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esent the brilliant culture of Liaoning to the world 2019年3月28日 星期四 视觉设计：隋文锋

IMMORTAL HEROES, ETERNAL POWER

大型新闻策划

1931年 9月 18日，
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北
郊柳条湖村附近一段铁
路，反诬中国驻军所
为。日军第 2独立守备
大队随即向北大营进
攻，第 2师主力向沈阳
城发动进攻，制造了震
惊中外的“九一八”事
变。以时任东北军独立
第七旅六二⚪团团长王
铁汉为代表的爱国官兵
毅然违抗上级“不抵抗”
的军令，在北大营奋起
进行“不抵抗之抵抗”，
打响了 14 年抗战的第
一枪，揭开了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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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沈阳市，遍布着 50余处抗战遗址遗
迹，其中，北大营抗战遗址十分重要，因为，
它是“抗战第一枪”的历史见证。

北大营始建于 1907 年（清光绪三十三
年）。这一年，清政府在东北正式设立行省，
首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遏制日本势力
在东北的扩张，决定修建北大营，选址距古

城北门外4公里，西距“中东南满支线”（后
名为中长路）300米，南距“九一八”事变爆
发地柳条湖村 500米。整个营区接近正方
形，各边均为2000米。

北大营建成后，一直是驻兵重地，成为
保卫沈阳的北面屏障。

今天，提起北大营，人们都会想到“九

一八”事变。1931 年 9 月 18 日夜发生在沈
阳城里的暴行，是辽宁人乃至所有中国人
都难以忘怀的伤痛。与伤痛并存的，是未
冷的激情。那一夜，一声枪响撕破北大营
的夜空。那是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侵略者
打响的第一枪。

因此，北大营抗战遗址独特而厚重且

不可复制。“北大营”三个字，不仅对传承抗
战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是抗战精神的
彰显。中国抗战的记忆里，不能没有北大
营。

因此，今天，我们再次“回到”北大营。
从那里出发，回顾近代东北的历史沧桑，讴
歌守卫国土者的英勇本色和牺牲精神。

见证“九一八”

“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
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1931年9月18日晚，北大营守军独立第七旅六二O团团长王铁汉听到电话那头“不准抵
抗”的命令时愤然脱口而出。随后，中国人民14年抗日战争的第一枪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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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6 日上午 9 时 50 分，在位于沈阳
市大东区望花南街的“九一八”历史博物
馆门前，距离开馆还有 10 分钟的时间，门
口已经有不少参观者在门外等候。

“您知道北大营营房遗址怎么走吗？”
记者随机打听了 20 多个人，得到的回答几
乎都是知道有个北大营，但是营房遗址在
哪，没有人能说得清。10 点刚过，记者事
先约好的沈阳市文物保护协会会员、沈阳
历史遗迹研究者郑英杰如约而至。“离这
儿 不 远 ，大 概 就 3 公 里 左 右 ，我 带 你 过
去。”郑英杰指着自己的电动自行车。

郑英杰轻车熟路，拐了六七个弯、十
来分钟的时间就到了地方。记者注意到，
附近的路牌上写着柳林街 2 号。停下电
动自行车，步行穿过两趟平房，郑英杰抬
起手指着平房接近房顶处挂着的一块保
护标志说：“就是这里了。”

从 2005 年 开 始 寻 找 ，执 著地找了五
年，2010 年 11月 5日发现这里的那天，郑英
杰十分兴奋。“我当天一大早是来逛早市
的，不由自主地又四处转转，心想万一能发
现点什么线索呢。果然，当我走到柳林街
的尽头，发现有一个部队的家属院，过去
从来没进去过，刚进院门不远处左手边有
个凉亭，再走几十米看到一片平房，在平
房之间穿行时居然发现了青砖建筑，这马
上激起了我的好奇心。仔细查看共有三趟
房是砖木结构建筑，墙体全都是用青砖砌
的，上面还覆盖着黑色铁皮瓦。这些外观
特征，和东北讲武堂的老建筑有些相像。”
随后，郑英杰走访了这里的几位老住户，
据老人们说，至少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这
里就是由十多趟营房组成的老军营。回到
家后，郑英杰在地图里找到了这处老建筑
的位置，又和手里的几张上世纪二三十年

代出版的老地图进行了对照，初步判断这
座建筑的位置与当时北大营守军独立第七
旅六一九团的驻扎地相对应。

2011 年 9 月，郑英杰与辽宁省委党校
原文史部主任、“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顾问
王建学，“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原馆长井晓
光，辽宁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
洁，再次来到这片平房区调查、鉴定。“当
时我去看了以后，发现北大营遗址有三
个特点，一是青砖，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沈阳的建筑都是青砖建造；第二个是铁
皮瓦，对于军队营房来说，铁皮瓦具有隐

蔽性，而且结实；再有，这里的建筑也符
合营房是一大排的特点，窗户一个接着
一个……”王建学说，最终经过召开“北
大营遗址保护论证会”，2012 年 9 月，北大
营 营 房 遗 址 被 列 为 沈 阳 市 不 可 移 动 文
物；2014 年 10 月，北大营营房遗址又入选
辽 宁 省 公 布 的 第 九 批 省 级 文 物 保 护 单
位；2018 年 9 月，中宣部批复，明确表示要
积极推动将北大营遗址打造成爱国主义
教育重要阵地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课
堂。北大营遗址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
正在得到国家重视。

寻找遗迹

北大营营房遗址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从“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去往北大营遗
址的路上，记者路过一个钢材市场时看到
一片临时建筑。

根据“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馆长范丽红
的介绍，按照初步规划方案，未来在这里将
建设北大营抗战遗址纪念馆纪念广场。

“ 我 们 将 积 极 推 动 北 大 营 抗 战 遗 址
纪念馆的建设，进行史实的再挖掘整理
以及文物的征集。我们计划在纪念广场
上做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以突出第一枪
的历史史实。”范丽红介绍说。

目前北大营抗战遗址纪念馆的总体
规划分为三期建设，由遗址复原区、纪念
广场区和主展馆区组成。其中，北大营
遗 址 三 栋 营 房 及 南 区 域 作 为 遗 址 复 原
区，占地约 3 万平方米；遗址复原区北部
的部分建筑用作北大营抗战纪念馆主展
馆等，占地 9 万平方米；纪念广场区位于
遗址复原区和展馆东侧，占地约 11 万平
方米。

“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招标、策划工作，
未来的纪念馆将会既体现中国抗战的元

素，也体现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
地位和作用。让未来北大营的建设有国
际性，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范
丽红深感责任重大，北大营抗战遗址记录
了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开始的历史瞬间，为
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乃至世界二战史提
供了重要的实证依据。与此同时，历经百
年的北大营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缩
影，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

据 悉 ，北 大 营 抗 战 遗 址 纪 念 馆 开 放
后，沈阳市还计划将该馆和皇姑屯事件

博 物 馆 、“ 九 一 八 ”历 史 博 物 馆 、中 共 满
洲省委旧址纪念馆、东北陆军讲武堂旧
址 陈 列 馆 、二 战 盟 军 战 俘 营 旧 址 陈 列
馆 、审判日本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陈
列馆等抗战纪念设施进一步整合，实施
规范提升工程，共同发挥沈阳市抗战历
史资源的群体优势，讲好抗战故事，彰显
中 国 在 世 界 反 法 西 斯 战 争 中 的 杰 出 贡
献，充分发挥抗战纪念设施在加强爱国
主义教育、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的重要作用。

永久留存

钢材市场临时建筑

2月 26日 8点半刚过，“九一八”历史博
物馆办公区附近，就开始有一些孩子向这
里聚集。

这天是“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推出的抗
战舞台剧《黑土英魂》联排的日子。

为了让这部舞台剧能在 5 月 18 日国际
博物馆日成功展演，13 名小演员半年前就
开始分头熟悉剧本、练习台词，今天所有演
员在一起联排还是头一次。

联排开始前，在剧中担任旁白的沈阳
铁路五小长白分校五年三班的宋香仪认
真地练习着，“我们这部抗战舞台剧《黑土
英魂》，通过四幕：“九一八”之夜、巾帼英

烈李贵顺、寻找真相、我的中国娘，来展现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积极反抗日本侵
略者的事迹。”

剧中的小演员大部分都是“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的志愿者，扮演王铁汉的小演
员是大东区杏坛小学教育集团六年级的
戴冠宸。

戴 冠 宸 从 上 三 年 级 开 始 就 到“ 九 一
八”历史博物馆当起了小志愿者。说起自
己在舞台剧中的角色，小冠宸一脸自豪，

“我演王铁汉，我特别崇拜他，我们都知道
军令如山，他居然冒着被杀头的危险拿起
手中的枪带领部下抵抗日军的侵略，我佩

服他的这种勇气，我能演王铁汉觉得特别
荣幸！”

韩啸是“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社教部的
一名讲解员，也是抗战舞台剧《黑土英魂》的
执行导演。

联排现场，韩啸认真带领演员们衔接
剧情、把握角色。说起排演这部舞台剧的
初衷，他说主要想以多种方式让民众更加
了解这段历史，让观众看后记忆更加深刻。

“孩子们通过参演舞台剧，可以更加真
切地体会到当年我们抗日英烈不怕牺牲、抗
战到底的民族精神，让他们明白我们如今美
好的生活来之不易。”韩啸说。

“我演王铁汉”

YANSHEN延伸

北大营营房遗址依然伫立于柳林街 2
号，它时刻在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 1931年
9月18日的那个夜晚，这不仅是中日历史上
最值得回忆并警示后世的重要的一天，也是
值得全世界记忆并警钟长鸣的日子。

记者缓缓走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
展厅内，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串起了“九一八”
事变之夜的回忆：

当晚 10 点多，日军向北大营发起进攻
时，北大营守军独立第七旅六二⚪团团长王
铁汉听到北大营方向传来巨大的爆炸声，从
家中迅速穿好军装，飞身上马赶回北大营，
然而多次请示却得到“不准抵抗”的命令，翌
日凌晨面对愈加密集的枪炮声，王铁汉断然
率部奋起还击、打响反抗的第一枪，并击毙
日军2人、打伤23人。博物馆内的另一张照

片直接佐证了王铁汉打响反击第一枪的战
果：日军为被北大营官兵击毙的新国六三修
筑的墓碑。

危急时刻，辽宁省警务处处长兼沈阳市
公安局局长黄显声命令警察部队主动与日
军迎战，三经路警察署、商埠三分局、南市场
等处的警察大队和公安分队抵抗日军进攻。

“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还展出了一架
风琴、一部照相机，这是被誉为“九君子”的
九位爱国志士留下的物品。1931 年 9 月 19
日，“九一八”事变作为重大议题正式进入
国联日程。日本代表百般狡辩，中国代表
强烈请求公断。“九君子”有组织、有成效地
揭露日本侵略真相，开展国联外交，为李顿
调查团完成《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提供了日
军侵华罪证，成为国联仲裁的依据，推动了

国际社会首次对“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
定性。

除此之外，在“九一八”事变之夜，身居
沈阳前线的中共满洲省委基于对形势的敏
锐判断，连夜起草并于 9 月 19 日发表了《中
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
宣言》。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声讨
日本侵略行径的第一篇战斗檄文，为中国抗
日战争吹响了号角，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抗
日战争期间的中流砥柱作用。

同时，“九一八”事变迫使东北大学成为
中国第一所流亡大学，但东北大学的师生并
没有因流亡而屈服，部分学生积极参加义勇
军，抗日救国。其中的典型代表苗可秀和几
名东北大学同学一起组织建立了以学生和
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少年铁血军”……

危急时刻

郑英杰观察北大营遗址墙上的青砖。

小志愿者们参演“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排演的抗战舞台剧《黑土英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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