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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记者 徐珍徐珍

从乐山迈出的这一步，最终化为彪炳史册
的丰碑。1951年10月26日，十八军指挥机关
和主力部队进驻拉萨；到1952年7月，五星红旗
插遍后藏重镇与边境要隘，至此，十八军胜利完
成了和平进军西藏的历史使命。在这气吞山河
的征程中，在修筑川藏、青藏“天路”的壮举里，
伟大的精神淬火成钢——“两路”精神与“老西
藏精神”，从此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重返出发地，原十八军老战士王静先心潮
澎湃，誓师大会的场景历历在目，战士们的铮
铮誓言在耳边回响。与展板上18岁的自己对
视，拂着如今的满头白发，王静先笑着说：“当
年，我们文工队边演出边宣传，我打着腰鼓，从
乐山一直打到了拉萨。如今看到国家繁荣富
强，家乡人民安居乐业，我很开心。”

“我们的前辈当年从乐山出发，那是艰苦奋
斗的一代人，他们舍生忘死，取得了战争的胜
利。如今欣欣向荣的乐山，大家依然记得十八
军的精神，并且在不断地赓续与弘扬，我非常
感动。”参观完十八军进军西藏出发地，原十八
军军长张国华侄女张毅感慨万千。

十八军驻乐期间，留下了进军西藏誓师大
会地、军部驻地、驻川留守处等红色遗址遗
迹。这些红色资源，让我们得以触摸那段热血
沸腾的峥嵘岁月。如何保护好这些遗址，赓续
好红色血脉？乐山以实际行动作答。

6 月30 日，乐山市“保护十八军在乐遗址、
传承十八军精神财富”座谈会在乐山举行。

“今天我们召开了座谈会，观看了微党课，
揭幕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军西藏出
发地’石刻标识和网上展厅，还举行了《从乐山
出发·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军西藏》图
片展，效果很不错。”中共乐山市委党史和地方
志研究室副主任税俊峰表示，近年来乐山不断
加大十八军在乐遗址宣传保护力度，大力实施

“七个一”项目。接下来还将开展重走十八军
进藏路、制作红色文化墙、编纂出版相关书籍
等活动，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

从乐山公园广场的震天誓言到布达拉宫前
的红旗漫卷，从乐山龙神祠的运筹帷幄到雪域
高原的扎根奉献，十八军将士用生命拓出的这
条天路，早已超越了地理意义。在乐山这座

“出发地”，我们守护的不仅是历史的基石，更
是那股在绝境中开掘生路、于孤寂里守护山河
的精神血脉。这精神的火种，将在代代乐山儿
女的守护下，照亮时代征程。

盛夏的乐山，绿意葱葱。在中心城区海棠广场，一方新揭幕的石刻在阳光下熠熠生
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军西藏出发地”。6月30日，当原十八军老战士曹从
连、李廷山用颤抖的双手揭开幕布，75年前的誓师呐喊仿佛也穿越时空，在乐山
城的巷陌间再度回响。这座石刻标识与同步启动的网上展厅，揭开了尘封的
壮阔史诗，也为乐山这座英雄的“出发地”树起了永恒的精神坐标。

当十八军的旗帜插上龙神祠，平静的
乐山城瞬间成为巨大而紧张的十八军大本
营。从1950年 1月到4月，短短四个月，
这里进行了一场周密备战。

初闻进藏，并非没有波澜。高寒缺氧、
路途艰险、语言隔阂、思乡之情……各种现
实顾虑在部分指战员心头萦绕。十八军党
委洞悉思想动态，强力开展政治动员。军
党委扩大会层层传达中央决策。张国华、
谭冠三等军领导深入各部队，与官兵促膝
长谈。刘伯承“精细研究藏族同胞物质的
思想的具体生活情况，切实执行共同纲领
民族政策”的叮嘱、邓小平“接受与完成党
所给予的最艰苦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
个革命军人无上的光荣”的题词，如炽热的
火种，点燃了全军的豪情。决心书如雪片
纷飞，挑战应战此起彼伏，“人人争进藏”
的热潮席卷三江两岸。

为适应高原作战与长期建藏需要，中
央军委配强了十八军领导班子。精兵简政
同步进行，近3000名留守人员被妥善安
置，部队更加精干。武器装备全面更新，老
式笨重的武器被新式轻便的武器替代。新
任第二参谋长李觉赴任时，带来了满载无
后座力炮、电台的车队。军事训练紧扣高
原实战：负重行军、野营野炊，甚至提前适
应藏族人民的饮食——官兵们开始练习吃
糌粑。为帮助指战员了解藏民族宗教信
仰、生活习俗等，特别邀请乐山乌尤寺法师
隆果为进藏指战员教授藏语。这跨越信仰
的文化纽带，为后续争取民心奠定了第一
块基石。

乐山乃至整个川西，成为支援进军的
大后方。各级“支援委员会”高效运转。乐
山人民响应党的号召，倾尽全力：筹集粮秣
被装，保障数万之师；青年踊跃参军，王若
兰、王静先、陈荫华、唐静玲等一批乐山子
弟，在此时加入革命队伍，随军西进；政府
全力协助十八军驻川留守处，妥善安置随
军家属子女，解除了前方将士的后顾之忧。

1950年 3月7日，一切准备就绪。在
乐山公园广场（今海棠广场），十八军举行
了气壮山河的进军西藏誓师大会。军长张
国华声震云霄：“誓把五星红旗和八一军旗
插到喜马拉雅山上！”3月29日，历史性时
刻降临，北路先遣部队从乐山出发。倾城
而出的乐山人民，夹道相送。汽车轰鸣声、
嘹亮的军号声与祝福声交织，汇成一部英
雄交响曲，奏响了挺进世界屋脊的序章。

1950年初，雪域高原阴云密布。帝国
主义势力图谋分裂西藏。对此，毛泽东主席
高瞻远瞩：“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
重要，我们必须占领。”解放西藏，刻不容
缓。

最初，中央曾考虑由西北方向进军。然
而彭德怀元帅的实地调研揭示了一个严酷
现实：从青海、新疆入藏，“困难甚大，难以
克服”，准备周期需长达两年。时不我待！
1950年 1月 2日，毛泽东从莫斯科发回急
电，历史性地将“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
任务”赋予西南局。

重担落到二野首长刘伯承、邓小平肩
上。选择一支能担此千钧重担的部队，成为
首要关键。目光最终聚焦于十八军。军长
张国华年轻有为，军政兼优，在开辟豫皖苏
解放区中展现过非凡的魄力与智慧。十八
军整体军政素质过硬，军、师领导层汇集了
大批久经考验的老红军、老八路骨干。刘邓
首长深知，进藏初期部队实质将承担“军政
府”职能，十八军的综合能力与顽强作风，是
完成这一特殊使命的可靠保障。

至于出发地域的选择，乐山以其独特优
势脱颖而出。它地处川西要冲，水陆交通相
对便利，物产丰饶，能有力支撑大军集结与
物资筹措。1950年1月7日，刘邓首长电令

“飞传”：“十八军主力集结乐山、丹棱地区
整训待命。”1月13日，更下达具体指示：各

军抽调骡马、武器支援十八军。短
短数日，十八军军部进驻乐山城区

龙神祠，各师分驻五通桥、
夹江、眉山。自此，乐山与
解放西藏、巩固祖国西南边
疆的伟大事业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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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十八军老战士及家属在海棠广场观展。 记者 徐珍 摄

原十八军老战士王静先（左）、王若兰（右）
和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合影。 记者 徐珍 摄

海棠广场海棠广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军西藏出发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进军西藏出发地””纪念标识纪念标识
记者 徐珍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清）日前，五通
桥区丁佑君烈士纪念馆在完成提质
改造后，重新恢复对外开放，以焕然
一新的面貌迎接社会各界人士前往
参观学习。

丁佑君烈士是中国共产党忠诚
的战士，她面对敌人威逼利诱宁死
不屈，年仅19岁便英勇就义，诠释了
信仰的力量、理想的崇高和革命的
坚贞。丁佑君烈士纪念馆坐落于五
通桥区菩提山上。该馆于 1985 年
建成，是全国首座丁佑君烈士专题
型纪念馆，也是省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和烈士纪念建筑物重点保护单
位。2023年，五通桥区投入900余
万元对其进行提质改造，通过优化
观展路线、美化基础设施、重新展陈
布展等，让纪念馆的整体形象和接
待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此次重新布局后的展陈，以“党
和人民的好女儿”为主题，精心规划
了序厅、主厅、历程厅和放映厅，主
厅包括“故土”“启蒙”“成长”“磨
炼”“壮举”“缅怀”六个展陈单元。

整个展览以时间脉络为叙事主线，
综合运用实物展示、图片呈现、影像
播放等多种形式，并结合场景复原、
声光电等现代展陈技术，生动再现
了丁佑君烈士短暂却壮烈的一生，
让参观者深刻感受到烈士的崇高精
神。

在五通桥区丁佑君烈士纪念馆
改陈开馆仪式上，五通桥区委负责
人表示，此次对丁佑君烈士纪念馆
进行改陈升级，不仅是对烈士的深
切缅怀，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走进丁
佑君的故事，感悟她的精神，让红色
基因代代相传。五通桥区将以此次
改陈开馆为契机，充分发挥纪念馆
的红色教育阵地作用，广泛开展主
题鲜明、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让广
大党员干部接受党性锤炼，让青少
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推动红色
基因融入城市血脉、根植群众心中，
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及群众在各自岗
位上锐意进取、奋发作为，共同书写
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先烈、无愧于人
民的崭新篇章。

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

丁佑君烈士纪念馆改陈开馆

■■ 黄华春

淞沪会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中进行的第一场大会战，也是整个
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
的一场战役之一。会战从 1937 年
8月 13日开始，11月 12日结束，中
国军队以劣势装备和血肉之躯，与
现代化装备、海陆空立体作战的敌
人拼搏，血战三个月，粉碎了日本
军国主义者“三个月灭亡中国”的
迷梦，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
焰。在淞沪会战中，郭沫若始终坚
守在抗战前线，为上海抗战留下了
浓墨重彩的一笔。

鼓动民众积极支持和
参与抗战

1937年 7月25日，郭沫若别妇
抛雏，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逃离
虎口，于7月27日到达上海。郭沫
若一回到上海，就义无反顾地投入
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
郭沫若是个激情澎湃的诗人，也是
个卓越的演说家，他根据中国共产
党的抗日主张和号召，紧紧抓住各
种集会的有利时机开展演说，唤起
民众同仇敌忾，积极支持和投身抗
日救亡运动。8 月 2 日，郭沫若出
席中国文艺协会上海分会和上海
文艺界救亡协会举行的欢迎宴会，
饱含深情地说：“此次别妇抛儿专
程返国，系下绝大决心，盖国势危
殆至此，舍全民族一致精诚团结、
对敌抗战外，实无他道。沫若为赴
国难而来，当为祖国而牺牲，谨以
近作七律一首聊表寸衷。”接着，他
挥泪朗诵起来：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
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
见旌旗。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
诚赋此诗。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
同德一戎衣。

郭沫若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
表，在祖国山河破碎、民族存亡的关
键时刻别妇抛雏，归国抗战，为当时
社会各界广为称颂。听了郭沫若慷
慨而又悲壮的朗诵，在座听众无不
动容。“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
一戎衣。”这一脍炙人口的诗句，成
为当时广泛传播的抗战口号。

8月7日，郭沫若出席上海留日
同学救亡会组织的欢迎会，慷慨激
昂地说：“中国到了最后关头，每个
人到必要时都要有拿起枪杆的力
量，每时每刻每秒都不要忘了抗敌
救亡的主张。”

8月上旬，郭沫若来到南市民众
教育馆，对近百名文学青年发表演
说，叙述在外流亡10年期间“朝夕都

在思念着亲爱的母亲”，而今终于冒
死回到祖国的怀抱，他表示：“我和
你们一起，上前线去，走向民族解放
的战场，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神圣的
抗战，献给亲爱的祖国。”

9月 11日，郭沫若前往国际电
台作《抗战与觉悟》的演说，列举抗
战一两个月来在军事上、经济上、道
德上取得的胜利，指出“我们仍然不
能满足”，必须“随时检阅”自己的

“抗战意识和抗战觉悟”，真正做到
“胜固不骄，败亦不馁，”“国存与存，
国亡与亡”，坚信“抗战是我们中国
唯一的出路，只要我们抗战到底，只
要我们继续作长期的全面抗战，最
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

郭沫若还多次深入抗战前线
劳军，为广大抗日将士作抗战演
说。9月上旬的一天，他随四川旅
沪同乡会救护队和文艺界战地服
务团一同去宝山罗店前线劳军。
为了能和大家一同奔上前沿阵地
抢救伤员，他不顾同伴们的劝阻，
借了一套童子军装来换掉身上容
易暴露目标的白衬衣后，就向那炮
火深处冲去。10 月 28 日，郭沫若
在隆隆的炮声和轰鸣的敌机声中
来到奉贤南桥，向到会的青年作了
题为《抗战期间青年的任务》的演
说。他分析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勉
励大家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
为国家未来和栋梁的青年，在国难
当头的时刻，必须树立必胜的信
心，坚持不懈地做好各自的工作，
为抗战多出一点力。田汉曾说：

“我、端先和沫若曾在双方炮战的
闪光下，敌机的爆炸弹与照明弹的
威胁下，两访南桥，一访嘉定、南
翔。我们联袂参加了许多使人无
限兴奋的会，如鲁迅周年纪念大
会，如上海文艺界救亡协会筹备会
等等。”“炸裂横空走迅霆，春申江
上血风腥。”这就是他在敌人狂轰
滥炸中为抗战奔走的真实写照。

阳翰笙回忆说：“在那个时候，
演讲是一项最普遍，最鼓动人心的
宣传方式”，“郭老在当时就是一位
极出色的鼓动家，凡是大的群众场
合都有他的演讲。”日本友人鹿地亘
则说：“我是听过他在上海和南桥嘉
定的演说的。他的火一般的爱国热
情使他成为那样一个雄辩家。他的
话是那样煽动的，几乎每一句都能
使听众为之狂热，为之击节。”

郭沫若在开展演说的同时，还
积极撰文动员大家支持和参与抗
战。在《我们为什么抗战》中，他论
述了中国民族本有爱好和平的素
质，但因日本的侵略，不得不奋起抗
战；呼吁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朋友同
我们携起手来， （紧转第3版）

在轰炸中来去
——淞沪会战中的郭沫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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