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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旗下的讲话 吕准能 21.10.11

亲爱的同学们、尊敬的老师们，上午好！

今天我的国旗下讲话的主题是“重温抗战岁月 再现烽火云烟”。

部分师生观看了电影《长津湖》，从“冰雕连”中领略了战争的惨烈、艰苦

与悲壮，也懂得了祥和安宁的来之不易。借助读书月告一段落之际，回望 14 年

抗战的峥嵘岁月，军民死伤约 3500 万，官兵伤亡 320 余万……为拓展对抗

战史的认识，弘扬抗战精神，激发家国情怀，我在此

分享与抗战有关的三本书。

1.《南渡北归》第一部《南渡》

这书作者你知道么？你看过么？作家岳南耗费了 8年

心血，三下江南与西南边陲进行实地采访与考察，搜阅了

近千万字的珍贵资料而创作，整套书分为南渡、北归和离

别三部，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所涉人物囊括了耳熟能详的大师如闻一多、华罗

庚、林徽因、邓稼先等，意旨宏远，规模宏大，搜罗宏富。其中第一部描述了抗

战爆发前后，学术大师和民族精英三千多里长征再流亡西南那刚毅坚卓的故事，

1937 年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等高校南渡西迁，我们不禁感慨抗战烽火

的那段流光岁月的困苦与艰难。大师们尽管穷困潦倒，但始终保持着高昂斗志和

坚定信仰，令人景仰。这部倾注心血的力作，不仅展示了那座“中国教育史上

的珠穆朗玛峰”的“最穷大学”，更为祖国留下了宝贵的

精神财富。

2.《抗日战争画史》

这书看过了么？作者是哪里人（兰溪人）？曹聚仁原

在上海教书，“八.一三”事变后毅然投笔从戎，担任特派

战地记者，在 8年中出生入死，辗转大江南北，以战争亲

历者的视角采集了许多一手资料，如奔赴淞沪抗战前线，目睹了“四行仓库”

800 壮士的坚守全程并作了及时报道，给沮丧的国人以巨大的振奋。次年

4 月刊出了长篇报道《台儿庄巡视记》，见报后举国若狂并轰动海内外，

令人动容。

1946 年夏，聚仁先生蜗居于上海家中埋头撰写，旁征博引，再借用新闻学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89%E4%B8%8B%E6%B1%9F%E5%8D%9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E%97%E5%BE%BD%E5%9B%A0


2

家舒宗侨拍摄的大批新闻图片，仅半年就完成了编撰并于 1947 年出版。这是他

在战地记者生涯几百万字的新闻报道的升华、精练和概括，涉及了抗战时期的世

界形势、国共领导人活动和各次的重要战役，还有近百幅各大战役的实战地图，

尤其着力展现了国共抗日名将的英姿，穿插了数百幅我党军民的照片，其惨烈、

英勇和震撼超乎想象，成为了迄今为止仅有的真实全面记录抗战的史册。尤为

难能可贵的是当时内战已白热化却仍能超越党派之争，只为抛弃偏见，还原历史

的真相。况且，该书绘制了相应的军事形势图，既有惊心动魄的现场感又努力

穿透历史表象的思考。

显然，有图有真相，既富有史料价值又因态度客观、笔调生动且图文并茂，

加之浓墨重彩，笔端饱含感情，至今仍被视作权威，甚至曾作为东京大审判

时追究日本战犯的铁证，而摆到军事法庭审判长石美瑜的案桌上。

3.《金华抗战老兵口述实录》

你家附近有抗战老兵么？接触过么？这

书是金华日报社联合市政协文史委、档案局，

由许建楠、汪蕾、章果果、张海滨等记者采写

抗战老兵的系列报道而结集出版，上下两册

共 70 万余字。

该书收录了 110 余名健在的金华籍老兵的抗战经历和记忆,在汇集诸多史实

材料、珍贵照片的基础上，历时 4年的实地走访、拍摄和撰写，均为“亲历,亲

见,亲闻”的史料，力求通过翔实生动的历史细节、简明准确的文字、

图文并茂的形式，充满对波澜壮阔、可歌可泣的抗战 14 年的温情缅怀

与崇高敬意。

战火硝烟远去的今天，“我为中国生，我为中国长，我们中国青年当自强……”

的战歌尤在耳边回响，无论当年如何壮怀激烈而今却已潇潇雨歇。一篇篇记忆犹

新的口述史展现了老兵们浓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顽强的战斗作风，

弥足珍贵。

我分享这三本书，是为了祖国和平、社会正义和民生幸福，当下当以

更为宽广的胸怀来品读，从中体会中华民族凤凰涅槃的荣光，进而激励青

年学子的使命与担当！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