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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文明，浓缩于一件件文物、凝结成
一段段故事、收藏于一座座馆舍。在刚刚过去
的国际博物馆日，国家文物局发布最新数据显
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博物馆总数达 7046 家；
去年，全国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 4.3 万个，接
待观众 14.9 亿人次。博物馆事业正枝繁叶
茂，蓬勃发展。这其中，军事类博物馆逐步发
展壮大，内容提质，服务升级，日益成为传承
红色基因、宣扬强军成就、开展国防教育的重
要阵地。

《新时代军史场馆体系建设规划》印发后，
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场馆建设稳步推进，文物
征集工作取得显著成果。本期选取 4件新征
集的抗战文物，讲述红色传家宝背后的故事。

硝烟散去，山河重光。2025 年，时光的

巨轮即将抵达一个意义非凡的刻度——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回首那段艰难岁月，铁蹄踏碎山河，黑云笼

罩华夏。无数仁人志士挺身而出、舍生忘

死，以生命为刃劈开黑暗，迎来胜利曙光。

每一场战役的胜利、每一寸土地的坚守，都

凝聚着先辈们的滚烫热血与英勇牺牲。抗

倭十四载，血战乾坤赤，不仅谱写出一曲曲

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也留下了

一件件承载记忆、见证历史的抗战文物。

每一件文物都像一块拼图，拼接出更加

真实的历史图景。从染血的武器装备、质朴

的生活用品，到鼓舞人心的宣传刊物、饱含

思念的士兵家书，这些浸透历史风雨的抗战

文物，不仅是峥嵘岁月的实物见证，更是民

族精神的无声丰碑。当破损的军号在展柜

里沉睡，我们仍能听见它曾吹响的民族觉醒

号角；当染血的绷带褪成暗红色，我们依然

能触摸到战地医院里的生命温度……它们

宛如一座座桥梁，连接历史与现实，让我们

深切感受那段历史的壮烈与厚重，让不朽的

抗战精神在血脉中奔涌。

文物不言，自有春秋。每一件抗战文

物都是历史的讲述者，背后都隐藏着一段

鲜为人知的故事。锈迹斑驳的枪支弹壳，

仿佛带来了战场上激烈的枪炮声、冲锋的

呐喊声；破旧不堪的军装布鞋，默默诉说着

将士们风餐露宿、浴血奋战的艰辛……它

们没有生命，却比言语更有力地展现出先

辈们的坚忍不拔与顽强抗争。战争的鼓角

铮鸣已远去，但文物“会说话”，永远感染

人、教育人、激励人。

“躯壳纵填沟壑去，精神犹在海天张。”

抗战文物不仅是历史的忠实记录者，更是

民族精神的传承纽带。每一处旧址、每一

件实物、每一个故事，都在岁月的磨砺中闪

耀着不朽的光辉，都是一支永不熄灭的精

神火炬。这“火炬”，是“打完子弹就上刺刀

冲锋”的血性胆气，是“以血肉之躯消灭精

良装备”的必胜信念，是“不惜用生命填进

火海”的大义凛然。历史因铭记而永恒，精

神因传承而不灭。与抗战文物的每一次对

话，都是一次思想的洗礼；对抗战历史的每

一次回望，都是一次精神的赓续。

知所从来，方明所往。唯有铭记历史，

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平的来之不易，更好地

迈向未来。这些抗战文物是我们的传家之

宝，不仅蕴藏着我们“从哪里来”的精神密

码 ，更 立 起 了 我 们“ 走 向 何 方 ”的 精 神 路

标 。 强 国 强 军 新 征 程 上 ，我 们 要 以 史 为

鉴 、面 向 未 来 ，深 入 挖 掘 抗 战 文 物 背 后 的

动 人 故 事 ，仔 细 聆 听 历 史 深 处 的 响 亮 回

声，弘扬抗战精神、赓续英雄血脉，让抗战

故事代代相传，让民族脊梁永远挺立。

聆听历史回声 高擎精神火炬
■刘开才

看过电视剧《亮剑》的人，一定对这

一幕印象深刻：“骑兵连，进攻！”随着一

声令下，骑兵们齐举军刀勇猛冲杀。一

把军刀，犹见骑兵当年勇。山西革命军

事馆筹建专班征集到一把军刀，而军刀

的主人是八路军 129 师 386 旅骑兵连战

士马晓春。

“这是一把缴获的日式军刀，它既是

日军侵略罪行的铁证，也是民族抗争的

见证。”捐赠仪式上，捐赠人韩虎则老人

为大家讲述了军刀背后的故事。

1943 年 5 月，目睹家园焚毁、亲人罹

难，长子县石哲镇张家庄村村民马晓春

毅然参军，投身八路军。这一年，他刚满

18 岁。因英勇善战，马晓春很快被选入

129 师 386 旅骑兵连。抗日战场上，骑兵

们凭借优越的机动性，经常利用夜色突

袭日军据点，破坏敌指挥系统，并多次剿

灭匪患、掩护指挥机关转移。这把军刀

就是他们缴获的战利品。

班 长 将 军 刀 交 给 了 马 晓 春 ，并 嘱

咐：“一定要用它多杀敌人！”此后，这把

军刀跟随马晓春转战华北大地，参加了

1944 年的攻势作战和 1945 年的全面反

攻。在一次次激烈拼杀中，军刀留下了

道道缺口，成为那段金戈铁马岁月的重

要见证。

1951年，马晓春退伍返乡，经组织批

准，他将军刀作为最重要的“战友”带回了

家，并挂在家中显眼的位置。1985年，无

儿无女的马晓春入住长子县光荣院，他将

军刀也带了过去，甚至晚上睡觉时也要放

在床上，仿佛随时准备响应冲锋的号角。

这份特殊的“执念”，引起了时任光

荣院院长韩虎则的注意。“得知马老是老

八路，我特别高兴，连着四五天找他聊

天。谈起当年战场，他的眼中就闪烁着

异样的神采。”韩虎则说，自己是一名八

路军后代，对八路军有着特殊的感情。

一来二去，两人成了忘年交。1994

年，马晓春临终前将珍藏半生的军刀托

付给了韩虎则。当时，韩虎则已担任长

子县北高庙烈士陵园负责人。马晓春希

望将军刀放在陵园展馆里当一个见证，

让更多人记住八路军骑兵的英勇，记住

那段血与火的历史。

多年来，韩虎则陆续收集了一些八路

军臂章、书信文件、生活用品等，陈列在陵

园展馆里。得知山西革命军事馆正在征

集文物，他决定捐献这把军刀。

“未来，参观者不仅能在互动屏前

了解历史，还能通过虚拟现实技术‘亲

历’八路军骑兵杀敌的惊险瞬间。”山西

革命军事馆筹建专班负责人费芝宏告诉

记者，他们计划运用三维扫描、纳米修复

等技术，让这柄锈迹斑斑的军刀焕发新

生，并作为国防教育“活教材”，警示后人

铭记历史、捍卫和平。

山西革命军事馆山西革命军事馆··一把一把军刀军刀——

骑 兵 连 的 英 勇 冲 锋
■闫宏刚 本报记者 李浩然

在江苏革命军事馆筹建办公室，存

放着一面特殊的队旗。

这面落款为 1938 年 7 月的旗帜，红

色旗面已经褪色，左侧“新四军抗日义

勇军第一大队”的字迹却清晰可辨。

旗帜捐赠人许朝奉是新四军抗日

义 勇 军 第 一 大 队 大 队 长 许 维 新 的 侄

孙。他说，这是父母珍藏了几十年的

“宝贝”，此次将“家藏”变为“馆藏”，是

希望它在新的平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一面队旗，记录了许维新从自发抗

日到坚定信念跟党走的故事，见证了一

支抗日武装从单打独斗到汇入抗日洪

流的历程。

七七事变后，江苏句容农民许维新

在家乡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活跃在句

容 、溧 水 等 地 区 ，自 称“ 游 击 司 令 ”。

1938 年，新四军挺进苏南，积极向当地

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联系地方

抗日武装、开明士绅等结成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

了解到许维新为人正直，抗日积

极，陈毅同志亲自去做工作。经过一番

深入交谈，许维新表示拥护统一战线，

接受新四军的领导。1938 年 7 月，许维

新带领的这支 300 余人的抗日武装改

编为新四军抗日义勇军第一大队。许

朝奉的父亲许立庭也随叔父一起加入

新四军。同年 8 月，该大队改编为新四

军第一支队独立营，许维新任营长。

加入新四军后，许维新进步很快。

他参加了第一支队举办的干部培训班，

学 习 党 的 理 论 和 人 民 军 队 的 优 良 传

统。1939 年，许维新被派往新四军教

导总队学习。一边作战一边学习，许维

新的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不久，他

被吸收为中共党员。

在许维新的带领下，独立营整顿组

织纪律，学习游击战术。1939 年 2 月，

新四军夜袭日军东湾据点，独立营争取

了据点内的炊事员，掌握了日军兵力情

况，配合主力部队顺利完成任务。后

来，独立营经过多次改编，越打越强，逐

步成长为新四军主力部队，为抗日战争

和中国革命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1941 年 5 月，溧水县抗日民主政府

成立，许维新被任命为县长。7 月，许

维新回到句容老家开展统战工作时被

内奸杀害，牺牲时年仅 39 岁。同时遇

害的还有他已怀孕的妻子。

“父亲生前常说，参加新四军就是为

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在党的教育培养

下，他们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一心想让

人民过上好日子。”许朝奉说，看到如今

的中国，他们一定会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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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挲镜筒上细密的纹理，感受镜体

的重量和温度，最后小心翼翼地将望远

镜装进包装盒——吴晓媛知道，这个跟

着父亲征战琼崖、陪着自己长大的“伙

伴”，马上就要进入公众视野。

5 月 9 日，海南革命军事馆文物实物

捐赠仪式举行。原海南军区第一副司令

员吴克之后代捐赠 3 件物品，包括吴克

之在战争时期使用的望远镜、军大衣、脸

盆等。

“ 作 战 时 ，父 亲 有 3 件‘ 宝 贝 ’不 离

身——公文包、作战地图和望远镜。他

经常不顾危险站在高处，用望远镜观察

地 形 和 敌 情 ，据 此 制 定 方 案 ，指 挥 作

战。”吴晓媛告诉记者，“听父亲身边的

战友们说，父亲除了睡觉和洗澡，很少

把挂在胸前的望远镜取下来，可见他的

珍爱程度。”

《吴克之回忆录》一书中，有很多关

于这位“常胜将军”善察环境、善用地形

的记载——

琼文根据地，群众条件好，但境内大

多是丘陵平原，没有高山峻岭，树林也不

多，随时有遭受敌人进攻和摧残的危险，

并且偏于琼岛的东北角，难于发挥应有

的作用；

我们决定集中四个中队和两个短枪

排约二百多人，配备三挺机关枪，在大桥

周围的有利地形埋伏……

抗日战争时期，作为琼崖抗日游击

队独立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吴克之带

领 支 队 在 敌 后 战 场 英 勇 战 斗 ，屡 战 屡

胜。第一支队因此被誉为“常胜支队”。

在儒万山战斗中，吴克之利用火山

石垒成的天然工事，分散部队与日军周

旋，以最小代价消灭敌军；在永兴墟战斗

中，他派短枪队伪装成农民混入日军据

点，趁敌不备发动突袭，歼灭日军……作

为琼崖纵队里为数不多的上过正规军

校的指挥员，他充分发挥军事才能，根据

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机动灵活地运用

麻雀战、伏击战、破袭战等作战形式，巧

妙地打击敌人，为琼崖革命斗争 23 年红

旗不倒作出重要贡献。

“这副望远镜陪着父亲从抗战岁月

走到新中国成立，看见日月换新天。”吴

晓媛回忆，战争结束后，望远镜保存在家

中书房里。有时，她和几个姐妹拿出来

玩，试图“望见很远的地方”。父亲会耐

心教她们怎么转、转到哪个角度才能看

得远。

“它是琼崖革命精神的生动见证，是

讲好海南革命历史的珍贵载体。”收到捐

赠，海南革命军事馆筹建专班工作人员

柴军说，他们将征集更多能体现海南革

命军事史的文物，通过深入研究和精心

展示，充分发挥教育作用，让革命精神传

播得更广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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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双带有岁月质感的靰鞡鞋

被吉林革命军事馆筹建专班收藏。

从伐木工鞠忠魁到儿子鞠雨亭，再

到孙女鞠淑英，这双靰鞡鞋被他们一家

珍藏了 80 多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鞠淑

英得知吉林革命军事馆正在征集文物，

便与家人商量将这双鞋捐赠出去，让更

多人了解爷爷和杨靖宇的故事。

两 人 相 遇 在 烽 火 连 天 的 1937 年 。

鞠忠魁家住通化市辉南县石道河镇，这

里正是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联第一路

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活跃地带。一天，

杨 靖 宇 遇 到 正 在 山 上 砍 柴 的 鞠 忠 魁 。

深入了解后，杨靖宇认为鞠忠魁忠厚正

直，又熟悉山林地形，便向他宣传抗日

救国的道理，动员他帮助部队运送补给

物资。

“记住啊！当年雪地里那些穿靰鞡鞋

的抗联将士，是拿命给咱们蹚活路的……”

在鞠雨亭为父亲撰写的回忆文稿中，鞠忠

魁这样描述他眼中的抗联将士。他不

懂 得 太 多 大 道 理 ，但 认 定 抗 联 将 士 是

“自己人”。支持抗联的战斗，就是为了

穷苦百姓将来不受欺负、不被奴役。

鞠忠魁以伐木工身份作为掩护，穿

过日伪封锁线，为抗联将士运送豆油、

食盐、布匹、靰鞡鞋等重要物资。靰鞡

鞋又称“乌拉鞋”，是东北地区特有的传

统御寒鞋履，凭借草纤维的保暖性、兽

皮的防水性以及宽大鞋型的包容性，能

在寒冷环境中有效防寒。

1938 年，日伪为了切断人民群众对

抗日武装的支援，推行“归屯并户”政

策，鞠忠魁被迫搬家。为了方便行动，

与杨靖宇部保持联系，鞠忠魁参加了日

伪组织的伐木队。

1939 年初的一天，鞠忠魁驾爬犁穿

林海急行百里，将生活物资运送至抗联

密营。杨靖宇想让他留宿，鞠忠魁为防

止 被 日 伪 发 现 ，不 得 不 立 刻 返 程 。 当

夜，下着鹅毛大雪。次日，伪警察盘查

时，看到爬犁上的厚厚积雪便认为他没

有出远门。

1939 年腊月的一个清晨，鞠忠魁为

抗联采购了一批靰鞡鞋，因数量过多，

引起伪警察怀疑被关押。严刑拷打中，

他始终未透露一句抗联的秘密，咬定自

己就是一名普通伐木工。半年后，伪警

察释放了奄奄一息的鞠忠魁。

因被伪警察重点监视，鞠忠魁担心

泄露抗联踪迹，这些靰鞡鞋一直未能送

给抗联。1953 年，鞠忠魁去世。后来，

鞠家几经搬迁，却始终珍藏着一双靰鞡

鞋。“如今，捐赠给吉林革命军事馆，也

算完成了爷爷的心愿。”鞠淑英说。

“在物资匮乏的艰难岁月，鞠忠魁

冒着生命危险为抗联运送物资，是无数

民众自发支援抗联、共同抗击外侮的缩

影，这双靰鞡鞋就是最好的见证。”吉林

革命军事馆筹建专班工作人员表示，他

们将继续以“寻迹白山松水”为脉络，征

集革命文物史料。

吉林革命军事馆吉林革命军事馆··一一双靰鞡鞋双靰鞡鞋——

伐 木 工 的 风 雪 运 输
■宋济舟 孙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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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 ，这 些 抗 战 文 物“ 会 说 话 ”
——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部分文物背后的故事

图①：八路军骑兵连

战士马晓春的军刀。

图②：新四军抗日义

勇军第一大队队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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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琼崖抗日游击队独立总队第一支队支队长吴克之的

望远镜。

图④：伐木工鞠忠魁为抗联将士采买的靰鞡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