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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銘記歷史，珍愛和平。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7周年紀念日，今年也是中韓建交30周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與韓國獨立紀

念館以抗戰為主題舉辦交流展覽。9月3日在抗戰館開幕的「中韓共同抗戰」專題展，展出了80餘幅歷史圖片，帶領

觀眾共同銘記和回顧中韓兩國人民抵禦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偉大抗爭歷史。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館長羅存康表示，

舉辦交流展就是要共同銘記和回顧兩國人民共同抵禦日本帝國主義的烽火歲月。紅軍後人代表在現場表示，中國人民抗

戰勝利有很多國際友人支持，要發揚艱苦奮鬥抗戰精神，用行動守護寶貴的和平。

1910年，日本帝國主義強制吞併大韓帝國，強佔了朝鮮半島。大批朝鮮半島的愛國人士流亡
中國。為恢復被日本帝國主義掠奪的國家主權，韓民族持
續開展獨立運動，韓國獨立運動家在中國建立獨立運動基
地，與中國革命人士結下了深厚友誼。20世紀三十年
代，許多韓人青年在中國的幫助下，進入中國軍校接受軍
事訓練。這些畢業生成為軍事人才，與中國軍隊一起抗擊
日本侵略者，直至1945年迎來韓國光復。

80餘幅圖片見證中韓並肩作戰
「中韓共同抗戰」展覽共分「中韓聯手 共謀同途」、

「侵略加劇緊密團結」、「流血流汗同心禦敵」三個部
分，展出80餘幅歷史圖片，包括從1910年至1945年期
間，面對日本帝國主義殖民侵略，韓人來到中國開展獨立
運動，中韓兩國並肩作戰，抵抗日本侵略，最終迎來光復
和勝利的多個重要瞬間：1912年，韓國獨立運動家申圭
植取「同舟共濟」之意在上海建立同濟社，為本國獨立運
動奔走；1940年，韓國光復軍總司令部成立典禮在重慶
舉行，周恩來、董必武等人到場祝賀留影並簽名；1941
年12月8日，日本偷襲珍珠港，12月10日，大韓民國臨
時政府發表了《對日宣戰聲明書》。為讓觀眾更好地理解
展示內容，更深入地了解這段歷史，展覽中還精心製作了
講解視頻。

老兵：希望青年感受抗戰精神
迎着秋風，在抗戰館前懷抱手風琴拉響抗戰名曲，紅軍

後人劉建新彷彿又想起了父母的音容笑貌。他的父母都是
359旅戰士，為祖國和平奉獻一生，「這些抗戰歌曲我們唱
了大半輩子，從小時開始就很熟悉，我們想繼續傳承下
去，希望青年一代都能從歌曲中感受到抗戰精神。」
劉建新表示，中國人民抗戰勝利有很多國際友人支持，

「世界上絕大多數人民都是和平愛好者，中國也希望世界
和平。我們的父輩都是為了和平奮鬥一生，希望全世界人
民團結起來共同維護世界和平。」
身為老兵，他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說：「小米加步槍都能

贏得抗戰勝利，現在咱們是東風加航母，全國人民應該更
有信心、更堅定維護祖國統一，讓國家更富強。」他認
為，年輕人一定要發揚抗戰先烈艱苦奮鬥的光榮傳統，積
極向上。
自2007年起，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與韓國獨立紀

念館進行友好合作。今年的交流展覽包含由中國人民抗日
戰爭紀念館策劃的「抗戰時期美術作品展」，已於8月11
日在韓國獨立紀念館舉辦。3日，在抗戰館舉辦的此次展
覽則由韓國獨立紀念館策劃。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館長羅存康表示，共同的命運

和遭遇將中韓兩民族緊緊地聯繫在一起，「舉辦此次交流
展，就是要共同銘記和回顧兩國人民共同抵禦日本帝國主
義的烽火歲月，進一步增強兩國人民的相互了解，進
一步加深兩國人民的深厚友誼」。韓國獨立紀念館
館長韓詩俊通過視頻致辭方式回顧了中韓共同抗
戰和中韓兩館友好交往的歷史。

莊先生：從未想到中韓之
間還有這樣血淚交融的共
同抗戰歷史，發人深思。

趙女士：中韓兩國人民的
友誼必定長存。因為我們
有同仇敵愾的歷史，我們
也有善良的共同美德。

志願講解員：抗戰館存在
的一個重要意義就是提醒
後人不要忘記那段恥辱的
歷史。

初中生：對中國人民抗戰
的歷史都已有所了解，卻
並不知道中韓在共同抗日
方面還有這麼多故事，通
過展覽收穫很大。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舉辦「中韓共同抗戰」專題展覽，一名記者拍攝介紹當年在華朝鮮義勇軍書寫的抗日標語的圖片展
板。 中新社

◆ 1940年韓國光復軍總司令部成立典禮在重慶舉行，周恩來、董必武等到場祝賀並簽
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攝

◆韓國光復軍軍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攝

◆1945年，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歸國紀念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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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願講解員等以合唱抗戰歌曲的志願講解員等以合唱抗戰歌曲的
形式開展紀念活動形式開展紀念活動。。 中新社中新社

紅軍後人劉建新紅軍後人劉建新
香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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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頭角抗戰紀念館揭幕 記錄香港抗戰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首間抗戰紀念
館「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3日正式揭幕，展館展
覽分兩部分，分別介紹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抗
戰史蹟和「香港抗日一家人」羅家的感人事跡。羅
家大屋曾經是港九大隊的活動據點，為抗戰的重要
見證。如今，羅家大屋成為抗戰紀念館，通過圖
文、文物等史料，將香港抗戰這段歷史記錄下來並
展現出來。「不忘歷史，同開新篇。」香港廣州社
團總會主席、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館長黃俊康希
望以抗戰紀念館的落成揭幕為新起點，用這間以紅
色史蹟打造成的愛國教育基地，積極推動香港市
民，特別是青少年正確認識自己的國家，清晰了解
過去的歷史，深情熱愛自己的民族，共同守護和建
設好香港。
香港沙頭角抗戰紀念館由香港廣州社團總會、東
江縱隊歷史研究會、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老游
擊戰士聯誼會、新華國際文化交流有限公司擔任主
辦單位。3日出席揭幕典禮的主禮嘉賓包括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李家超、香港中聯辦副主任何靖、外交部
駐港副特派員方建明、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等。

由羅家大屋改建而成
1941年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數小時，對香港發
起了進攻，僅僅抵抗18日，港英政府便宣布投降。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廣東人民抗日游擊隊的一支武工
隊隊員羅汝澄進入香港沙頭角，以羅家大屋為落腳
點，開闢根據地。從此，羅家大屋成為了港九大隊
的活動基地及交通站，被稱為「香港抗日第一
家」。2017年，羅氏後人將這間佔地8,000多方呎、
建築面積6,000多方呎的祖宅，以一元租金價格永久
租出，用來建成一間香港自己的抗戰紀念館，這也
是香港首個長期展示港九大隊歷史的國民教育基
地。
抗戰紀念館擁有三個「第一」：香港第一家抗戰
紀念館、第一家與中共黨史有關的紀念館、第一家

系統介紹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抗戰歷史的常設愛
國主義教育基地。館內間隔相通，展覽第一部分介
紹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抗戰史蹟，羅列了日軍
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所犯下的戰爭罪行；第二部
分是「香港抗日一家人」羅家的感人事跡，滿牆的
黑白照片展現了羅家高尚的民族氣節和愛國傳統。
館內還展出了仿製抗日期間游擊隊使用的槍械，更
搭建了一條「叢林隧道」，讓參觀者感受游擊隊當
年在槍林彈雨下的境況。

黃俊康：讓青少年知道港人一直很愛國
身為羅家外孫的黃俊康表示，他一直有個心願，
紀念家中長輩和先烈的同時，也要為香港的歷史留
下記載，讓香港青少年知道香港人一直很愛國，讓
他們熱愛國家，認識民族。
「年輕人、青少年，對香港、對國家歷史了解太
少，我們的上一代是為了保衛國家、保衛香港而付
出血和汗水，很多很多的付出。希望（紀念館）可

以發揮作用，因為只看課本不足，只靠老師說是不
足，應該讓青少年能看一些有血有肉的歷史。」他
說。「我們國家和香港都曾經歷過一段受人欺凌、
非常艱苦的抗戰過程，我們是中國人，絕不能忘記
這段歷史。」出席了揭幕儀式的青年大使馬凱文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只要紀念館有活動，
他都很願意出來義務負責接待、導賞等工作。
他說，目前青年大使共有28人，都是九零後的青
年。「我們希望發展更多青年大使，一起出來為抗戰
紀念館貢獻力量，特別是向更多香港青少年介紹抗戰
歷史。」「我們不能忘記抗戰先烈的付出和犧牲，
更要懷着感恩的心，感謝他們的努力和犧牲，換來
我們今日和平的生活。」同樣是青年大使的黃凱彤
說，身為中國人，我們一定要認識和了解中國歷
史，才能知道自己的根本在哪裏。
黃凱彤在高中時期修讀中史科，對抗戰這段歷史
銘記在心。只要紀念館有公開展覽，她都會利用假
期出來做義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