夜，周遭尽
是断壁残垣、狼烟烽火，日军身影似在眼前……
　　1937年8月13日，蓄谋已久的驻沪日军突袭
中国军队，随即遭到迎头痛击，拉开淞沪会战序
幕。10天后，从日本赶来的日军先遣部队在吴淞
口、川沙镇登陆，午后川沙失守，日军直逼罗店
镇。这里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中国军队连个像
样的战壕都来不及修筑，只得凭着血肉之躯抵
挡日军进攻。
　　为阻止日军继续深入，中国军队第十八军的
将士们，面对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每日数次
冲锋，伤亡枕藉，仍死守不退。镇内的每一条街道、
每一座房屋，都成了战场。战士们在硝烟弥漫中穿
梭，与日军展开激烈的巷战。
　　“在反复争夺中，罗店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一寸山河一寸血’，被后世称为‘血肉磨坊’。”李
泽巍说，如今的模拟场馆部分还原当时惨烈的战
况，让参观者更深刻体会到中国军民抵抗外侮的
坚定决心。
　　模拟场馆不远处的陈列柜内，一名年轻军
官的委任状和毕业证书并排放在一起，主人公
是28岁的姚子青。李泽巍向记者讲述了那段悲
壮的故事。
　　淞沪会战刚爆发，姚子青就被擢升为中国
军队第98师293旅583团第3营中校营长，从汉口
东进上海，率领六百名战士奉命守卫宝山县城。
战前，他写下绝笔书：“此去倘能生还，固属万

幸；如有不测，亦勿悲戚。”他将家书托付给妻
儿，率部死守。进驻宝山城后，他便组织修建城
防设施，枕戈以待。1937年9月5日，日军10余架空
军战机、10余辆坦克和近千名步兵共同向宝山
城发起全面进攻，妄图一鼓而下。
　　姚子青营主力在宝山城外与日军奋战两个小
时，城郊阵地全部夷为平地。战斗持续了一天一
夜，6日天亮后，日军再次突击，冲入城内，姚子青

率残部与敌巷战。弹尽粮绝时，他下令：“上刺刀！”
战士们以白刃血战至最后一刻，除一人突围汇报
军情外，六百战士皆壮烈殉国。
　　“中国军队虽未能抵挡日军铁蹄，却向世人
展示了不畏强敌、奋勇抗争的精神。他们用鲜血
和生命彻底粉碎了日军快速突破的企图，为后
续的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馆长孔祥俊说。

中华不亡

　　从淞沪抗战纪念馆出发，记者来到四行仓
库抗战纪念馆。仓库外墙上的弹孔痕迹依旧清
晰可见，仿佛还在向世人诉说着当年那场惊心
动魄的战斗。
　　淞沪会战苦战两个月后，尽管中国军队一再
后撤，仍控制上海，这与日军的盘算背道而驰。1937
年10月26日，闸北地区仅留中国军队第88师262旅
524团1营，团附谢晋元攥着一纸命令：“死守上海最
后阵地”，这最后阵地便是四行仓库。1营仅有414名
战士，为迷惑日军，他们号称“八百战士”。
　　“八百战士”中，八成是18岁至23岁的湖北
新兵。日军几次进攻都被击退后，以钢板阵逼近
仓库，年仅21岁的陈树生身捆炸药，从五楼纵身
跃入敌群，与数十名日军同归于尽。陈树生牺牲
后，官兵们纷纷给亲人写下遗书，“余一枪一弹，
决与倭寇周旋到底”“剩一兵一卒，誓为中华民
族求生存”……
　　四天四夜，日军发动十余次冲锋，甚至动用毒
气弹，却始终无法攻破仓库。1937年10月28日深夜，
女童子军杨慧敏冒死将一面国旗送入仓库。次日
清晨，这面旗帜在硝烟中冉冉升起，对岸租界的民
众含泪高呼：“中华不亡！”
　　如今，“八百壮士”留下的298封遗书，静静
地陈列在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中。序厅内，谢晋
元给妻子的家书以巨幅装置艺术呈现，一群小
学生驻足观看并齐声朗诵：“为国杀敌，是革命
军人之意志也……”
　　除官兵奋勇杀敌，无数普通人的义举更是让
人动容。淞沪抗战纪念馆内一尊半身铜像引人注
目，他是中国红十字总会上海分会第一救护队副
队长苏克己，在救治跳伞负伤的飞行员苑金函时
意外遭遇日军，他将飞行员藏在猪圈，自己却被碎
尸六段投入化粪池。

　　上海市民同样以决绝之举支援前线。为阻断
日军利用民房作掩体，百姓自发焚烧家园，形成防
火带。“无家可归，但无人后悔！”一名老者的日记
写道。渔民王阿大划船助军队渡河，被日军发现后
连人带船击沉，至死未透露军情。
　　上海郊县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
展敌后游击战争。共产党员瞿犊投笔从戎，与王进
回崇明组织救国会和锄奸团，并把各地分散的抗
日游击队统一组成了崇明县民众抗日自卫总队，
消灭不少日本侵略军，二人后来英勇就义。
　　“尽管上海最终沦陷，但中华儿女在危急关
头宁死不屈，谱写大无畏的英雄史诗，这是中华
民族永恒的精神财富。”市民王先生带着正在上
小学的女儿到四行仓库参观时说，希望孩子能
学习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真正认识到“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

民族希望

　　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对面是一座公园，昔日
的宝山县城城墙旧址就在此处。记者信步而行，这
里绿树成荫，生命以顽强的姿态蓬勃生长。不远
处，高达180米的“金箍棒”观光塔直插云霄，犹如
定海神针，见证新时代宝山的转型发展。
　　日军当年登陆的吴淞口上已经建起国际邮轮
港，2024年全年进出境邮轮达403个航次，其中母港
航次占比97.5%，接待出入境旅客134.13万人次。国
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这里出发，吸引
了超过35万名国内外游客，向世界展现中国智造
的实力和中国范式的独特魅力。
　　曾被称为“血肉磨坊”的罗店崛起一座“北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园”，国盛产投·宝山药谷、东
久新宜生命科技港、临港东方生命港专业化产
业载体拔地而起，药品、疫苗、医疗器械、制药装
备、专业服务平台等不同领域数十家生物医药
企业形成集聚态势，初步构建了“热带雨林式”
生物医药生态体系。
　　四行仓库如今是上海的一处重要历史地标，
这里早已从单一的仓库功能，转变为融合纪念馆、
办公空间、美学街区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文化创
意空间，成为苏州河艺术景观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每天都有无数游客前来参观。
　　淞沪会战的硝烟早已散去。新征程上，中国
式现代化上海实践如火如荼。
　　“回望历史，中华民族面对外强欺凌时从不
低头，在危亡关头奋起抗争。如今，面对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带来的诸多挑战与不确定性，我们更要
传承和弘扬淞沪抗战精神，有勇气直面一切困
难，有决心克服一切阻碍，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征程中续写新的辉煌篇章。”一名游客感
慨地说。

抗战精神：从历史遗产到民族复兴动力的传承与发展

回望“淞沪会战”曾经血泪不可忘

  中国军队在罗店前线以迫击炮攻击日军。
（资料图片）  

  坚守四行仓库的中国官兵。                        （资料图片）  

  战火笼罩下的四行仓库。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