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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时讯

“抗战珍藏”系列报道

本报讯（记者 张清）近日，记者从乐山师范学
院获悉，在今年8月举行的奥地利萨尔茨堡国际艺
术节声乐比赛中，该校音乐学院青年教师余薇获
得金奖。

据了解，奥地利萨尔茨堡国际艺术节声乐比赛
是一项具有国际性、权威性、专业性的赛事，此次
比赛仅声乐组就吸引了全世界近300名选手参加，
有来自各大专业院校的师生和歌舞剧院的专业演
员，评委由世界知名音乐院校的专家、教授以及知
名歌唱家、指挥家等组成。乐山师院音乐学院青
年教师余薇经过数轮激烈角逐，凭借其高难度的
演唱技巧与完美的舞台表现，最终在决赛中以莫
扎特歌剧《魔笛》中的《复仇的火焰在燃烧》征服全
场评委，荣获大赛金奖。

据了解，萨尔茨堡国际艺术节始于1920年，是
奥地利具有国际声誉的大型文化活动之一，在世
界文艺领域占有重要地位。萨尔茨堡是奥地利作
曲家莫扎特的故乡，为纪念莫扎特，萨尔茨堡在
1887年至1910年期间举行了8次莫扎特节。从
1920年起，萨尔茨堡在每年举办艺术节，历时一个
多月。艺术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断，1945
年恢复后，规模越来越大，成为世界音乐文化生活
中的一大盛事。

乐山师院教师
摘得国际声乐大赛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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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金波 文/图）
8月 27日，在中心城区市民张顺
家，记者见到一批日军侵华战争
时期进犯乐山的军事地图。“昭和
十五年”、“军事秘密”等字样以及
日文说明，成为日军侵略中国、进
犯乐山的又一铁证。

在张顺家，只见他小心打开
层层包裹的硬纸，一批地图呈现
在记者面前，总共 6张。记者看
到，这些地图纸张都不同程度地
泛黄，散发着久远的历史气息，不
过由于保存得当，地图既没有什
么折痕，也没有残损。

这些地图分别涵盖乐山、峨
眉山市、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
彝族自治县、犍为县和眉山市的
仁寿县等地区，比例尺显示为“十
万分之一尺”，这在当时而言，已
是很高的比例。6张地图均用当
时的老地名标注，地图的左侧标
注有“昭和十五年”或“昭和十
七年制版”等字样，“昭和十五
年”就是公历 1940 年，当时日
军正大踏步侵我中华，进逼重
庆、成都、乐山等西部腹地，地
图的右侧标注有“军事秘密”字
样和几行日文。地图的左下侧显
示有“参谋本部 陆地测量部”

字样，右下侧显示“标高 假定
龙泉驿金轮寺 500米达起算；图
式 据民国二年所定之地形原图
图式”等。

统揽这些地图，大比例尺下，
随着疏疏密密的等高线，各地方
的地形地貌、山脉高度、河流走
向，以及公路等交通要道、重要城
镇等战略要点，都一一标注、清晰

显示。其中以峨眉山市地图为
例，大峨山、金顶、万年寺等均有
标注。尤其在乐山地图上，记者
看到，像铜河、雅河、安谷乡、棉竹
铺等稍微大的目标自不必说，就
连乐山城区街道分布，以及肖公
嘴、草鞋渡等小地方也都有显示，
足见其军事价值。

为了鉴定这批地图的真伪，

记者和张顺一起，来到市档案
馆。认真看过这批地图后，该馆
馆务科科长钟少兵认为，从纸张、
地图内容和标注等方面看，应该
就是侵华日军当时所用地图。“像
这样的地图，档案馆没有，在别的
地方也没有见到过，很珍贵。”

这批地图的来历颇显神秘。
据张顺讲，爱好收藏的他在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从旧书摊中淘得，
当时就觉得很有价值，遂拿回家
中用心包裹，小心保存，防止虫
蛀。至于这批日军军事地图如
何会在乐山出现，不得而知。

“位卑未敢忘忧国。”张顺告
诉记者，此次在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之际展示出来，就是要告诉
大家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侵华日军进犯乐山军事地图现身

历史之镜，折射出一个国
家一个时代的背影。八年抗
战，烽火硝烟中，作为大后方
的乐山，既发生过“8·19”“8·
23”大轰炸的惨案，也以军民
一心，誓死捍卫国家尊严的豪
迈之情和爱国情怀，书写着一
个苦难时代下可歌可泣的感
人故事。今天，让我们透过收
藏人张旭东这一组珍贵的藏
品，回望历史，感受乐山人是
如何在半个多世纪前用自己
的点滴之力，构筑起中国人坚
不可摧的抗战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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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被当年的所有者和
后来的收藏人以塑封保管，精心收
藏，这张薄纸或许早已消失在历史
的烟云中。这张由“峨眉第三区沙
溪乡联保办公处”于1937年12月
发出的“通知”上记录了这样一段
文字：峨眉第三区沙溪乡联保办公
处为行知照办事顷奉 区署 命令
募集皮棉丝制品供给我军在冰天
雪地中努力杀敌之用。在文件后

面，还留有联保主任贺怀德的签
章。

在轰轰烈烈的抗战中，热血青
年应征入伍到前线抛头颅、洒热
血，保家卫国；而在后方，民众不仅
踊跃捐钱捐物支持抗战，还积极投
身抗战宣传，激发百姓抗日救亡的
热情。在这张“峨眉第三区沙溪乡
联保办公处”向辖区征集抗战将士
御寒物品的“通知”上，我们不难感

受到7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硝烟
仍在弥漫，前方将士在浴血奋战的
同时亟需后方生活的补给。而军
民同心，全民参战保卫国家的决
心，也荡漾在字里行间。

那么，抗战时期是如何组织民
众参与抗战的？在一本盖有“私
立峨山惠民图书馆”蓝色圆章的
小册子上，回答了这一问题。这本
小册子的书名为《战时民众组织训

练和运用》，内容包括“组织民众与
抗战有何关系”“军人应当懂得民
众组织”“如何组织民众训练民众”
等，以文字的形式让人们明晰抗战
时期民众组织的重要性。

而从该书留下的“私立峨山惠
民图书馆”印章来看，抗战时期，无论
是图书馆还是书店，在保家卫国的
大背景下，抗战书籍仍旧是激发民众
爱国热情，参与抗战的重要渠道。

藏品再现火热的抗战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
岁月，举国上下群情激昂，无论政
界、工商界人士还是民间百姓，都
心系国家安危，投入到火热的抗战
中。

在乐山民间，很多商号也组成
了强大的抗战声援团，出钱出物，
尽显战火中的一片丹心。在张旭
东的抗战收藏里，一本封面用毛笔
字书写的“德顺协宝号民国三十二

年出公款账簿”让人眼前一亮。该
账簿材质为毛边纸，封面大字用红
纸做底，黑色毛笔写就。账簿内容
记载的是1943年间，乐山德顺协
宝号在学校、交通、兵费等项目上
的捐款捐物明细，捐赠包括大洋、
食料和棉衣等。仅当年9月，该商
号就分别于初八和十三日两天，捐
出钱物若干。

实际上，德顺协宝号只是抗战

时期乐山商号支持抗战的一个缩
影。现年91岁的老人张国权向记
者回忆，新中国成立前，他家住在
县街，其父亲张永兴在水西门经营
一家名为“永兴昌号”的油米山货
铺。抗战初期，他家的店铺每隔三
五个月就要配合地方捐些钱粮支
持抗战。“通常由所辖保甲长们拉
着架架车，采用挨家挨户的征集方
式。如我家一次捐钱为20—50元

（法币），捐粮则用铺子上的小斗，
撮上一斗（30斤）。”张国权说，一
般居民也或多或少均有表示，如
1—5元或一筒米、一把盐，还有捐
献衣被和手饰的。1937 年冬，乐
山发起为期半月的“为前线将士捐
赠棉衣暨春节慰劳”募捐活动。张
国权清楚地记得，当时他所在的小
学校也动员大家“捐一天餐费，献
一份爱心”。

“德顺协宝号”的账簿

全民抗战，学校亦不能例
外。1938年由乐山县立初级中学
颁发的一张《通知书》，清晰地记录
了教育界在抗战中做出的努力。
据了解，乐山县立初级中学简称

“县男中”，新中国成立后更名为
“乐山第三中学校”，后改名为“乐
山第一职业中学”，校址在关帝

庙。在这张于1938年颁发的《通
知书》里，“告语”为“本校业于本年
七月十四日起放暑假，次期定于九
月二日即旧历七月初九日开学”，
学生为“第十七班第一学期学生毛
永康”。

这张详尽记录了毛永康“国
文”、“算数”等 15 个科目成绩的

《通知书》上，最引人注目的可能还
是成绩单后面附注的假期作业。
假期作业明确规定：一、调查所在
地出产情形及收获丰欠情况；二、
调查所在地出征将士姓名以及家
庭状况；三、作抗战建国宣传（注意
鼓励民众服兵役）；四、调查所在地
高中以上学校毕业学生及其现状；
五、逐日写作日记（日记内容即以
上列各项工作及自修心得切实记
载，于入校时呈缴查阅。）而在《通
知书》“附注事项”中还显示，学生
毛永康还“曾乐捐救济战区儿童捐
款一角，七七纪念慰劳抗战将士与
救济前方难民捐款一角。”

乐山教育界在抗战中的积极
行动，记者也从张国权老人那里得
到了印证。张国权回忆，他当时所
在的乐山县立小学开设有“国难须
知”科目，主要内容为接受爱国教

育，坚定抗战决心，参与民防事务，
长大报效中华。作为学生，他们还
参加了义务劳动，为防敌机突袭，
在学校挖掘防空洞。而在“童子
军”训练中，他们进行了军事化的
编队，注重体能锻炼，学习敌机突
袭时的趋避方法。让张国权难以
忘怀的是，学校还成立有一支十多
人的“抗敌后援宣传队”，他是队员
之一，差不多每个周末下午，都要
上街宣传，“当时的节目，主要以独
唱与合唱为主，歌曲包括《流亡三
部曲》《大刀进行曲》以及《毕业
歌》。”张国权说，最激励人心的莫
过于《毕业歌》，激荡起学子们期盼
早日毕业深入前线杀敌的高昂斗
志。

点滴之力，汇聚成海。全民抗
战之下，那一份沉甸甸的“乐山力
量”令人动容。

“通知书”上的抗战足迹

▲“德顺协宝号”账簿
◀《战时民众组织训练和运用》

▲保存完好的军事地图
◀张顺精心收藏的6张军事地图

全天开放空调，不间断提供饮用水，安静的阅
读氛围……暑假期间，市图书馆阅览室人气高涨，
到这里“充电”的学生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曾文 摄

新华社重庆电（记者 张琴）“巴蜀的怒吼——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展”27日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开幕。展
览主题是“牢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开创未
来”，展出抗战历史图片约320张，抗战文物约300
件（套）。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负责人介绍，展览分为七
个单元，全方位展示了红军转战四川北上抗日、重
庆各界救国联合会、八路军办事处暨中共中央南
方局、第二次国共合作、重庆大轰炸及反轰炸斗
争、展示大后方的经济建设及对前线支援、文化西
迁和庆祝日本投降等内容。

展览设置了“巴蜀的怒吼”主体雕塑、冯玉祥
“还我河山”浮雕墙、“千秋红岩”纪录片播放平台、
重庆大轰炸半景画演示系统、抗战歌曲收听平台
和抗战知识小问答电子触摸平台等12个辅助展
品，多媒体展示抗战内容。

80多岁的原第50兵工厂职工曾祥颖说，虽然
时间过去了70多年，但加强生产支援前线那段热
火朝天的岁月不能忘记，在大轰炸中坚强生活和
工作的岁月不能忘记，因为这些都是中国军民抵
御日本侵略者的历史见证。

抗战老兵、重庆大轰炸幸存者代表、驻地部队
官兵、学生代表等200余人参加了“巴蜀的怒吼”纪
念抗战胜利70周年展的首展活动。

重庆推出“巴蜀的怒吼”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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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晚，由市中区肖坝社区文艺爱好者
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文艺表演晚
会”在北欧印象小区外的河边休闲广场举行。在
一个多小时的演出中，大合唱《在太行山上》、《保
卫黄河》，情景剧《松花江上》，舞蹈《祖国万岁》，男
声独唱《再见了，大别山》等12个节目打动了在场
的观众，激发大家的爱国热情，同时又增强了社区
居民之间的凝聚力。

本报记者 张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