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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赵杰兄比我年长十多岁，且又是国内外知名的张学良和抗战史研究专家，我仍然愿意以“兄”称之。
中国传统中文雅的学界和喧闹的江湖称呼是一样的——区别是学界称“兄”，江湖称“哥”或“大哥
”而已。
这样称呼他是我的一种攀附心理在作祟：他的学问，有那么多他写过的书在那儿摆着，称他为“兄”
，自己岂不也可划人学界?幸好，赵杰兄还很江湖，在一片“赵教授”、“赵主任”的称呼声中，还能
容忍我这个学术界小字辈的放浪。
    最初认识赵杰兄，是从读文开始的。
他的散文集《情奉张学良》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以情人史，读起来让人耳目一新。
虽说传统中一直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但“文”与“史”毕竟是两个范畴，想让二者有机结合，
既不失史的真，又能“散”得有文采，却不那么容易。
而赵杰兄这本小册子做到了，因此得以再版。
    我那时正在《炎黄春秋》做编辑。
相对于一些正史刊物来说：这份刊物只能说是“姨太太面孔”——追求史的真，又苛求文的美。
赵杰这样写史，正合本刊的要求。
所以，在友人的介绍下，我们建立了作者和编者的关系。
后来，我参与了另一家与《炎黄春秋》风格大致一样的刊物创刊后，赵杰的文章也随之到了这里。
总之，成为我的固定作者了。
    随着与赵杰兄交往的加深，对他的学术成果也了解得更多一些。
他主编的《张氏帅府》、《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张学良将军资料选》、《张作霖被炸前后》
、《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等一系列的有关挖掘张学良史料的书籍，对国内外张学良的研究有开创之
功；而他的著作《张学良去台之后》、《张学良多彩人生》、《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留住张学良
》等等，则奠定了他在国内外张学良研究的学术地位。
    随着对张学良研究的深入，赵杰兄更关心的是与张学良研究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题目：“九一八”的
历史。
    “九一八”发生在赵杰兄供职的沈阳，这使他来研究这段令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历史有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
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只有研究透这段历史，才能弄清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
早在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他曾在《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国歌的故事》两书中，提出了这
样一个学术观点：“九一八”是国耻日，也是中华民族抗争之时。
赵杰的基本思路是：以《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到国歌的确立，确定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是中国抗
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今日，这样的观点并不新鲜，但在10年前，却也并
不寻常。
    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每次赵杰来京或我到沈阳参加由他主持的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把酒
浅酌，他的话题总离不开“九一八”。
在谈到沈阳的“九一八”博物馆时，他说，我准备联合一些委员来搞一个提案，在博物馆里建立“国
歌墙”，标明《义勇军进行曲》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渊源关系。
他是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做这样的工作自然是分内的事情。
他阐述说：到1934年，尽管东北义勇军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在内敌外患的夹击下，已经处于低潮，
但以东北爱国民众为主体的抗战中，用抗争和鲜血孕育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主旋律。
它表达了人们对东北义勇军的敬重，也寄托着在中华民族的危亡关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敌御侮
的愿望。
    2001年，我收到了他和辽宁政协的9名委员们联名提出的“关于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建立国歌墙
，提高精神文明水平的建议”的提案。
这一提案，不仅在辽宁省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全国也产生了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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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协报》在“民意周刊”中开辟专栏，加编者按对这一提案予以登载；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专
程赴辽宁，以《永远的国歌》为题，结合义勇军的遗址、遗迹拍摄，并对知情人做了专访。
现在，  “国歌墙”已经矗立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了。
    2004年春节刚过，赵杰兄给我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他得到了一大批珍贵的资料。
原来，随着他对“九一八”历史的研究，日本方面逐渐关注他的研究成果。
一位友好的日本人给他提供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国内的《朝日新闻》《号外》上刊登的日本
记者在中国拍摄的图片和报道。
这当然是当年日本人为庆祝胜利的举动，而现今则成为日军在东北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暴行的历史写
真。
赵杰兄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详细地给我介绍了这些图片的历史价值，并问我如何围绕这些资料做文
章。
我说：明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你可以以这些图片和报道为引线，以钩沉
的方式，将日军在东北的暴行一一揭露，为六十周年庆典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稿子成了以后，可以先在杂志上发表，最后成书。
其后，我们电话不断，“伊妹儿”不断。
他不断地写，我不断地读。
意见是提不出来的，但作为第一读者，我的鼓励或者说是鞭策，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2004年8月初，赵杰给我传来了第三篇稿子，告诉我，他要到青海征集史料，回来后要集中精力把这
部书稿完成。
并叮嘱我，帮他在京联系出版社酌情完成。
不料，他在青海期间，却因高原反应而突然中风失语。
我因与一些老同志接触得多一些，亲眼见过那些历经艰难岁月而在晚年依然生龙活虎的老人们，因中
风失语后的凄惨景象，所以，一直觉得，中风失语这种病，对有思想、能写作的人来说，是最难以承
受的痛苦。
所以，听到赵杰兄居然在这个年龄上得了这种病，心里陡然一沉，“完了，这位笔锋正健的汉子该怎
样承受这种痛苦!”我不仅失声喊出这句话来。
    得知赵杰回沈阳后，有一段时间，我时常给他打电话。
当然，他住在医院里，无法接听，我只能通过他夫人和他老母亲来表达我的问候之意，关注之情。
半个多月过后，我接到了他亲自打来的电话。
他刚出院，说话不但不连贯，而且有些词不达意，但意思我听懂了：他说话不行，但思维还行，他不
会趴下，还会写作!这样几句话，他说了足有十分钟!一直以为感情平静如水的我，竟然心头一热，热
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他好像感觉到了，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这句话：我们是一条汉子!随后，他夫人
接着和我说。
她告诉我，赵杰稍好一点后，就让她把有关《号外》的资料带到病房，在病床上看资料，作笔记。
她读了赵杰写在纸上让他转告我的一段话：“上帝让我少说话，却给了我更多的动笔的时间，我要用
行动证明，中国人很有骨气!”    这段话让我知道，赵杰会完成《(号外)的自白》(当时的书名)一书的
，而且他是以中国人的信念来浇铸这本著作的。
    9月中旬，我到沈阳参加“纪念张学良将军逝世三周年暨张学良学术研讨会”，见到了赵杰兄。
从外表上看，那场大病好像没有留下痕迹，但语言表达依然是词不达意。
我们只好写字交谈。
他写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本书是历史的见证，一定要让这些珍贵的资料公诸于世。
    本来这次来沈阳，我的目的是与赵杰兄见面，也装满了一肚子鼓励鞭策之类的话。
现在，我知道，这些话对这条硬汉子来说是多余的。
我知道，在他看来，这本书不是普通的学术专著，而是历史的见证资料。
他一定会完成的!    现在，这本书已经由出版社排出了清样。
我又一次读完了。
赵杰兄嘱我写个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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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不敢当，但既然是“兄”的话，当然要听。
从学术和纪实角度怎么评判这本书，我不敢发言，但作为历史见证的分量是足够了。
而且，再一次读，我感受更深的是：这条硬汉子是以历史的使命在写作。
因为这使命，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贯注的是一个中国学者的信念!    2005年10月于北京    赵杰兄比我年
长十多岁，且又是国内外知名的张学良和抗战史研究专家，我仍然愿意以“兄”称之。
中国传统中文雅的学界和喧闹的江湖称呼是一样的——区别是学界称“兄”，江湖称“哥”或“大哥
”而已。
这样称呼他是我的一种攀附心理在作祟：他的学问，有那么多他写过的书在那儿摆着，称他为“兄”
，自己岂不也可划人学界?幸好，赵杰兄还很江湖，在一片“赵教授”、“赵主任”的称呼声中，还能
容忍我这个学术界小字辈的放浪。
    最初认识赵杰兄，是从读文开始的。
他的散文集《情奉张学良》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但以情人史，读起来让人耳目一新。
虽说传统中一直有“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但“文”与“史”毕竟是两个范畴，想让二者有机结合，
既不失史的真，又能“散”得有文采，却不那么容易。
而赵杰兄这本小册子做到了，因此得以再版。
    我那时正在《炎黄春秋》做编辑。
相对于一些正史刊物来说：这份刊物只能说是“姨太太面孔”——追求史的真，又苛求文的美。
赵杰这样写史，正合本刊的要求。
所以，在友人的介绍下，我们建立了作者和编者的关系。
后来，我参与了另一家与《炎黄春秋》风格大致一样的刊物创刊后，赵杰的文章也随之到了这里。
总之，成为我的固定作者了。
    随着与赵杰兄交往的加深，对他的学术成果也了解得更多一些。
他主编的《张氏帅府》、《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张学良将军资料选》、《张作霖被炸前后》
、《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军》等一系列的有关挖掘张学良史料的书籍，对国内外张学良的研究有开创之
功；而他的著作《张学良去台之后》、《张学良多彩人生》、《不愿作奴隶的人们》、《留住张学良
》等等，则奠定了他在国内外张学良研究的学术地位。
    随着对张学良研究的深入，赵杰兄更关心的是与张学良研究密切相关的另一个题目：“九一八”的
历史。
    “九一八”发生在赵杰兄供职的沈阳，这使他来研究这段令中华民族刻骨铭心的历史有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
但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只有研究透这段历史，才能弄清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
早在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之际，他曾在《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和《国歌的故事》两书中，提出了这
样一个学术观点：“九一八”是国耻日，也是中华民族抗争之时。
赵杰的基本思路是：以《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到国歌的确立，确定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是中国抗
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今日，这样的观点并不新鲜，但在10年前，却也并
不寻常。
    记得有那么一段时间，每次赵杰来京或我到沈阳参加由他主持的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们把酒
浅酌，他的话题总离不开“九一八”。
在谈到沈阳的“九一八”博物馆时，他说，我准备联合一些委员来搞一个提案，在博物馆里建立“国
歌墙”，标明《义勇军进行曲》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渊源关系。
他是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做这样的工作自然是分内的事情。
他阐述说：到1934年，尽管东北义勇军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在内敌外患的夹击下，已经处于低潮，
但以东北爱国民众为主体的抗战中，用抗争和鲜血孕育了《义勇军进行曲》的主旋律。
它表达了人们对东北义勇军的敬重，也寄托着在中华民族的危亡关头，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敌御侮
的愿望。
    2001年，我收到了他和辽宁政协的9名委员们联名提出的“关于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建立国歌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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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精神文明水平的建议”的提案。
这一提案，不仅在辽宁省引起了很大反响，在全国也产生了影响。
《人民政协报》在“民意周刊”中开辟专栏，加编者按对这一提案予以登载；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专
程赴辽宁，以《永远的国歌》为题，结合义勇军的遗址、遗迹拍摄，并对知情人做了专访。
现在，  “国歌墙”已经矗立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里了。
    2004年春节刚过，赵杰兄给我打电话，兴奋地告诉我，他得到了一大批珍贵的资料。
原来，随着他对“九一八”历史的研究，日本方面逐渐关注他的研究成果。
一位友好的日本人给他提供了“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国内的《朝日新闻》《号外》上刊登的日本
记者在中国拍摄的图片和报道。
这当然是当年日本人为庆祝胜利的举动，而现今则成为日军在东北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暴行的历史写
真。
赵杰兄打了一个多小时电话，详细地给我介绍了这些图片的历史价值，并问我如何围绕这些资料做文
章。
我说：明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你可以以这些图片和报道为引线，以钩沉
的方式，将日军在东北的暴行一一揭露，为六十周年庆典做点有意义的事情。
而且，稿子成了以后，可以先在杂志上发表，最后成书。
其后，我们电话不断，“伊妹儿”不断。
他不断地写，我不断地读。
意见是提不出来的，但作为第一读者，我的鼓励或者说是鞭策，还是有一些作用的。
    2004年8月初，赵杰给我传来了第三篇稿子，告诉我，他要到青海征集史料，回来后要集中精力把这
部书稿完成。
并叮嘱我，帮他在京联系出版社酌情完成。
不料，他在青海期间，却因高原反应而突然中风失语。
我因与一些老同志接触得多一些，亲眼见过那些历经艰难岁月而在晚年依然生龙活虎的老人们，因中
风失语后的凄惨景象，所以，一直觉得，中风失语这种病，对有思想、能写作的人来说，是最难以承
受的痛苦。
所以，听到赵杰兄居然在这个年龄上得了这种病，心里陡然一沉，“完了，这位笔锋正健的汉子该怎
样承受这种痛苦!”我不仅失声喊出这句话来。
    得知赵杰回沈阳后，有一段时间，我时常给他打电话。
当然，他住在医院里，无法接听，我只能通过他夫人和他老母亲来表达我的问候之意，关注之情。
半个多月过后，我接到了他亲自打来的电话。
他刚出院，说话不但不连贯，而且有些词不达意，但意思我听懂了：他说话不行，但思维还行，他不
会趴下，还会写作!这样几句话，他说了足有十分钟!一直以为感情平静如水的我，竟然心头一热，热
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他好像感觉到了，断断续续地说出了这句话：我们是一条汉子!随后，他夫人
接着和我说。
她告诉我，赵杰稍好一点后，就让她把有关《号外》的资料带到病房，在病床上看资料，作笔记。
她读了赵杰写在纸上让他转告我的一段话：“上帝让我少说话，却给了我更多的动笔的时间，我要用
行动证明，中国人很有骨气!”    这段话让我知道，赵杰会完成《(号外)的自白》(当时的书名)一书的
，而且他是以中国人的信念来浇铸这本著作的。
    9月中旬，我到沈阳参加“纪念张学良将军逝世三周年暨张学良学术研讨会”，见到了赵杰兄。
从外表上看，那场大病好像没有留下痕迹，但语言表达依然是词不达意。
我们只好写字交谈。
他写的最多的一句话是：这本书是历史的见证，一定要让这些珍贵的资料公诸于世。
    本来这次来沈阳，我的目的是与赵杰兄见面，也装满了一肚子鼓励鞭策之类的话。
现在，我知道，这些话对这条硬汉子来说是多余的。
我知道，在他看来，这本书不是普通的学术专著，而是历史的见证资料。
他一定会完成的!    现在，这本书已经由出版社排出了清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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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又一次读完了。
赵杰兄嘱我写个序言。
序言不敢当，但既然是“兄”的话，当然要听。
从学术和纪实角度怎么评判这本书，我不敢发言，但作为历史见证的分量是足够了。
而且，再一次读，我感受更深的是：这条硬汉子是以历史的使命在写作。
因为这使命，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贯注的是一个中国学者的信念!    2005年10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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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多年来，由于作者在辽宁省政协从事文史资料工作的有利条件，对张学
良、“九一八”事变、东北义勇军及义勇军和《义勇军进行曲》、《国歌》
之间有机联系等方面的研究正在向深入的方向发展。
是一位日本朋友得知他
近几年正在围绕研究“九一八”事变专题后，把自己多年收藏的这份珍贵的
原始资料《大阪朝日新闻》，从国外捎给了作者。
《大阪朝日新闻》是关东
军在南满铁路柳条湖引爆当日，便抢收胜利果实地发出号外。
这号外一直出
到何时才停止了机器的转动，不得而知。
记录时间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
天，即1931年9月19日开始到关东军1932年1月4日占领锦州为止。
此时，日
军已实现了对辽宁的全面占领。
这套号外可以说图文并茂地全程记录了这一
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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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杰，1948年10月生。
曾任抚顺市文化局副局长兼《故事报》总编。
现任辽宁省政协巡视员、学习宣传和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辽宁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西北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辽宁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美国张学良研究
中心顾问、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
    著有长篇纪实作品《张学良去台之后》《留住张学良》《张学良多彩人生》《国歌的故事》《不愿
做奴隶的人们》及多部散文集。
先后征集、主编了数十部有关张学良和“九一八”的文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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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用信念浇铸的书(代前言)引言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黑暗里爆炸了九一八    打响反击的枪声    血与火的浩
劫    一衣带水邻邦的垂涎    动乱中的张学良    事变前夜的狰狞    不抵抗命令的悲剧发出最后的吼声    怒
吼    “救国会”的宣言    “请愿团”悲愤交加    把血肉筑成新的长城    保卫家乡当义勇    审时度势应变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御敌西犯锦州    殊死的搏杀    大凌河畔拼死阻敌    古贺成为祭奠品    衔恨转战    “
天狗吃日头”    三雄打虎    “石本事件”    遍燃的烽火筑成新的长城    古城枪声    辽海风云    “老北风
”三袭海城    “安平”不平安    驰骋在蒙边    巧取金家镇    敲响紧锣之后血沃辽东三角地    首捷凤凰城 
  挥师频捷    “招抚”之时又见风骨    喋血苦战    五尺身躯何足惜    铁血军    正气千秋起来，在东边道    
誓师桓仁    鸭绿江岸的怒潮    讨逆杀敌战通化    血战新宾    平顶山惨案    山林里走出的伐木者    白山啼
血万众一心    长春，沦陷在铁蹄下    敢效前驱    激战榆树城    忠勇墓    保卫哈尔滨    秣马厉兵依兰城    
战将田霖义愤填膺    “老三营”举义    镜泊湖连环大战    联合击敌    挥泪走他乡    不熄的烽火前进，汹
涌的怒潮    江桥喋血    林海雪原    归去来兮    重整旗鼓的第一仗    悲壮的征程    海满风云    四射的利箭  
 北疆怨冒着敌人的炮火    奔袭九门口    热河的生力军    无奈的沦陷    长城烟尘    梦断长城下    慷慨悲歌 
  尾声中的序曲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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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
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
进!进!    《义勇军进行曲》——《国歌》，是祖国的象征。
按照国际惯例，由本国政府正式规定的国歌，代表国家。
所以，但凡在本国隆重集会和国际交往仪式等重大场合，通常都要演唱或演奏国歌。
但是，我们都不一定知晓她的历史。
    在她包容的历史中，日本侵略者踏着中华民族昔日的创伤，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山河破碎，国恨家仇，不甘屈辱的爱国民众，揭竿而起。
一呼百应的救国军、自卫军、大刀队、长枪队⋯⋯这些东北抗日队伍统称为抗日义勇军。
他们在白山黑水之间，不畏强敌，毁家纾难，浴血厮杀，前赴后继。
用中华民族不屈外辱的血肉之躯，忠勇报国的昂然魂魄，捍卫民族利益和祖国的尊严，孕育了《义勇
军进行曲》这激越的主题和旋律。
    当年，抗日义勇军武装斗争冲破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禁锢，打响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侵略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华民族抗日斗争的序幕。
面对诸多困境和穷凶极恶的日军，抗日义勇军最后失败了。
但他们将永远得到人们的歌颂和敬佩。
历史没有忘记他们，我们也不应忘记历史，珍惜现在，面向未来。
    今天，每当五星红旗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升起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所唤起的中华民族之魂，也
一次次地重现在鲜艳的旗帜上。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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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日月轮回。
2005年，适逢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
    一个世纪百年，对于人类跨入新世纪门槛来说，似乎没有拉开历史距离，但抹不掉上世纪法西斯的
罪恶。
    我所在的辽宁省政协文史委员会，从确立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抗日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与《义勇
军进行曲》的关系人手，组织政协委员和史学界多次论证。
在得到共识后，多年来，文史队伍围绕这个选题，连续视察和调研。
任何一项选题研究的阶段成果实现，都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
仅这一主题的进一步启动，就凝聚着有志者包括领导的关注和支持。
    这里，不能不提到水野明先生。
他身为日本爱知学院教授、文学博士，对中日关系史的研究成果显著，对张氏父子的研究也很深入。
我与日本著名学者水野明先生，通过对张学良研究，结识多年。
2000年6月，我们曾在夏威夷张学良百岁华诞国际学术大会上相会。
8月，我们又一起参加了西安事变实证学术研讨会。
华清池细雨霏霏之夜，水野明先生邀我小酌。
当夜，议论九一八事变话题中，我谈到近几年正在围绕张学良、九一八事变、东北义勇军之间有机联
系等方面做研究。
2001年，适逢九一八事变70周年，辽宁省采取多种形式举办《勿忘“九一八”》活动。
水野明先生应邀《勿忘“九一八”国际学术研究论坛》时，送给我一套自己多年收藏的原始资料。
    《大阪朝日新闻》这套号外总计29份，即58版。
从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即1931年9月19日开始，到关东军1932年1月3日占领锦州实现了对东北的占领
为止(最后一期止于4日)。
这套号外可以说图文并茂地全程记录了这一过程。
于是，历史也保存了号外的自供。
    我得到这份珍贵资料后，请吴利薇翻译，她是辽宁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在古籍部从事日本文献工
作。
从夏暑到秋凉，翻译后，又经吴利薇的举荐，我拜请她的姑姑吴素英审校。
吴素英出生在日本东京，青年是在日本度过的。
眼下，老人已值耄耋之年，仍然担任沈阳市外语大赛评委、国家卫生部出国人员考试中心命题委员。
    促使完成《起来》经过，竟是一段意想不到的插曲。
    2004年7月，我和同事高平原到西北收集史料时，不幸患脑梗塞，诊断为：失语。
幸好得到当地朋友关照和医疗，单位及时将我接回沈阳治疗，我因祸得福，得以潜心将《起来》一书
完成。
一方面，不辜负朋友关注，当年曾承诺责无旁贷完成历史的交托。
一方面回报医护、亲友关切治疗的情意，当日也表示用行动证明，在前人的肩膀上写出这一著作。
    我从没有认真地思考：人生的定义，应包括疾病需用帮助的空间。
感慨系之，但有良师益友，已是人生幸事。
伴同《起来》问世，我感怀对疾苦的帮助，难忘医生姜仁海、冯景昌、于维东、王铁铮、于跃飞；携
手相扶的鲁静、徐庆全、于虹投入的真情，胜似良药。
    赵杰    2005年4月于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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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2006年9月18日，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那场罪恶的“九一八”事变75周年。
同时2005年又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
一个世纪百年，1931年，对于跨过新世纪门槛的人来说，似乎并不遥远，但是若非深受其害或饱受灾
难的当事人，而能够清晰那场罪恶的善良人，却不一定完全记得。
本书正是为了为了让读者真正了解“九一八”事变的真相、颂扬东北人民面对日本侵略者，不屈不挠
的斗争精神；为了纪念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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