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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全面
侵华战争，妄想在短期内灭亡我国。
全国人民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旗
帜下，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浴血奋
战。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为挽救国家
危亡而英勇献身，在中华民族反抗外
敌入侵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人民编写了许多歌曲歌颂他们。其中
有一首歌，曾经广泛传唱于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每一个爱国青年，几乎人人
都会高唱这首壮歌：

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
民族英雄谢团长。

四方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
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
同胞们起来，快快赶上战场，拿起

八百壮士做榜样。
中国不会亡，不会亡，不会亡，不

会亡。
雄壮激昂的旋律，激励着千千万

万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它又如同
战斗号角，鼓舞着无数战士“拿八百壮
士做榜样，宁愿死，不投降”，以自己血
肉之躯去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歌声
也向全世界宣告，中华民族宁死不屈
的决心！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在沪日军
多次制造事端，不断挑衅，战争处于一
触即发状态。1937年8月11日深夜，
时任88师262旅中校参谋主任的谢晋
元奉命组织该旅 524 团从无锡出发，
开赴上海。

8 月 13 日上午，日本海军陆战队

对524团一营阵地发动了进攻。当时
日军依仗海陆空军优势火力，狂妄叫
嚣：“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内灭亡中
国”。敌人的狂妄野心激起了我军将
士的无比义愤，全军同仇敌忾，英勇战
斗。14 日，我军由空军掩护，发动全
线反攻，作战 10 天，就攻克敌盘踞的
虹口、江湾、杨树浦等多处据点，一举
将敌人分割包围。日军面对失利，撤
换了指挥官，并从本土急调精锐师团
和军舰增援。当时，在沪日舰已达30
余艘，飞机数百架，总兵力达 20 万。
日军利用其海空军优势，在飞机、大
炮、坦克掩护下，避开我军主力，从吴
淞口、张华浜、浏河等多处登陆，从外
围包抄上海。我军将士在吴淞、宝山、
月浦、浏河、杨行、罗店等水网地带，在
无山峰和高楼的不利地形下，层层阻
击，英勇顽强地与敌拼搏，以重大牺牲
作代价，消灭日军数万人，涌现出许多
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10月26日，我军为保存实力全线
撤退。为掩护五十万大军西撤，88师
孙元良师长受统帅部命令，要求选派
一位坚定果敢的军官，率领一支小部
队据守要点，担任掩护。并要求坚持
一定时日，以争取月底召开的九国公
约会议谴责日本侵略行径，引起国际
舆论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声援。执行
这一艰难而危险的任务，唯有勇敢机
警和抱定必死信念，方能完成。

孙师长经郑重选择后，命令谢晋
元率领524团一营断后掩护。谢晋元
接到师长手令，表示决心以生命报效
国家，誓死完成任务。他立即会同第
一营营长杨瑞符少校通知各连向四行
仓库集结。

四行仓库是金城、大陆、盐业、中
南四个银行堆栈，位于苏州河北岸新
垃圾桥（现西藏路桥）西面，是一幢六
层楼的钢筋水泥建筑，仓库内储存了
几万包粮食、牛皮和丝茧等物资。由
于墙厚楼高，易守难攻。部队进驻后，

谢晋元与杨瑞符即对官兵作了简短动
员，说明奉命掩护大军撤退并据守四
行仓库——这个当时上海唯一一块属
于中国军队守卫的国土，还说，我们已
是离开大部队的一支孤军，我们全体
官兵要抱必死决心，与仓库共存亡，剩
最后一人，也要坚守阵地。当时全体
战士情绪激昂，按命令分头设防，用仓
库储存的物资和沙包将底层门窗全部
堵死，二层以上窗口堵塞一半，以利投
弹射击；同时切断电源，既便于部队隐
蔽，又能阻止敌人利用电线纵火；仓库
东南角有一个烟杂店，第一连奉命打
了墙洞与之相通，店外堆满沙袋，楼上
留一窗口，以机枪警戒，以便与对岸新
垃圾桥北堍的英军碉堡通话。同时，
谢晋元命令各连清点人数，造好名册，
以便牺牲后，按名册上报，优抚家属。
他还组织一支敢死队，亲自掌握，以防
万一。并在仓库外布置一支部队，沿
苏州河边仓库两侧布置工事，阻击敌
人。待一切部署完毕，已近天亮了。

27 日下午 2 时，大批敌兵开始进
攻。谢晋元在楼上窗口见敌接近，即
下令开火。仓库上下形成交叉火力，
杀伤大批敌人，并炸毁敌战车两辆。
激战两个多小时后，警戒部队退入仓
库。敌兵企图跟进，堵门攻击，我军从
楼上窗口扔下大批手榴弹，敌遗尸溃
逃。以后敌军小批部队轮番进攻，在
我军扫射下，死伤累累。第一天战斗，
我军共消灭敌兵80名。

驻守新垃圾桥的公共租界英军，
见我壮士孤军死守四行仓库，身处绝
境，从 27 日晨开始，多次婉劝我军卸
去武装，退入租界，并保证我军人身安
全。对此，谢晋元坚决予以拒绝。他
说：“我们是中国军人，宁愿战死在闸
北这块领土之内，也决不放弃杀敌的
责任”。又说：“我们的魂可以离开我
们的身，枪不能离开我们的手。没有
命令，我死也不退”。英军听了这番可
歌可泣的话，对八百壮士这种视死如

归的精神表示万分钦佩与同情。
租界上的民众从隔河传来的猛烈

的枪炮声中，知道了八百壮士坚守四
行仓库英勇杀敌的消息。人们奔走相
告，深受鼓舞，纷纷汇集在苏州河南岸
和附近高楼上纳喊助威。他们不顾流
弹横飞，见我军消灭了日本侵略军，就
一齐拍手欢呼，高声叫好；见敌军偷
袭，便大声喊叫和用大黑板写字、画
图，报告我军进行防备。从早到晚，观
战的人群川流不息，多达十几万人。
在八百壮士崇高牺牲精神鼓舞下，上
海各界人士自发组织起来，捐赠了大
批食品、药品。当了解到我军急需国
旗时，女童子军杨惠敏冒着生命危险
于夜间送入仓库。对于上海人民的支
援，谢晋元叫副官传话表示感谢，并
说：“请代表我向全上海和全国同胞致
意，我们决不辜负同胞们的期望，即使
打剩最后的一兵一卒，流尽最后的一
滴血，也要与敌人拼到底，宁死也决不
丢失中华民族的气节”。同时他命令
将国旗升上六层楼顶平台上，当代表
国家尊严的国旗压倒了周围的太阳旗
在晴空飘扬时，租界上观战的民众欢
声雷动，齐声高呼“中华民族万岁！”

“抗战必胜！”等口号，许多人脱帽鞠
躬，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民众的爱国热情，进一步鼓舞了
八百壮士的斗志。28日晨，谢晋元亲
手阻击，毙敌两名。在敌兵企图爆破
仓库，用坦克掩护步兵冲击的紧要关
头，敢死队员陈树生在自己身上缚满
手榴弹，拉了导火索，从五楼窗口跃入
敌丛，与 20 名敌兵同归于尽，英勇壮
烈的情景，令人泪下。29 日，谢晋元
致函上海某团体表示：“军人以服从为
天职，卫国守土，职责所在，洒最后一
滴血，必向倭寇索取相当代价，余一枪
一弹，必与敌周旋到底。”慷慨激昂的
言词，令人起敬。30 日，累遭惨败的
敌军，羞恼成怒，不断以3吋口径平射
炮猛轰，密集时竟达每秒一发，隆隆之

声，不绝于耳；并以汽油浇洒，到处纵
火，使仓库四周成为一片火海；日军扬
言：“将不顾一切后果，采取极端手段，
对付中国守军。”

四行孤军八百壮士打击了侵略军
的气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成为当时
全世界瞩目的事件。但距离仓库近在
咫尺的新垃圾桥南面，有两只巨大的
煤气储气柜，日军遭到惨败，扬言采取
疯狂手段进行报复，万一煤气柜中弹，
则半个上海将化为灰烬，中外人士的
生命财产会遭到重大损失。为此，公
共租界当局多次电请中国政府命令孤
军撤出战斗。10月30日晚，最高当局
的撤退命令传达到仓库，谢晋元感到
非常突然，再三表示全体官兵均已决
心死守到底，要求成全壮士们与仓库
共存亡的决心。最后因军令难违，只
得含泪指挥部队撤退。午夜以后，各
连即有秩序通过西藏路，经老垃圾桥
撤入租界。八百壮士以弹丸之地，抗
击日军数万人，激战四昼夜，毙敌200
余人，取得了军事上、道义上的胜利。

2014年9月1日，经党中央、国务
院批准，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在抗日
战争中顽强奋战，为国捐躯的 300 名
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集体名单，谢晋
元等八百壮士是其中之一。9月3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抗日战争暨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指出：

“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
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以身殉国的
杰出代表”。

今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决定四行
仓库抗战纪念馆作为市重点工程进行
扩建，充实展览内容，扩大展馆面积，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窗口，已于“八·
一三”淞沪抗战纪念日对外开放，受到
各界欢迎并踊跃前往参观。

谢晋元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忠
于祖国、忠于人民，宁死不屈，反抗侵
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将永远激励我们
前进。

8月18日，区政协、区委统战部联合举行区各界人士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座谈会。抗日英雄谢晋元将军之
子谢继民先生、孙明瑾将军之子孙瑞星先生，和受戴安澜将军之子戴复东先生委托、上海院士风采馆副主任丁茉莉，以及国歌展示馆馆长杨春霞，区
知联会副会长、上海知识产权园总经理潘抒在座谈会上作了发言。

杨浦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众多仁人志士为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不屈不挠、英勇奋斗，在这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历史印记和壮丽
诗篇。我们要深刻理解抗日战争给予我们的启迪，把握历史昭示的经验。必须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必须加强党的建设，切
实发挥中流砥柱的关键作用；必须建立和扩大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要坚持弘扬传承抗战精神，不断为创新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宁愿战死决不投降

抗日英雄谢晋元将军之子 谢继民

国歌展示馆馆长 杨春霞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也是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
行曲》诞生 80 周年。追溯《义勇军进
行曲》的起源，它承载着中华民族抗击
日本侵略的血泪史。东北三省沦陷、

淞沪抗战爆发、长城关口失守，平津危
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
的最危险的时候！当此生死存亡之
际，中华民族抗争意志澎湃汹涌，汇成
浩浩荡荡的全面抗战洪流。全面抗战
的生死博弈不仅在战场，上海文化界
爱国人士也以笔做刀枪，以戏剧、电影
为阵地，号召人们有死无退，毁家纾
难。在全面抗战的隆隆炮声中，1934
年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影片拍
摄基地——电通影业公司应运而生。
1935年初，电通影业公司搬迁至原荆
州路 405 号，摄制了一部反映长城抗
战的影片《风云儿女》，它的主题歌就
是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

曲》。“诗言志，歌咏言。”随着《风云儿
女》的热映，《义勇军进行曲》这首用鲜
血写就的战歌，迅速传遍了大江南北、
长城内外，“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这雄壮激越、荡气回肠的旋律，
成了全体中华儿女以血肉筑成新的长
城，誓死捍卫民族尊严的时代最强音。

“一二·九”运动中，《义勇军进行
曲》的歌声始终伴随游行队伍；七君子
出狱时，面对前来迎接的群众，一起高
唱《义勇军进行曲》；鲁迅先生逝世出
殡时，几万人送葬队伍都唱着《义勇军
进行曲》；1938 年著名教育家丰子恺
在《谈抗战歌曲》中写道：连荒山中的
三家里村，也有“起来！起来”“前进！

前进”的声音出于村夫牧童之口。
1938 年 3 月至 4 月中旬，在台儿庄会
战的战场上，中日激烈交战。国际著
名记者爱波斯坦和一些中外记者，在
亲临台儿庄进行战地采访时，面对大
炮轰鸣、硝烟弥漫、杀声震天、尸横遍
野的惨烈景象，都感到十分紧张。此
时，与他们同来观战的美国驻华海军
副武官卡尔逊，带头唱起《义勇军进行
曲》，激昂的歌声很快使大家镇定下
来，恐惧情绪一扫而光。爱波斯坦看
到中国官兵端着步枪、挥着大刀，高唱

《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日本军队的炮
火，打垮日军进攻，取得台儿庄大捷。

经过14年的英勇抗战，中华民族

终于第一次取得了近代以来抗击外敌
入侵战争的伟大胜利。这 14 年，《义
勇军进行曲》激励着中国人民不畏强
暴、不甘屈辱的自强精神，砥砺了英雄
气概，坚定了必胜信念。正是由于《义
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中华民族危难关
头，表现了中华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
挠的战斗精神，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民
族气质和精神面貌，在1949年9月27
日协商建国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被确定为国歌。
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被正式写入
宪法，取得了庄严的宪法地位。

作为中国人，每当听到《义勇军进
行曲》被奏响， （下转第5版）

让伟大的国歌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前进！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