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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看完电影《八佰》，上海市民余怡彬

骑车来到位于静安区光复路1号的淞沪
抗战遗址四行仓库。站在西墙外，静静
地望着墙上巨大的弹孔，历史的沧桑感
扑面而来。

1937年10月26日晚，88师524团中
校团副谢晋元率领一营官兵 400余人
（史称“八佰壮士”）进驻紧邻租界的四
行仓库，牵制日军。4昼夜，日军多次发
起进攻，疯狂炮击四行仓库，对敌一面
的西墙弹洞累累。自此，这堵高 30米、
长68米的墙，成了上海人永不能忘的战
斗记忆。

作为上海市唯一的战争遗址类抗战
纪念地，战后的四行仓库数易其主，被作
为库房、家具城使用，内部结构面目全
非，外立面被多次粉刷，弹洞被水泥悉数
封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座承载上
海抗战记忆的仓库湮没在经济大潮中。

幸运的是，事情在2014年迎来了转
机。

那年，四行仓库被纳入上海市文物
保护单位名录，保护、修缮、复原工作陆
续展开。精准复原西墙原貌，发掘弹孔、
剥离粉刷面，成为修复工作的重中之
重。2015年 8月，四行仓库西墙上半部
大的炮弹洞孔、中下部受炮弹震伤的结
构构建被完整复原。同年，四行仓库入
选第二批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名录。

1931年 9月至 1945年 8月，浴血奋
战14年。深入骨髓的战争伤痛，在我们
身边留下了大量抗战遗址，星罗棋布在
祖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

抗战遗址是物化的历史，是承载抗
战记忆的载体，更是见证民族屈辱的标
记。对抗战遗址的保护，事关一个国家
的形象和尊严，更事关一个民族对自身
历史的集体认同。

二

“只见大门紧闭，墙上用红漆歪歪扭
扭写着‘飞虎队保护营区’几个大字……
遗址内部，记者见到几栋破败的青砖瓦
房，边上长满了杂草和灌木，有的地块上
还种着玉米、红薯等农作物”……

2015年，新华社刊发的柳州飞虎队
遗址现状报道引发社会关注后，该市立
即着手对遗址的修缮保护工作。经过
13天紧急施工，遗址初步抢修完毕，开
始对公众开放。

改革开放后，全国各地掀起大拆大
建热潮。在旧城改造和新农村建设过
程中，抗战遗址保护与城市开发利用之
间的矛盾愈发凸显。不少抗战遗址被
拆除、被损毁，最终成了老一辈人口中
的历史。

在南京，利济巷亚洲最大日军“慰安
所”在旧城改造中被拆除；在昆明，飞虎
公墓因长期无人管理，致使英烈棺木横
陈；在南宁，昆仑关抗日阵亡将士墓被推
平，种上了果树……

北京的宛平城、卢沟桥地区是七七
事变的发生地，西起射击场路碉堡，东到
大瓦窑一带，留下大量抗战遗址。1961
年，国务院将宛平城和卢沟桥公布为第
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进行了
多次修缮。

“但平心而论，多数遗址的现状仍不
容乐观，亟须采取进一步的抢救性保护
措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辑研
究部工作人员程皓曾在一篇研究文章中
如此描述：宛平城北城墙外垃圾堆和土

坑多，雨季臭不可闻；岱王庙已成危房，
内部居民住房火情隐患大……

关汉卿的杂剧《单刀会》里有这样一
句唱词：“这也不是江水，是20年流不尽
的英雄血。”抗战遗存并不是孤零零的一
栋房、一条沟壑、一片断壁残垣，而是中
国抗战将士的英雄血，是历史的第一手
见证。没有它们，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将
是单薄的、片面的、有缺失的。

三

如何在日新月异的城乡规划建设中
保护抗战遗址，成为摆在全社会面前的
一道现实难题，既考验我们的能力和智
慧，更考验我们的毅力和执行力。

“摸清家底”是保护抗战遗址的第一
步。近年来，广西、云南、重庆、黑龙江等
地的相关部门已经陆续对当地的抗战遗
址现状组织田野调查，对遗址进行认定、
登记，了解掌握抗战遗址的分布和保护
现状，并形成了翔实的调查报告。依据
报告所示，多地抗战遗址现状主要有以
下几个表现：各省均有大量抗战遗址未
被发现，有待进一步调查统计；已被列入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抗战遗址保护
工作做得比较及时，但保护级别低的遗
址尚处于边缘地带，保护力度有限；一些
遗址因城市开发和改造，遭到破坏或已
经消失；一些遗址被遗弃、遗忘或处在荒
野中，无人管理；受自然风化和人为破坏
的影响，腐蚀损坏的遗址不少……

全面掌握基本情况后，各地首先由

政府主导，确定保护分级，完善分级保护
制度，并及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落实保
护责任，构建长效保护机制。

重庆，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所
在地，也是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和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远东指挥中心。根据全国
第三次文物普查结果显示，重庆现存抗
战遗址395个，涵盖了187个重要抗战遗
址和15个抗战遗址片区。

数字背后，是异常艰巨的保护历
程。2010年，重庆市出台《重庆市抗战
遗址保护利用总体规划》，决定全面保护
重庆现存的 395处抗战遗址，安排市财
政用于抗战遗址保护的专项经费每年不
少于2000万元；2015年，《重庆市抗日战
争遗址保护办法》出台，这是国内首部抗
战遗址地方性法规，建立了抗战遗址的
市、区县、乡镇及街道办事处三级保护责
任体系，强调规划、国土和建委等行政部
门加强支持和配合，形成管理合力。

2017年 8月，黄冈市人大常委会出
台《黄冈市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条例》；
2017年 12月，滨州市人大常委会出台
《滨州市渤海老区革命遗址遗迹保护条
例》；2019年 9月，黑龙江省公布并开始
实施《侵华日军第七三一细菌部队安达
特别实验场遗址保护规划》……

如今，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将抗战
遗址的保护工作纳入地方法律保护的范
畴，形成以文物保护法为核心，以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主体的法
律保护机制，使政府在谋划城市发展布
局时，将遗址保护工作一并通盘考虑，从
源头上杜绝对遗址的破坏。

四

“这些老建筑都是抗战遗址，目前还
没倒、没垮、没烂，但时间一长，谁也不敢
保证。我们也想把这些遗址保护好，可
是钱从哪儿来？”采访中，多位文物保护
工作者表达了相同的焦虑。

目前，我国抗战遗址大多由各级政
府投资修缮保护，但现阶段需要保护的遗
存数量大，面临僧多粥少的局面。据专家
介绍，一般历史遗址的修复费用大约为每
平方米2000-5000元，这笔费用对于地方
保护单位来说，也是不小的开支。

抗战遗存具有丰富的历史、科研和
教育价值，可衍生出经济效益。在妥善
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利用，带来的
经济效益将是可观的。

为此，不少学者主张在利用中对遗
址进行保护，将一部分具有商业价值的
历史遗址进行市场化运营，所得用来弥
补文物保护的资金缺口。并建议，按照

“合理、适度、可持续”的原则，鼓励利用
抗战遗存开办展览馆、博物馆，旅游相关
部门和单位开发、推广具有抗战文化特
色的旅游线路、旅游服务、旅游产品；依
托遗址、遗存进行艺术作品创作等。

如何看待保护和利用的关系、把握
保护和利用的平衡点？中国文物保护基
金会理事长励小捷认为，文物利用的内
涵应包括3个要素：为社会公众之目的；
有利用增进对遗产的认识和理解；利用
与保护相统一。

在保护利用的过程中，政府正在从
一个参与者的角色积极转变到体制机制
的建立者和组织者的角色上来，吸引地
方部门、社会资本参与到保护工作当中；
组织历史、考古、文旅等学科的专家制定
科学的保护和利用机制，明确保护利用
的目标、重点和步骤。

目前，多地已经在抗战遗址保护与
红色旅游项目开发二者之间做出有益尝
试和成功探索，产生了可观的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

东北三省对抗联遗址的保护和利用
就经历了从最初的发掘、修缮等基础性
工作，到借助社会力量走向产业化，再到
整合抗联资源构筑红色旅游大格局的发
展历程。2003年，黑龙江省制定了“一

个中心区、四个辐射区、六条精品线路、
23个红色旅游景点景区”发展规划，风
景区依托抗联遗址而建，实现了抗战遗
存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有效结合；
2011年，吉林省打造“重走抗联路，共铸
民族魂”吉林省红色之旅旅游品牌，依托
杨靖宇烈士殉国地、杨靖宇烈士陵园、四
平烈士纪念塔等“红色旅游景点景区”的
项目建设，着力打造“东北红色旅游区”。

2013年，贵州省政府以国家级抗战
遗址二十四道拐为中心，结合周边村落
和自然环境，规划建设二十四道拐遗址
公园。以二十四道拐为文化核心，建一
条从晴隆山到塘边寨的山水景观轴线，
沿途设置 7个特色功能区，分别为二战
军营体验区、二战军事主题乐园区、晴隆
牧场体验区、二战影视基地区、拓展军训
体验区、户外运动休闲区等……

越来越多的省市正在依托抗战遗址
资源，推出以抗战文化为主题的研学旅
行、体验旅游、休闲旅游项目，在取得巨
大社会、经济效益的同时，大大增强了遗
址本身的“造血能力”。

五

2019年 9月，习主席对烈士纪念设
施保护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加强
对烈士陵园的规划、建设、修缮、管理
维护。

抗战遗存是先辈为了追求民族独立
和自由不惜牺牲生命的精神载体，是对
子孙后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扬民族
精神的重要基地。无论世事如何变迁，
历史都不应被忘记，英雄更不应被遗忘。

近年来，在习主席的关心推动下，
从中央到地方，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抗
战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关于加强文
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关于实
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
年）的意见》等相关政策措施陆续出台，
为抗战遗址的保护工作提供政策依据
和基本遵循。

延续历史的见证是保护抗战遗址的
根本意义。而如何保护好我们的抗战遗
址，需要做的远不止本文所提及的有限
内容。

保护抗战遗址不会是一次性行为，
更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将是一个长期的、
持续性的保护行为，需要政策、资金、人
力、物力的多方支持和配合。

在抗战遗址的保护过程中，每一个
人都不应该成为局外人，都应当做遗址
的保护者、历史的守护者，把抗战遗址保
护好、展示好、传承好。如此，抗战精神
才能生生不息，永远成为推动我们民族
前进的伟大力量。

图①：淞沪抗战遗址四行仓库。
图②：松山抗战遗址中国远征军雕

塑群。
图③：吉林省通化市杨靖宇烈士

陵园。
图④：七七事变遗址卢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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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抗战遗址博物馆保存有 15处
文物建筑遗址，不仅是该市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也是著名人文旅游景区，每天
前来参观凭吊的中外游人络绎不绝。
早在 2015年 12月，该市就率先在全国
出台抗战遗址保护利用办法，从规章层
面对保护工作作出明确。

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大力实施革
命历史文物保护工程，收集史料、保护
文物已经逐渐成为全社会的行为自
觉。然而，仍有一些地方的抗战遗址保
护工作做得还不够，有的把抗战遗址等
同于一般景点或是旧址遗迹，任其野蛮
生长、“自生自灭”；有的政府领导责
任、部门保护责任、社会监督责任履行
不够到位，存在失管、失责、失控现象，
导致抗战遗址远离视线之外、脱离监管
之中；有的在维护修缮中擅自改变遗址
原貌，破坏遗址风貌，导致遗址被损

坏、被毁掉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利
益驱动之下，有的地方借着文旅开发之
名占用、破坏，使得抗战遗迹失去了

“历史踪迹”。
抗战遗址是战争的历史见证。它

不仅仅是一栋建筑、一个景观、一件物
品，更是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进
步和反动大决战的物质承载，是中华
儿女不屈不挠、浴血奋战、誓死抗击外

来侵略的史诗记载。它的巍然存在，
昭示的是历史，警醒的是现实，镜鉴的
是未来。

人的记忆是有时间刻度的，只有时
常被唤醒，才能永久被留存。否则，任
何事物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淡
化、遗忘。从一定意义上讲，抗战遗址
的现实存在，就是抗战历史的真实存
在，就是抗战精神的物质存在。如果任

由抗战遗址黯然湮灭消失于视野之中，
人们失去的绝不仅仅是那些肉眼可见
的物质形态，还有那些深藏于遗址之中
的民族之魂、资政之道、历史之真。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抗战遗
址虽然不能诉说，但它却用傲然矗立
的姿态讲述着那段世界战争史上的奇
观、中华民族的壮举。前事不忘，后事
之师。在历史虚无主义甚嚣尘上，世

界霸凌主义大行其道，日本右翼势力
极力否认侵华罪行的今天，保护好抗
战遗址，其实就是保护好我们的精神
家园，就是保护好我们的民族血脉，就
是保护好中华民族曾经惨遭侵略的原
始铁证。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遗址是最好
的清醒剂。现实表明，战争从未走开，
硝烟从未散去。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面对日趋严峻复杂的国际斗争
形势，面对我国由大向强的关键阶段，
更加需要人们从伟大的抗战精神中汲
取精神养分，从现存的遗址遗迹中摄取
战斗力量，从辉煌的战争史实中获取斗
争策略，以史为鉴、昼警夕惕，万众一
心、风雨无阻，推动中华民族向着伟大
复兴目标奋勇前进。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
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
能忘记走过的过去。”让我们保护好用
好遗址，传承血脉，观照现实，赓续发
展，努力创造出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作者单位：重庆警备区）

别让历史在我们手中消失
■张军有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保护抗战遗址保护抗战遗址，，守护民族记忆守护民族记忆
■■余秀芝余秀芝 本报本报记者记者 汪汪 娜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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