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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火年华》

前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到1995年8月15日，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为了纪念那
段难忘的岁月，激励我们的后人不忘铁火熔铸的历史，再创辉煌伟大的未来，我们组织编写并出版了
这本新书。该书采用纪实故事的形式，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描绘了抗日战
争长达八年的历史画卷：柳条湖边的罪恶枪声、宁静校园里的汹涌学潮、林海雪原中的复仇烈火、平
型关大捷后的千军万马、华中大地上的抗战风暴、中原大地上的人民战争、台儿庄血战中的爱国官兵
、抗日烽火中的少年儿童、白求恩大夫的高尚情操；英雄的牺牲，悲壮可歌，浩气长存，其中的民族
气节、高尚情操、撼人的勇气，正是我们民族之魂。    50年，中国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历
史还将不断地抒写。回顾难忘的历史，必定思绪万千。谁不愿自己的国家强大？那么，现在十几岁的
中学生，将如何抒写下一个50年的历史呢？当抗日胜利100周年的时候，由你们的手可能编写这样一本
书：《难忘的历史辉煌的世纪》。那时，你们再回顾50年前读过的这本《铁火年华》，一定是心潮难
平，激荡不已！    让我们不忘却那段交织着铁与火的年华，让我们以“为有牺牲多壮志”的豪情谱写
新的诗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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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铁火年华》采用纪实故事的形式，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描绘了抗日战争
长达八年的历史画卷：柳条湖边的罪恶枪声、宁静校园里的汹涌学潮、林海雪原中的复仇烈火、平型
关大捷后的千军万马、华中大地上的抗战风暴、中原大地上的人民战争、台儿庄血战中的爱国官兵、
抗日烽火中的少年儿童、白求恩大夫的高尚情操；英雄的牺牲，悲壮可歌，浩气长存，其中的民族气
节、高尚情操、撼人的勇气，正是我们民族之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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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史记》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九·一八”事变的出现，是以“东亚共
荣”为幌子，以吸食中国人民的血浆为实质的。日本侵略者颇为“坦率”地自白：“占领中国极易，
有铁路，即有一切权利”，“占有铁路就可以分人土，亡人国，分之使不知其分，亡之使不知其亡。
”日本侵略者把占有中国的铁路视为伸向中华肌体的“吸食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占领
了中国东北全境，在东北地区擅自修筑并直接经营的铁路线有：滨北线(哈尔滨至北安)、宁墨线(宁年
至墨尔根)、滨拉线(哈尔滨至拉法)、北海线(北安至大黑河)、洮长线(洮安至长春)、锦承线(锦州至承
德)、四梅线(四平街至梅河口)、绥佳线(绥化至佳木斯)等15条，全长约3485.79公里，占中国境内铁路
总长六分之一。    列宁曾经说过：“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
事业。⋯⋯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像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
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10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
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这种工具操持在日本侵略者手里，才使中国人
民遭受了无穷的盘剥和蹂躏。    他们依仗所抢占的铁路权，对东北地区实行了极其野蛮的“人圈”政
策，把中国老百姓驱赶集中起来，像牛马那样圈入指定的区域内肆意奴役。1934年，日本在南起宽甸
、北至抚北约39个县、旗以及热河省沿长城一带创造“人圈”1.4万个，把500万以上的农民圈人其中
。他们在创造“人圈”的过程中，用刺刀和枪炮把大片大片的土地变成了令人可怕的无人区。据资料
记载：无人区里“方圆几十里，见不到一丝炊烟，看不见一个人影，听不见一声鸡鸣犬吠⋯⋯乌鸦在
空中盘旋，饿狼在草丛中穿行”。“人圈”之内更是惨无人道。有的一年冻死1000余人，有的一次瘟
疫流行就死去6000余人，十之八九的妇女被日军奸污，仅被狗咬死者就达6000余人。    轰鸣的列车在
白山黑水间穿行，鸣笛声声，恰似东北父老的阵阵呜咽；亮铮铮的铁轨伸向莽莽原野，默默地诉说着
无尽的苦难和辛酸⋯⋯也许，只有苍天知道，“公理”何在！    “千金寨”里的悲歌    千金寨是随着
抚顺采煤的事业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并且是和富饶的煤矿区的名声不可分割的。当时关内流传着这样
一首歌谣：“都说关外好，千里没荒草；头上另有天，金银挖不了。”然而，对于人民，特别是对于
抚顺的矿工来说，提起千金寨却只有血泪的回忆。千金寨是日本帝国主义榨取高额利润的地方，也是
工人们啼饥号寒，流离失所，大批工人死于非命的地方。正如当时的歌谣所云：“。一到千金寨，就
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    “九·一八”事变后，成立了伪“满洲国”，抚顺地方成
立伪“抚顺县公署”，安设傀儡“县长”，实际上由日寇“参事官”执掌大权。从此，千金寨就成了
日寇“合法”经营的“炭矿”。在经济上施行极端恶毒的“经济统治法”，吃大米白面者为“经济犯
”。大批人被抓劳工强迫送到“国防线上”修筑工事，强迫青年“勤劳奉仕”，从事奴役劳动。在文
化上用奴化教育毒害青年，并实行反动的军事训练，灌输所谓“武士道精神”，不从者以“思想犯”
问罪。    工人在日本人和封建把头的皮鞭、刺刀的恐怖统治下，平均每天进行12小时以上的繁重劳动
。而得到的所谓一点点工资，还受到层层剥削。煤矿把工作包给“大柜”，“大柜”再包给把头。矿
工们的劳动所得，“票头”扒一层，把头扒一层，到工人那里就寥寥无几了。如当时的歌谣所说：“
鬼子吃咱肉，把头啃骨头，腿子横着走，工人难抬头。”工人们少吃无穿，无止境的劳累，加上卫生
条件恶劣，很多人病死累死。西露天矿老工人孔繁喜回忆说：“我伪满时挣的钱，连自己吃穿都不够
。有一年冬天竟弄张牛皮纸叠个帽子戴，穿双露着脚后跟的破单胶鞋，吃的是豆腐渣、橡子面、冻土
豆，饿得半死半活的。”当时有一首歌谣说：“豆饼陈汤常断顿，破花衣烂衫喝稀汤，干起活来像牛
马，饿着肚子愁断肠。”日寇用中国人的廉价劳动力，在抚顺盖了许多办公大楼和漂亮的住宅。但这
些不是工人住的，而是日本人和他们的“高等”奴才居住的。在西二街以东，特别是永安台一带的日
本人的住宅区，是不准中国人随便去的。在千金大街以西的中国人住宅区却是小草房、小破房。工人
们的住宅区大多数是矮小的臭油房，冬冷夏闷，破烂不堪。工人们把它编成歌谣说：“我们住的臭油
房，房场只剩四堵墙，夏天酷热冬天冷，妻儿老少泪汪汪。”    日寇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还迫使工人
在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下为他们劳动。矿井里，根本没有安全设备，瓦斯爆炸、冒顶、片帮等事故，
经常不断地发生。每次事故，都要造成大量的伤亡。多少人在这些灾祸中死亡了，多少人严重地损害
了健康，变成终生残废。1917年1月11日，大山坑发生了瓦斯爆炸事故，日寇为使煤矿少受破坏，就灭
绝人性地将坑口封闭，除了20余人逃出外，其余917人全部被活活烧死。1939年4月26日，龙凤矿瓦斯
爆炸，死亡70人，受伤90多人。从1916年到、1944年的29年间，抚顺矿区工人因事故死亡的共达251999
人。矿工们回忆当时的痛苦生活时说：“要想吃煤饭，就得拿命换。”“早晨下去，不敢担保晚上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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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    1942年的夏末秋初，千金寨发生了一种可怕的流行性传染病——霍乱，死亡率极高，但直
接死亡于疫病者反没有死于日寇毒手者为多。日寇对患病的中国人，不但不给予任何治疗，竟把发生
疫情的龙凤矿、老虎台矿等工人住宅区用层层的电网围起来，并派军警把守，不准出外求医，然后还
挨家搜查，查着病人，就送到炼人炉里活活烧死。当时，工人因受不了饥饿病痛之苦而钻电网自杀的
悲惨事件，经常发生。有的病人在担架上苦苦哀求：“我的病能好呀，家里还有母亲和孩子，不要烧
死呀⋯⋯”但是惨无人道的日寇，却一边把病人往炼人炉里扔，一边狞笑着说：“中国人大大的有，
死了的没有关系。”    千金寨在日本的统治下，天天在流血，天天在呻吟⋯⋯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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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到1995年8月15日，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为了纪念那
段难忘的岁月，激励我们的后人不忘铁火熔铸的历史，再创辉煌伟大的未来，我们组织编写并出版了
《铁火年华》这本新书。该书采用纪实故事的形式，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
描绘了抗日战争长达八年的历史画卷。本书由朱正义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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