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公報訊】記者周琳北京報
道：九三閱兵臨近，外國元首陸續
抵京，比如老撾、委內瑞拉、柬埔
寨、塞爾維亞、哈薩克斯坦等多國
元首8月31日分別抵京。9月初，全
世界49位外國領導人及政府高級別
代表將在北京齊聚一堂，共同出席
中國抗戰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周年紀念活動。

外交部有關負責人向記者證實
，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於2日抵京。
據俄塔社報道，除了出席閱兵等活
動，中俄兩國領導人將舉行會談，
討論雙邊關係發展以及重要國際和
地區問題，就深化在聯合國、G20
等國際組織框架內的合作前景交換
意見，此外還會涉及連接歐亞經濟
聯盟與絲綢之路經濟帶的項目建設
話題。

晤連戰等台胞晤連戰等台胞 歡迎同紀念勝利歡迎同紀念勝利

【大公報訊】8月31日
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會見
了來京參加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活
動的連戰等台灣各界代表人士。俞
正聲表示，國共兩黨合作並分別擔
負抗日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
任務，都為最終勝利作出重要貢獻
，廣大台灣同胞與祖國同呼吸、共命運，
他們的抗日鬥爭是全中國人民抗日鬥爭不
可或缺的一部分。

正聲正聲：：國共貢獻不可或缺國共貢獻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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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戰等台灣各界代表人士在京參觀抗戰紀念館
中新社

▲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會見來京參加抗戰勝利紀念活動的連
戰等台灣各界代表人士 新華社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譚笑北京報道：由國務
院僑務辦公室主辦的 「華僑與抗日戰爭─紀念抗
戰勝利70周年」主題圖片展正在國家游泳中心（水
立方）舉辦。展覽共展出百餘張世界各地搜集的珍
貴照片，揭示了眾多華僑心繫祖國、共赴國難的傳
奇故事。

1938年10月10日，陳嘉庚聯絡南洋各地華僑代表
，成立 「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他帶頭捐
款獻物，籌劃組織，使南僑總會在短短三年多的時
間內為祖國籌得約合4億餘元國幣的款項。據統計，
抗戰中為祖國捐款的華僑有400多萬人，約佔當時全
世界華僑人口的一半左右。抗戰8年，三分之一的軍
費來自華僑捐款，極大地支持了祖國的抗戰。

展覽中有張照片格外引人注意，那就是滇緬公
路著名的艱險路段 「24道拐」。1938年10月以後，新
開闢的滇緬公路成為運輸國際援華物資的主要通道
，被稱為 「抗戰輸血管」。1939年，陳嘉庚招募約
3200名華僑機工（司機和修理工）回國效力。在滇緬

公路上服務的司機和修理工一半以上是華僑。
一位參觀展覽的美國中學生表示，以前他並不

十分了解華僑抗戰和中國戰場的歷史。通過展覽看
到這些華僑在千里之外仍然心繫祖國並投身戰鬥，
並且在世界反法西斯鬥爭的各個戰場上，都有華人
的身影，他感到十分震撼並由衷地敬佩這些英雄。

華僑貢獻抗戰方式
組織抗日救亡團體，最多達3940個，代表
人物包括陳嘉庚、司徒美堂等等。
捐款捐物支持抗戰，包括400萬僑胞捐款
，1/3以上軍費來自華僑捐款。
回國參軍殺敵，包括南僑機工、美國廣東
僑胞4萬人、外國華僑飛行員。
參與駐在國鬥爭，如1.3萬華僑美軍、馬來
亞人民抗日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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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抗戰華僑捐款佔三分一軍費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國際
軍事歷史委員會第41屆年會8月31日在
北京召開。來自35個國家120餘名外國
學者和50多名中國軍事歷史學者匯聚一
堂，圍繞 「第二次世界大戰和20世紀戰
爭樣式演變」主題，展開深入研討。這
是國際軍事歷史委員會成立70多年來首
次在中國召開年會。

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孫建國當天出席
開幕式並致辭。他指出，中國人民永遠
不會忘記，在與日本法西斯長達14年的
抗戰中，得到了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和
正義事業的國家與人民的廣泛支持、大
力幫助。

與會中外代表圍繞 「第二次世界大
戰的起源和進程」、 「第二次世界大戰
與中國戰場」、 「20世紀戰爭樣式的演
變」、 「20世紀的戰爭與國際關係」等
10個議題進行廣泛討論。

據新華社報道：俞正聲表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的偉大勝利，是近代以來中國抗擊外敵入侵的第一次
完全勝利，也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作出了重要貢
獻。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都為此付出了
巨大犧牲。

俞正聲指出，在這場波瀾壯闊的全民族抗戰中，
國共兩黨合作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兩黨領導的抗日軍
隊分別擔負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都為抗
日戰爭的最終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廣大台灣同胞與
祖國同呼吸、共命運，他們的抗日鬥爭是全中國人民
抗日鬥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冀兩岸同捍衛主權領土
俞正聲強調，兩岸同胞要牢記抗日戰爭的偉大歷

史，發揚共禦外侮、追求統一的民族精神，堅定不移
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共同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同心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另據中評社報道：俞正聲表示，我們非常歡迎台
灣同胞共同來慶祝這場偉大的勝利，我們也希望我們
的紀念活動有助於兩岸在和平發展的道路上為中華民
族的偉大復興共同作出努力。

連戰表示，到北京的目的只有一個，是來參加即
將舉行的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勝利的紀念活動以及世界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紀念活動，也是誠心誠意的利用
這個時候來緬懷過去的歷史、確立未來的發展。侵略
戰爭的錯誤容或可以原諒，但是歷史的責任、殘忍的
作為是永遠不能忘記的。

連戰強調，今天兩岸的各位先進聚在一起，很自
然的會談到國共兩黨在民族災難當前的上個世紀，我
們捐棄了、擱置了一些分歧的看法，合作一致的來抵
抗強權，抵抗侮辱，抵抗異族的侵略。當年國民革命
軍在正面戰場先後進行了多次大型戰役，22次的會戰
都是結合了在側面以及敵後的共產黨武裝力量給予日
本侵略者嚴重的打擊，這是事實。

連戰赴抗戰館題字贈史料
另據中通社報道：當日上午，連戰展開系列參訪

活動，先參觀北京宛平古城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
館和盧溝橋，並在館內留言本特別題下 「一十四年血
淚史、贏得醒獅萬世名」這14字。

張榮恭事後轉述，連戰特別在館內陳列的1943年
開羅會議的照片前留影。這張照片顯示，蔣中正、蔣
夫人宋美齡與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和時任英國首相邱
吉爾4人參加開羅會議。

此外，連戰還看到了自己的父親連震東當年參與
日本在台灣受降的照片。連戰並向館方贈送台灣新出
版的 「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篇」共6大冊，以及中正文
教基金會蒐集編輯的抗戰電視紀錄片。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劉美君、記者趙
一存北京報道：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活動新
聞中心第三場記者會8月31日在北京梅地亞
中心召開，現場有記者追問中國此次閱兵是
否針對日本。對此，中共中央黨校政法部常
務副主任卓澤淵回應指，中國紀念抗戰勝利
並非狹隘民族主義，維護國際秩序，化解矛
盾、解決爭端，需要法治。

卓澤淵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國際
聯盟第六次大會就已經宣告反對侵略戰爭，
法西斯的侵略戰爭當時已經屬於國際犯罪，
如果不對包括日本在內的法西斯國家當年給
人類帶來的災難進行清算，忘記歷史就是背
叛。

回答記者有關日本數萬日本民眾30日抗
議安倍政府強推安保法案問題時，卓澤淵表
示，任何一個國內立法都必須考慮國際法的
要求，必須考慮人類共同認可的國際法的基
本原則，國內法理應尊重國際法。

精神矍鑠、開朗熱情的時原老人現年已經92歲高
齡。按照中央的安排，9月3日她將受邀到天安門觀禮
台，見證抗戰勝利大閱兵的盛況。這引發了老人的雙
重回憶：一是抗戰期間的烽火歲月，二是自己參加
1984年、2009年大閱兵的往昔情景。

時原本名張鳳蓮，山西文水縣人。1937年盧溝橋
事變後不久，日軍就大舉進犯山西。此時，張鳳蓮哥
哥張鳳葆（後改名洛風，建國後任國家檔案局副局長
）是山西抗日群眾組織 「犧牲救國同盟會」在文水一
帶的領導人。受兄長的影響，張鳳蓮也參加了抗日，
並改名時原。

戰時結伴侶 彭真撮合
1937年11月，時原跟隨游擊武裝到晉西北岢嵐、

嵐縣一帶，進入第二戰區戰地總動員委員會舉辦的培
訓班學習。當時她只有14歲，先是學習護理。 「當時
缺醫少藥，有的戰士骨頭被彈片打碎了，從傷口往外
取骨頭渣子，沒有麻藥，傷員痛苦極了，我站在旁邊
給醫生端盤子，我也哭。醫生看我膽子太小，就讓我

別當護士了。」時原說，後來又到了游擊隊劇院待了
半年多。

1938年，延安抗日軍政大學二分校到晉察冀地區
舉辦無線電訓練班。聶榮臻元帥夫人張瑞華當時負責
選幹部，時原被選中。經過學習培訓，1939年開始在
北方分局電台當了報務員。 「這算是我的第一份正式
工作。」

在北方分局工作期間，時原與黃慶熙（建國後曾
任公安部副部長、民政部副部長）結為伴侶。時原回
憶： 「有一次彭真讓警衛員把我叫去，他說， 『你們
倆的事我知道了，我批准了』，然後他對旁邊的北方
分局秘書長姚依林說， 『姚胖子，你請他們吃個飯』
。姚依林張羅了三桌飯，這樣經彭真撮合，我和黃慶
熙就算結婚了。」而後，時原轉到地方工作，擔任區
委宣傳委員，負責發動群眾，支援抗戰。

難忘燒乾草篝火慶祝勝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對於70

年前的情形，時原至今記憶猶新： 「那時我在延安中

央黨校六部學習，延安地方不大，消息很靈通的，很
快傳開了。那時天已經黑了，我們在宿舍沒有被子，
一條薄薄的褥子下面鋪着乾草，大家就把草都搬到窰
洞外面點燃燒了，表示慶祝，又笑又跳又流淚，抗戰
終於勝利了。」

時原對大公報也不陌生。 「抗戰時我們看到的主
要報紙是晉察冀日報，有時也會看到大公報。」1983
年，以原北京大公報人員為主組建了經濟日報，時原
擔任了首任副社長。

1984年，中國在時隔25年之後再次舉行大閱兵，
時原應邀在現場觀禮， 「當時導彈等許多新式武器
首次亮相，特別震撼」。2009年國慶60年大閱兵，她
也再一次現場見證。對於將到來的抗戰大閱兵，她
十分關注，面對記者一一歷數看點。 「作為一個中
國人，曾經為抗戰出了一分力，我感到自豪和驕傲
！」時原將前幾天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
予她的抗戰勝利70周年紀念章掛在胸前。金色的紀念
章上，黃河奔流，戰士高舉着大刀，記載着一段永
不磨滅的歷史。 大公報記者馬浩亮、范梓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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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美國中學生與中國好友參觀展覽
大公報實習記者譚笑攝

▲河北一間小學的學生參與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
活動 路透社

▲92歲的抗戰老人時原掛上紀念章，向記者憶
述烽火歲月 大公報記者馬浩亮攝

九旬抗戰老人憶烽火念閱兵特 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