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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采访中深深感到，一项关乎人类共同记忆、具有世界意义和复合属性
的综合项目，在资料挖掘、统筹设计、落地施工、运营服务、宣传推介等各个环
节，都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与配合。特别是相关老建筑的产权单位以及专业的
文化旅游公司和点位关联服务提供方，能够共同参与项目建设与运营。让我们
携起手来，共同保护好、开发好、传播好这段珍贵的历史记忆！

沈阳市和平区启动
“和平与尊严”第二次世界大战原点记忆工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主战场，有这样一座城市，它被日本军国主义觊觎已久，一个个破坏世界和平，践
踏人类尊严的阴谋在这里策划、实施。在这里，法西斯分子在世界的东方第一次撕去了面具，肆无忌惮地发泄他
们的侵略欲望。而面对疯狂无耻的侵略者，这里的人民没有停止抗争，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了不屈
不挠的坚决抗争，并和一切热爱和平、憎恨邪恶的世界人民一起，最终取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是一
个城市最值得铭记的历史，惟其如此，珍爱和平，爱国爱家，才能成为刻进筋骨里的城市文化灵魂。这座城市叫
做沈阳，这段历史的原点在和平——

和平区作为沈阳市的中心城区，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留下了
众多老建筑和旧址遗迹。如何进一步挖掘这些老建筑和旧址遗
迹承载的文化内涵，讲好历史故事，传播时代强音，是值得进一步
深入探讨的课题。经过深入思考和酝酿，“和平与尊严”第二次世

界大战原点记忆工程的构想最终瓜熟蒂落。
“和平与尊严”这一主题是如何确定的？为何第二次世界大

战原点记忆要从和平区开始挖掘？带着一系列的问题，记者专访
了和平区委宣传部负责人以及多位特邀专家。

和平区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满铁附属地为据点，策划挑起
“九一八”事变的原发地，也是中国十四年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诸多重要事件的发生地，拥有系统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东
方主战场历史脉络的旧址和遗迹。和平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陈尧说，“和平与尊严”二战原点记忆工程，聚焦世界和平与人
类尊严的重大主题，以 1905 年至 1945 年为时间跨度，以系统反
映二战东方主战场历史脉络的旧址遗迹为依托，深入挖掘、深
刻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在沈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而践踏
世界和平，挑战人类尊严的罪行，系统梳理、真实展现中共满洲
省委、沈阳军民以及国际社会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捍卫世

界和平与人类尊严的事迹，打造具有世界影响的二战原点记忆
历史街区，面向当今世界传播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共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声音。

围绕这一项目，和平区委宣传部初步拟定了行动计划：一
期工程，完成相关历史事件及其原址的深度挖掘，形成故事线
和参观线，确定呈现形式和整体视觉设计，并落实 10 至 20 个
点位的保护、利用，形成“穿串”效应，实现旅游价值；二期工
程，进一步拓展故事线和旅游线，扩大该项目在国内外的影
响，力争创建国家级景区，将其打造成为具有国际影响的旅游
精品项目。

“和平与尊严”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点再现

夯实关于人类命运的共同记忆

为扎实推进这一工程，和平区多次组织专家论证，并进行了
实地考察，一期梳理出20个记忆点位。这20个点位分布在太原
街、八经街、北市场、南市场等不同街道，看似散落各地，但其背后
的核心故事则紧扣“和平与尊严”的主题，由侵略与抗争两条主线
贯穿，构成环环相扣的一个整体，既真实再现1905年-1945年世
界走向的历史逻辑，又为当代人重温二战原点记忆搭建起一条城
市穿越线。

这条故事线从满铁奉天驿旧址讲起，反映了“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军国主义如何阴谋策划侵略战争，“九一八”事变当日日本军
国主义如何指挥挑起侵略战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满洲省
委和沈阳军民如何在第一时间自觉抗击日寇侵略的历史。这条
故事线打开了二战记忆的国际视野，其内容包括国联调查团来沈

调查日本侵略行径，二战盟军战俘被日军在沈阳关押，苏军接受
日军投降以及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共同见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的胜利等。这条故事线的终点定格在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沈
日本侨民被集中安置在和平区的各个学校，和平区人民对等待遣
返的日侨给予物质上的帮助，集中反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厚
德载物的民族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和平与尊严”二战原点记忆工程的
启动，许多尘封的故事更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中，“九
一八”事变的策划地旧址、“九一八”日本关东军炮轰北大营
的发炮地点、赵一曼在沈阳领导烟厂女工抗日斗争旧址以及
美军温莱特将军被日军拘押地点等，都是以往鲜为人知的

“新发现”。

凸显该项目的当代价值与世界意义

专家剖析三大焦点问题

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沈阳市文史馆馆员张志强：“和
平与尊严”里的“和平”并不是指和平区，而是指世界和平，“尊
严”不是指向部分人群，而是全人类的尊严。“和平与尊严”是
人类永恒的追求，是世界性的大主题。因此，该项目的意义并
不局限于一个区域，而是站在较高的历史站位，去完成一个世
界性的命题。它不仅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更具有极大的现

实意义。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编辑研究部主任、研究员高建认为，

“和平与尊严”项目具有较高的站位和立足点，打造成功后应具有
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具有厚重的当代价值和世界意
义。她同时还建议，项目打造过程中应以点和线相结合的方法，
注重可操作性和成效的凸显性。

焦点一：如何解读“和平与尊严”这一项目主题？

张志强：人们通常说二战的时间段为1939年到1945年，但在
二战的东方主战场，其实早在“九一八事变”时期，日本开始策划
进而实施对中国东北侵略的一系列事实就已经拉开了二战东方
主战场的序幕。因此，这一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地理坐标就可
以看做是二战的原因点和原发点。

而仔细探究就可以发现，与“二战原点”相关的许多关键地理

坐标就坐落在沈阳市的和平区，比如“九一八”关东军炮轰北大
营的发炮地点，以及作为“九一八”策划地和事变指挥部的沈阳馆
旧址等等，初步考察就已经有20余处。

和平区作为沈阳市的中心城区，历史文化强区，能够主动思
考并用心挖掘这段历史记忆，并把它作为一项重点工程去做，这
种敢于迎接挑战，勇于担当历史重任的精神值得称赞。

焦点二：为何挖掘二战原点记忆的重任可以由和平区担当？

张 志 强 ：当 今 社 会 ，很 多 人 的 精 神 世 界 处 在 彷 徨 的 状
态，没有理想，没有信念，找不到精神依托。在这样的背景
下，和平区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关注的主题“和平与尊严”，
努力挖掘二战原点的历史记忆，可以说这不仅为沈阳这座
城市开发了一个巨大的精神宝藏，更为全人类留下了一份
宝贵的精神遗产。因此说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记忆工程”

毫不为过。
沈阳市档案局（馆）原局（馆）长荆绍福表示，在社会快速

发展进步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还有许多历史记忆需要挖
掘和保护。“和平与尊严”二战原点记忆工程从选题到立意都
非常好，它不仅仅是站在一个区域的角度，而是从世界，从全
人类的角度出发，去探寻“和平与尊严”的历史记忆。

焦点三：为什么说这是一项“记忆工程”？

“和平与尊严”二战原点记忆工程作为一个世界级的创意策划，在项
目落地中必然会遇到诸多难题和考验。对此，和平区委宣传部已经着手
成立项目课题组，开展专项研究。同时，传媒、设计、科技、文旅、影视等领
域的机构也积极参与到项目当中。中国中建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一院）文
旅设计中心负责人郭宇操表示，二战原点记忆工程历史意义重大，对城市
整体风貌提升和城市文化建设也有着十分巨大的促进作用，能参与到其
中感到十分荣幸。

郭宇操介绍，深入挖掘老建筑和重要历史事件旧址中发生的历史故
事，并将故事串连起来形成完整的二战原点记忆历史地图，这一总体设计
思路本身就让人兴奋和期待。接下来要在故事挖掘和实地考察的基础
上，研究确定每一个点位的具体呈现形式，以及串连起各点位的路线设
计、沿途街区历史风貌设计、综合呈现历史地图的主展馆设计等内容。他
表示，对于个体点位来说，除了传统的设置标识、主题雕塑、图片展示、陈
列展示等形式外，还可以配合高科技现代化的呈现手段，比如有声故事、
虚拟现实场景构建等都可以引入其中。各旅游公司也可以加入进来，设计
与“二战原点记忆历史地图”故事线相对接的旅游产品，让整个项目更生动鲜
活，更具有生命力。

记者手记

清晰浮现1905年-1945年波诡云谲的世界历史

一期考察梳理出20处旧址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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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奉天驿及周边建筑旧址

奉天邮电管理局旧址

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
机关旧址

沈阳馆旧址

“九一八”关东军炮轰
北大营发炮地点

王铁汉寓所旧址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爱国警察抵抗日寇的
第一次战斗地点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
奉天支店旧址

花旗银行旧址

志诚银行旧址

大和旅馆旧址

满铁会馆旧址

土肥原贤二住宅旧址

大安烟草公司旧址

美军温莱特将军被日军
拘押地点

满洲医科大学旧址

《盛京时报》（日本报社）
旧址

苏军举办受降式地点

奉天公学堂旧址

位置

胜利南街
2号周边

市府大路
157号

柳州街
17号

中山路
83号

太原北街
1号院内

北四经街
21—7号

皇寺路
福安巷3号

十一纬路
51号门前

中山路
101甲

十一纬路
10号

中华路
118号

中山路
97号

南四马路
28号

广州街
45号

和平北大街
26号

太原北街
1号院内

北二马路
92号

柳州街
10号

中山路
97号门前

北二马路
79号

相关事件

1905年，日本占据南满铁路。此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以满铁附属地为据点，策
划并发动“九一八”事变，进而图谋称霸世界。

日本浪人在南满铁路附属地大肆倾销鸦片和海洛因，阎宝航、车向忱等爱国
人士奋起抗争，在此组织“沈阳销烟”。

“九一八”事变前，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等关东军内部的好战分
子频频在沈活动，疯狂策划“九一八”事变。此地是“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
地。

沈阳馆是日本军部在沈阳设立的一家旅馆，招待校级以上军官。此地也是
“九一八”事变的重要策划地，更是“九一八”事变的指挥部。1931年9月18
日夜，板垣征四郎在此指挥挑起“九一八”事变。

1908年，日本关东军满铁守备第二大队通过“十一标桩”案，霸占中国人土地
165亩，其中一部分圈建为关东军演兵场。1931年5月，日军在此演兵场西
南角修筑直径30米的炮阵地，开挖地表下1米深的环形炮位，铺就运输炮弹
的专用轨道。8月，日军将一门攻城臼炮（口径24cm）拆解后秘密运抵沈阳，
进入该阵地组装成炮，并瞄向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定好发射标尺。1931年9月
18日22时，第二大队中岛一雄大队长接到板垣征四郎的命令后，现场指挥向
北大营开炮，正式发动“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前，王铁汉等东北军军官对日军动向有所觉察，日军炮轰北大
营时，王铁汉（时任东北军七旅620团团长）毅然下令还击，打响了抗日第一
枪。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第一份抗日宣言——《中共满
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号召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
义侵略，彰显了在抗日战争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1931年9月19日上午，日军第26联队从营房（现202医院）进攻沈阳古城。
商埠地警察局的警员在奉天警察局局长黄显声的号召下自觉进行抵抗。在
十一纬路上设路障，阻击日军，发生奉天警察抵抗日寇的第一次战斗。

1931年9月19日，关东军司令部由旅顺迁至沈阳。此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
在此指挥侵占中国东北。

日本的侵略行为对商埠地的外资企业同样造成巨大破坏，以美国花旗银行为
代表的众多金融企业撤资倒闭，由此造成了巨大的国际影响，间接促使国际
联盟答应中国政府申请，组成调查团，调查日本的侵略罪行。

为揭露日军的罪行，以中共党员巩天民为代表的“九君子”自发秘密组成了国
联外交爱国小组，冒死收集几百份日军侵略资料，并汇编成一份400多页的
英汉双语文件《真相》交到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手中。此后，巩天民在志诚银
行继续秘密从事革命活动。

1932年9月，国联调查团到达沈阳住在此处，会见各界人士，接收“九君子”提
供的事实资料。此后，国际联盟做出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于东京、南京、
日内瓦同时向全世界宣布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为非法行为。对此，日本军国主
义恼羞成怒，退出国联。

满铁会馆是满铁株式会社在沈建立的社员俱乐部，因其奢华被日本媒体比喻
为“阿房宫”。1931年11月，土肥原贤二和川岛芳子在此开始策划成立伪满
洲国。

土肥原贤二是“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为建立伪满洲国，又策划了“天津
事变”并将溥仪诱骗到沈阳。为此，关东军嘉奖给土肥原贤二一套住宅（位于
隅田町和加茂町交汇处），暴露出日本军国主义妄图扩大战争，践踏世界和平
的真面目。

面对日寇的侵略，中国人民没有屈服。中共满洲省委选派赵一曼、杨靖宇等
同志到东北，点燃抗日烽火，直接领导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赵一曼曾在
大安烟厂组织抗日斗争，并与杨靖宇秘密接头。

1942年5月5日，温莱特将军在菲律宾战场率部投降后，辗转于1944年被日
军押送到沈阳，抵沈初期被拘押在这里。将军被俘期间，日军并未遵行《日内
瓦公约》的有关约定，用饥饿、殴打、凌辱的手段来对待他，充分暴露出日本法
西斯的残暴和对人类尊严的践踏。

为镇压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扩大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侵略，日本法西斯阴
谋发动细菌战。满洲医科大学细菌学教研室主任北野政次（后任731部队部
队长）在南侧楼地下室针对中国平民和各国战俘进行残忍的活体解剖实验，
犯下了滔天罪行。

《盛京时报》由日本人中岛真雄于1906年创办，始终密切报道时政新闻。
1944年，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和日本军国主义走向灭亡，该报
宣告倒闭。

1945年8月，苏军出兵中国东北。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8月27日，苏
军在大和旅馆门前举办受降式，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在此共同见证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赢得最终胜利。

日本战败后，秉承“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民族精神的中国人民在坚决反对日
本军国主义的同时，对日本人民表达出友善。1945年，等候遣返的日本侨民
在此集中，沈阳市和平区人民为其提供食品等帮助。

直面具体呈现形式及项目落地

“和平与尊严”第二次世界大战原点记忆工程首批二十个点位

奉天驿旧址

东洋拓殖株式会社奉天支店旧址

王铁汉寓所旧址

大和旅馆旧址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 记者 徐月姣 摄影 乔羽

奉天邮电管理局旧址

中共满洲省委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