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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宛平城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爆发地，1961年就被
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然而直到 20世纪 80年
代，这里都缺少一处弘扬爱国主义传统、宣传抗战精神、倡导人类
正义和平的展示场所。尽管1979年建了卢沟桥文保所，但70多
平方米的小规模展室与全民族抗战爆发纪念地的地位太不匹配。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右翼势力不断跳出来否认日本侵华
历史，日本文部省公开篡改教科书。1983年8月15日，日本内阁
总理大臣铃木善幸等 16名国务大臣参拜东京供奉着 14名甲级
战犯的靖国神社，放映《大日本帝国》影片，宣扬东条英机等军国
主义分子，歌颂武士道精神，大赞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功绩。此
事激起了全中国人民、世界各地爱国华侨和东南亚人民的极大
愤慨。

在这种情形下，很多来卢沟桥参观的人都认为：七七事变是
日本全面侵华的开端，也是中华民族全面奋起抗战的起点，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大影响，这里应有表现全国抗战的纪
念设施。

1982年 5月，抗日爱国将领宋哲元的女儿宋景宪回国并专
程前往卢沟桥参观，第二天，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邓
颖超接见了她。宋景宪提出建议，应在卢沟桥建立抗日战争纪
念馆，邓颖超当即表示同意，认为纪念馆应该建大一些，虽说国
家经济还有困难，但还是要做这件事儿的。此后，中央和北京市
的领导多次到卢沟桥视察。

1983年4月25日，国家文化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名向国务
院上报《关于修复宛平县城墙和筹建七七纪念馆的请示》。请示
指出：宛平县城位于卢沟桥头，东城门南北两侧的城墙上，至今仍
留有当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累累弹痕。现城墙基本完整，
是北京郊区县城城墙保存较为完整的一座。宛平县城是七七抗
战的实物例证，修复比较容易，同时与卢沟桥联结为一整体。以
桥、城为中心，绿化整理附近有关地带建立七七纪念碑，在适当地
方竖立几个雕塑，在当年作战的地方作出适当标志，可形成一个
既有文物古迹，又有政治历史意义，还有山有水、环境优美，具有
旅游价值的游览胜地。为此，建议修复宛平城两座城门楼和城
墙，筹建七七抗战纪念馆，陈列有关抗日战争的文物史料。

1984年10月19日，经中宣部、文化部批准，成立了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纪念馆筹备委员会。1986年7月7日，抗战馆奠基仪式
在宛平城内举行。

1987年年初，主体工程已经有了眉目，找谁题写馆名提上了

议事日程。此时，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老一
辈革命家都已逝世，大家认为由邓小平同志题写比较合适。他
既是我党我军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又是第二代领导集体的
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并且在抗日战争中也是主要指挥员
之一。小平同志知道后欣然同意，题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
念馆”的馆名。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小平同志题字时，像小
学生完成作业一样认真，反复写了多次，直到满意为止。

1987年7月7日，是七七事变爆发50周年，抗战馆于当天正
式对外开放。抗战馆沿宛平城内东西大街坐北朝南，周边是以
明清风格为主体的仿古建筑，正前方为和平广场，广场中央矗立
着象征中华民族觉醒的“卢沟醒狮”，高达14米的国旗杆竖立在
广场北侧。覆以乳白色大理石的展馆外墙与镶嵌着独立自由勋
章图案的锻铜大门，使纪念馆尤显肃穆、庄严。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纪念馆二级平台上安放着质地为锻铜的独立自由勋章雕
塑，在此设立这一永久性纪念设
施，是让人们永远铭记那
些为了中华民族的独立
和自由而英勇献身的先
烈，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中
国人民为了追求和平正
义、捍卫民族独立自由而
不畏强暴、不怕牺牲的抗
战精神，是让人们牢记历
史，缅怀先烈，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

卢沟桥畔抗战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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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雕塑园北倚宛平城墙、西临卢沟古
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的配套工程，于1995年7月7日
奠基、2000年7月竣工。

雕塑园占地 20公顷，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碑、雕塑
群区、中心广场等主要景区组成。其中，中心广场占地 2500
平方米，被设计为下沉式——为了营造一种沉静、肃穆，向长
眠于地下的抗战英灵表示敬意的氛围。雕塑群区摆放着 38
尊柱形铜铸雕塑。群雕以《国歌》为主线，以中国传统碑林形
式布阵，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过程，分为“日寇侵凌”“奋
起救亡”“抗日烽火”“正义必胜”四个部分，表现了中国人民
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此外，贯穿全园
的母亲河——“黄河”，是由 21681 个大小不等的鹅卵石铺成
的长 660米、宽 2米“黄河”形状的甬道，共有九十九道弯，辅以
红绿相间的花卉植物，象征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灿烂的
文化。

总体来看，该园无论从整体建筑布局上，还是从雕塑艺术的

表现手法上，抑或从它的
使用功能上看，都表达同
一个主题：“缅怀先烈，强
国兴邦，勿忘历史，珍爱
和平。”雕塑艺术与巧夺
天工的绿化设计完美结
合，在人们缅怀先烈的同
时，给人以视觉上的享
受。这里是一个净化心
灵的场所，是一个强国兴
邦的课堂，是一本久读不
衰的历史教科书。为了
让更多的人了解抗战雕塑园，了解它独特的爱国主义教育功能，
让更多的人来这里追忆历史、缅怀先烈、接受教育，十几年来园
方坚持以“红色旅游”贯穿始终，利用地区优势，开展了百余次各
种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宛平城外雕塑园

七七事变后 侵华日军
为何说是“误会”？

1937年 7月 7日夜晚，在北平城西南处的卢
沟桥附近，聚集了大量的日军。他们以搜查“失
踪”的日本士兵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
查。在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后，日军并没有停下
脚步。

宛平城外，中国驻屯军丰台驻屯队长一木清
直已经按照计划带兵占领宛平城外唯一的制高点
沙岗。日军一切准备就绪，枪口炮口对准宛平城。

7月8日凌晨4点20分，一木清直致电联队长
牟田口廉也，污蔑中国军队向日军开枪，询问怎
么处理。很快，他得到答复：“被敌攻击，当然还
击！”此时的一木清直也意识到事关重大，在向牟
田口廉也再次确认了开枪的指示后，他看了一眼
钟表上的时间。

凌晨4点23分，就此定格在历史上。
宛平城受到炮击后，一旁的卢沟铁路桥紧接

着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
凌晨 4点 50分，面对进犯铁路桥的日军，驻

防在这里的国民革命军第 3营 11连排长申仲明
毫不畏惧地上前阻拦。但随着日本军官的一声
令下，申仲明倒在了敌人的炮火中。这位英勇
赴死的中国军人，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留
下。直到牺牲，他的真实身份也鲜有人知。其
实，在事变爆发的两年前，申仲明就已经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也因此成为七七事变中第一个牺
牲的共产党员。

这一晚，中国军人与日军血战到底，驻守铁
路桥的60多名中国官兵全部以身殉国。

在被敌人的炮火攻击后，驻守在城墙上的国
民革命军第29军将士依然誓死坚守阵地。此前，
在日军的第一声炮响之后，前线总指挥第29军第
37师师长冯治安就给他们下达了命令：“卢沟桥
即尔等坟墓，不能退让一步！”

面对如此不利的形势，宛平城内守军决定夜
袭日军，夺回铁路桥。150名精锐干将迅速组成

“敢死队”，每人配备步枪一支，手榴弹两枚，大刀
一把。

夜幕降临，细雨纷飞。敢死队从宛平城悄然
顺城而下，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摸黑向铁路桥
发起偷袭。营长金振中在战斗中腿部负了重伤，
仍继续冲锋陷阵，最终，带领第 29军“敢死队”出
其不意地将日军的一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重
新把龙王庙和铁路桥夺了回来。

7月8日晚，正当中国军队积极准备部署兵力
时，日本军队却突然扭转了态度。他们称“失踪
日兵业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7月 9
日凌晨，中日双方达成三条口头协议：一、双方立
即停止射击；二、各回原防；三、中国保安队接任
宛平城内的防务。

然而，中方接防的过程并不顺利。
日军出尔反尔，不断向中方加码。7月10日，

日方甚至向冀察当局提出了“卢沟桥附近永定河
左岸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的无理要求，在谈判进
行的同时，增援日军就已从天津、通州、古北口等
地携带坦克和火炮悄然开进。和平谈判只不过
是日军的缓兵之计。

7月 11日，日本政府正式发表了全面侵华战
争的总动员令，并把挑起事端的责任推卸给了中
方，诬陷中方“侮日行为接踵发生，对和平谈判并
无诚意，终于全面地拒绝在北平进行谈判”。日
军的步步紧逼，已使时局到达了最紧张的时刻。

这时，蒋介石正在庐山运作着国民党和南京
政府的中枢机器，他意识到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与此同时，身处延安的毛泽东也在密切关注
着局势的变化。7月 13日，他在一份关于抗日总
方针的题词中写道：“保卫平津，保卫华北，保卫
全国，同日本帝国主义坚决打到底，一切动摇游
移和消极不努力都是要不得的。”

7月 23日，中共中央再次为日军进攻华北发
表宣言：“大家紧密地联合起来，紧急动员起来，
拼着我们民族的生命去求得我们民族的最后胜
利！”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全国抗战的烈火即将
被点燃！

（CCTV国家记忆）

不能忘却的民族记忆

来源：《丰台史话》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来自各界的群众代表向展来自各界的群众代表向展
现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现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铜墙铁壁》》敬献鲜花敬献鲜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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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987年年77月月77日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对外开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对外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