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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在遼寧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內，「紀念抗戰勝利 銘記不朽功勳」——紀念中國

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8周年主題系列活動相繼舉辦。在當日上午舉

行的「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8周年抗戰文物史料捐贈儀式」上，一批重要史料

文物首次曝光，從文化、經濟等多角度揭露日軍侵華的罪行。其中，多件印有「魚龍變

化」字樣和圖案的瓷器文物，寓意着在日本統治下的滿族、蒙古族和日本兒童將會有像

魚變成龍一樣的「變化」，是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建立傀儡政權後，美化殖民統治、向

東北人民灌輸奴化教育思想，泯滅民族意識與國家觀念的歷史罪證。

日軍美化侵華 瓷器印「魚龍變化」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 遼寧瀋陽舉辦文物史料捐贈

3日上午，來自瀋陽的收藏家高大航、邵志
剛、魏朝東、魏東、劉桂華、王巍巍等將

珍藏多年的民國時期老火車牌牙粉盒、民國肇興窯
業瓷碟、1946年志城銀行存款票據、1941年日本
出版書籍《回顧》和偽滿時期瓷壺等藏品無償捐贈
給「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其中兩件中式瓷製茶壺
和兩件瓷製茶杯上均出現了「魚龍變化」的字樣和
小兒嬉戲的圖案。其中一套文物的捐贈者、瀋陽收
藏家協會會員魏東介紹，這些偽滿時期的瓷壺、瓷
杯正是日本侵華險惡用心的罪證，其上的設計細節
更充滿了日軍發動侵略戰爭的意圖。「『魚龍變
化』來源於中國古成語，意思是說事物發生了本質
的根本的變化，日軍通過這樣的設計，就暗含了侵
略的意圖，這上邊的圖案印花的元素也就是罪證之
一。」

瓷印揭日企圖「征服中國」野心
在這幾件瓷器上，日軍通過不同的細節設計呈現
出中國滿族地區和蒙古族地區幼兒與日本幼兒在一
起玩耍的畫面。「畫面上想表現的是三國和諧的景
象，但日本在提出侵略中國的『新大陸政策』的文
件《田中奏摺》中，就提到說『欲征服支那，必先
征服滿蒙』，這就是他們利用文化侵入實現侵略的
罪證。」魏東同時介紹，細究其裏，在印花圖案中
龍的形象為三爪龍，實則是日本龍的典型形象，
「這種暗含的寓意就更明確了，就是日本對自身侵
略戰爭的美化，對中國的奴化輸出。」他介紹，當
時由於技術限制，中國瓷器上的紋飾都為手繪，而
日本通過向中國大量出口這種瓷器上的「貼花
紙」，實現了經濟和文化上的雙重入侵。

文物背後蘊藏「實業救國」故事
參與本次捐贈活動前期策劃的瀋陽收藏家協會副
會長高大航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此
次參與捐贈的收藏家均為瀋陽收藏家協會的收藏家
們，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收藏者致力於紅色文物的收
藏和保護，文物的類型、領域也不斷豐富。特別是
通過文物發掘出不少背後英雄人物的故事，他認
為，這背後的民族英雄更應該被人們記住。
民國時期老火車牌牙粉盒、民國時期肇新窯業製
青花靈芝紋瓷盤、1946年志城銀行存款票——本次
捐贈的一條主線，就是這些文物背後感人的「實業
救國」故事。瀋陽收藏家協會副會長邵志剛此次捐

贈的民國時期肇新窯業製青花靈芝紋瓷盤和1946
年志城銀行存款票，就與民族工業振興、隱蔽戰線
上的愛國企業家等息息相關。其中，文物肇新窯業
製青花靈芝紋瓷盤見證了民族企業家、革命烈士杜
重遠在瀋陽開設東北首家機製瓷業，並打破「東洋
瓷」經濟壟斷的特殊歷史。邵志剛介紹，肇新窯業
創建於1923年，其以品類齊全的器型、豐富多彩
的釉色與紋飾、先進的製瓷工藝打破了「東洋瓷」
壟斷，為國家和民族挽回諸多權利，它是瀋陽民族
工業的代表，更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象徵。

志城銀行是搜集日軍情報主要場所
另一件志城銀行存款票據，則濃縮着隱蔽戰線上

的愛國人士鞏天民可歌可泣的故事。作為志城銀行
曾經的股東、董事兼總經理，鞏天民是瀋陽九人愛
國小組成員之一。1932年1月，國際聯盟理事會派
遣國聯調查團到遠東實地調查「九一八」事變真實
情況，愛國小組在日偽嚴密控制下，竭力搜集日軍
侵華罪證，並獲取了日軍蓄謀發動「九一八」事變
及拼湊偽滿洲國的第一手證據，並幾經輾轉交給國
聯調查團，成為國際聯盟最終裁定日本發動「九一
八」事變是侵略行為的重要實證。此後，鞏天民長
期在中共隱蔽戰線上作出突出貢獻，志城銀行就是
其秘密搜集情報、開展活動的主要場所。

◆文物捐贈者、瀋陽收藏家協會會員魏東介紹印有
「魚龍變化」字樣的瓷器文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
道）9月3日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
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3日舉辦
「四海同歌——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8周年」主題音樂
會，在紅色經典中重溫抗戰歷史，感悟偉
大勝利。88歲高齡的高明道曾是解放軍軍
樂團成員，當天他與兒子、孫子同台演
奏，用音樂緬懷先烈，銘記歷史。

當日上午10時30分，在《畢業歌》激
昂的樂曲中，主題音樂會正式開始，將現
場觀眾帶回到「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的中
國，再現了那一時期全國上下空前高漲的
革命和愛國熱情。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
主題音樂會演奏團體由抗戰館志願者管絃
樂團和志願者朗誦團組成，以管弦交響樂
的演出形式，演奏抗戰主題音樂作品。主
題音樂會上還演奏了電影《地道戰》主題

曲、《南泥灣》等。
此次主題音樂會演奏者中有一位88歲高

齡的老人高明道，他曾是解放軍軍樂團老
一輩演奏者。高明道說：「為了演奏好這
場音樂會，我們多次綵排練習。兒子、孫
子和我一起參加這次活動，感到非常有意
義，我們就是要用實際行動，銘記歷史，
緬懷先烈，傳承革命先輩的優良傳統，讓
偉大抗戰精神在新時代綻放光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
道）9月3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
同胞紀念館勝利廣場上，嘹亮的「勝利
號角」劃破長空。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8周年主題
教育活動在此舉行，南京大屠殺倖存者
後代、解放軍官兵代表、青少年、紫金
草志願者和紀念館館員等各界代表共同
緬懷抗戰先烈和遇難同胞，宣示銘記歷
史、吾輩自強的決心。

紀念館勝利廣場鐵紅色的勝利之牆，寓
意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廣場四
周的黑色花崗岩上，鐫刻有民政部於2014
年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
雄群體名錄。一寸山河一寸血，每一個名
字，都有一段可歌可泣的英勇故事；每一
個忠魂，都蘊藏着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
在凝重深沉的《獻花曲》中，紀念館向

南京大屠殺的無辜死難者、慘遭日本侵略
者殺戮的死難同胞、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勝利獻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同
中國人民攜手抗擊日本侵略者而獻出生命
的國際戰士和國際友人敬獻花籃，現場各
界代表依次上前獻花。
來自孟加拉國、愛爾蘭、菲律賓等國的

六名國際志願者代表也參加了本次活動。
來自孟加拉國的那夫目前是東南大學海外
教育學院碩士研究生，來南京求學三年
間，他專門了解過南京大屠殺歷史。他認
為，全世界的年輕人都要記住這段歷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道）為紀念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8周年，瀋陽「九一八」歷
史博物館特別開闢出獻花區域，並首次嘗試在趙一
曼、楊靖宇等英雄人物的展示展覽區設立獻花區
域，讓觀眾在參觀的同時融入到紀念活動的氛圍當
中。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到，當日的「九一
八」館內青少年觀眾人數眾多，又恰逢周末，很多
年輕的父母帶着兒童前來參觀，更有不少少年學生
結伴來到這裏，為英雄鮮花。
當日，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還開展了一系

列觀眾參與的紀念活動，其中在博物館展廳內進行
的宣講活動上，以抗戰故事為主線，由全國、省級
五好講解員及館內榮獲國家及省市各級獎項的講解
員為觀眾講述《一台相機背後的真相》、《忠誠戰
士偉大母親——趙一曼》、《民族英雄——楊靖
宇》、《八女英魂光照千秋》等紅色故事。同時，

博物館專家級講解員還為觀眾帶來專題黨課講座
《英雄城市的抗戰文化》，通過「起點」誓死不當
亡國奴、「號角」抗戰的第一篇宣言、「國歌」民
族抗戰的最強音、「英烈」遼寧抗戰的紅色記憶共
四個部分，講述了十四年抗戰歷史以及與這段歷史
相伴的民族記憶。
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館長范麗紅介紹，該

館近年堅持以「藏品立館」，藏品從建館之初的一
千多件到如今已達到1.4萬多件，其中珍貴文物200
多件套，尤其是近年來搜集和整理了很多日本侵華
的一手資料，也稱為館內的寶貴財富。特別是延續
了多年的文物捐贈活動，成為民眾參與傳承愛國精
神的具體體現，更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和研究價
值，對豐富博物館館藏、填補相關文物種類空白起
到重要作用，為博物館學術研究和改陳布展提供了
新的內容和史料支撐。

「九一八」歷史博物館特設向英雄獻花區

◆「紀念抗戰勝
利 銘記不朽功
勳」——紀念中
國人民抗日戰爭
暨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勝利78周年
主題系列活動3日
在遼寧瀋陽「九
一八」歷史博物
館舉行。

香港文匯報
記者于珈琳 攝

北京：軍樂團前輩攜兒孫同台演奏緬懷先烈

南京：吹響「勝利號角」銘記歷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新界社團聯會和民政
事務總署3日在屯門大會堂合辦「紀念中國人民抗日
戰爭勝利78周年暨東江縱隊成立80周年大會」，以
此緬懷先烈，冀以史為鑒，開創未來。活動上，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召集人、新社聯會長陳勇呼籲在香港設
立抗戰歷史紀念館。
陳勇致辭時講述了東江縱隊的抗戰事跡，以及抗
日英烈奮勇殺敵的歷史。他表示，舉辦紀念大會，
除了要永遠銘記東江縱隊的光榮歷史與不朽功績，
弘揚東江縱隊的愛國主義精神，把東縱精神代代傳
揚下去之外，還要繼續做好對健在的抗日老烈屬、
老戰士的優撫關愛工作，包括上門探訪，為老烈
屬、老戰士送慰問金、棉被及抗疫愛心福袋等。
他強調，抗戰歷史不應被遺忘，要共同銘記這一

歷史，傅承抗戰精神，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而不懈奮鬥。

香港：紀念東江縱隊成立80周年 籲設抗戰歷史紀念館

◆新社聯與香港民政總署合辦「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8周年暨東江縱隊成
立80周年大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一存、朱燁 北京報
道）第十一次全國歸僑僑眷代表大會圓滿完成
各項議程，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
在2日晚舉行的中國僑聯第十一屆委員會第一
次全體會議上，大會通過選舉產生全國僑聯新
一屆領導層，萬立駿連任僑聯主席，18位副主
席包括南京大學黨委書記、中央政府駐港聯絡
辦前副主任譚鐵牛，以及香港僑界社團聯會首
席主席余國春、香港福建社團聯會榮譽主席吳
換炎。余國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獨家訪問時表
示，在中國改革開放史上，華人華僑是外來投
資的先驅。港僑擁有獨特優勢，對於香港乃至
中國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應發動港僑力量推
動開放合作向制度型開放轉變。

2日晚召開的中國僑聯第十一屆委員會第一
次全體會議選舉萬立駿為新一屆中國僑聯主
席，劉藝良、齊志（女）、紀斌、李豐、李占
勇、李興鈺、連小敏、吳晶（女）、吳換炎、
余國春、陳潔英（女，壯族）、高峰、郭占
力、郭啟民、梁謀、程紅（女）、程學源、譚
鐵牛為副主席（以上按姓氏筆畫排序），陳邁
為秘書長。3日舉行的閉幕式宣布了上述名
單，並通過了相關決議。
余國春在會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香港僑界人士中不乏擁有國際視野的專業人
才，其中很多人士不僅了解世界各地的市場、
法律，貿易規則、知識產權保護等，亦對中國
營商環境頗為熟悉。他認為應該加大力度重視

這些優秀人才，或由政府相關部門邀請他們擔
任顧問，充分發揮利用他們的專業知識和技
能，對照國際化水平，以國際高標準、高水平
為槓桿，努力打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
一流國際化營商環境，發動香港僑界力量推動
開放合作向制度性開放轉變。
「過去四十餘年來，香港僑界一直參與和推
動改革開放，僑資更是中國引進外資的主
體。」他指出，在改革開放史上，華人華僑創
造了一個又一個「第一」，是外來投資的先
驅，不僅帶來資金、技術、人才，更為內地輸
入了先進的理念和管理經驗，促進了許多領域
的觀念更新。當前，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
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同時，國際形勢的不

穩定性、不確定性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要
進一步擴大開放合作、提升製造業外向型發展
水平，華人華僑可以充分發揮積極作用。
余國春還表示，在中國對外交往過程中，華
人華僑一直擔任着重要的「民間使者」角色，
以實際行動不斷促進民心相通。當前，面對複
雜多變的國際局勢，僑界人士可以進一步發揮
聯通海內外的優勢，凝聚共識，團結壯大愛國
力量。
他亦指出，隨着中國重點領域改革不斷深

入、各項政策措施的實施以及營商環境的不斷
優化，相信將吸引更多僑資企業把核心技術帶
回中國國內，在粵港澳大灣區投資高端製造
業。在為大灣區創造就業的同時，不斷促進產

業技術創新和培養高新技術人才。
多位僑界代表接受訪問時表示，將以本次大
會為新起點，做好海外僑務工作。粵港澳大灣
區創新智庫主席莊守坤表示，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RCEP、「一帶一路」倡議等國策方針為
香港及國家帶來無窮機遇，港僑應當珍惜和善
用香港獨特優勢，找準自己的定位，為祖國實
現中國式現代化添磚加瓦，不斷凝聚僑心、僑
力、僑智，為祖國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支
撐。
「中國發展得好，我們才能更加自信，在海
外腰板兒才能挺得更直。」捷克共和國青田同
鄉會會長、捷克浙籍僑團聯盟主席周靈建表
示，中國取得了許多令人矚目的成就，自己在
海外也深感自豪與驕傲。未來將做好在海外僑
界的傳播工作，為推動中外友好和交流作出更
大的貢獻。

萬立駿連任中國僑聯主席 余國春倡重視港僑界專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