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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举办悼念活动

□ 本报记者 刘浏 蒋楚嫣 钱盈盈
付岩岩 沈峥嵘

阳光照耀冬日的大地，白鸽在高空飞向远方。
在庄严中静穆，在告慰中站立，在奋进中面

向和平与希望。
历史的苦难不能忘记，前进的脚步永不停歇。
12月 13日，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当天上午，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举行。

勿忘历史伤痛，撞响和平之钟

上午十时，国家公祭仪式现场，气氛肃穆，国
旗下半旗志哀。包括抗战老兵、医务工作者、生
产一线工人、学生在内的社会各界代表胸佩白
花，默然肃立。南京大屠杀幸存者、93岁的夏淑
琴老人和95岁的葛道荣老人代表目前登记在册
的54位在世幸存者来到现场，为历史作证。

当防空警报响彻南京上空，公祭仪式主会场
内，众人低头缅怀遇难同胞；南京街头，机动车停
驶鸣笛，行人肃立默哀。南京市中华中学的85
名青少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6名社会各界代
表撞响“和平大钟”，久久回荡的钟声，表达对死
难者的无尽哀思和对世界和平的向往与坚守。

“和平发展，时代主题，民族复兴，世代梦
想。龙盘虎踞，彝训鼎铭，继往开来，永志不忘。”

参加公祭仪式的各界人士纷纷表达牢记历
史、珍爱和平，共同建设美好未来的心声。

江苏省人民医院院长刘云是撞响“和平大
钟”的代表之一。“这钟声不仅是对死难者的哀悼
之音，更是警示之声，警示我们不能忘记那段历
史，警示我们每一个国民要认识到肩上的使命。”
刘云表示，作为医务工作者，要践行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的服务宗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
上贡献卫生事业的力量。

中车南京浦镇车辆有限公司车体分厂电焊
工、中车首席技能专家孙景南说：“今天我们站在
这里，就是要告诉大家，永远不要忘记我们民族
的苦难，也不能忘记今天的美好生活是先烈用鲜
血换来的。我们要从苦难中吸取教训，因为落后
就要挨打。牢记历史让我们现在的产业工人有
了建设祖国的强大力量。”

主会场外，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燕子矶丛葬地
等17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丛葬地同步举办悼念
活动，不少市民自发前来悼念死难同胞。

72岁的南京市民尹显才骑车35公里，分
别来到4个丛葬地哀悼死难同胞。在江东门
丛葬地，他久久不愿离去，和每一位前来献花
的人交谈。“我看到很多从浙江、海南、湖北赶
来的年轻人。他们来到这里祭奠这些我们不
曾相识但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先辈们，我很感
动。”尹显才说。

南京市民夏隽带着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夏
世林来到江东门丛葬地。夏世林小心翼翼地将
一朵白菊放在一排插着祝福卡片的鲜花中。“希
望他们永远记住自己国家的历史。”夏隽说。

捍卫历史真相，守护世界记忆

“南京大屠杀历史不仅是中国记忆，更是世
界记忆。牢记历史、传承世界记忆有助于各国的
人们携起手来，更好守护和平。”第三次参加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的英国人贺福说。

为了捍卫历史真相，传承世界记忆，一股股
力量跨越国界汇聚到一起。

13日，《为了共同的记忆——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海外征集藏品展》开幕。
展览精选海外5组代表性文物藏品，包括美国牧
师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历史影像，由日
本友人冈崎俊一捐赠、其父保存的记录日军暴行
的相册，日本教师松冈环采访的原侵华日军士兵
口述南京大屠杀暴行的音像，报道日军在南京暴
行的欧美报刊，由旅加华人余承璋和家人历时两
年多收集汇编的、东京审判加拿大检察官亨利·
诺兰质证南京大屠杀惨案元凶松井石根的档案。

这批文物藏品再现多年来一批国际友人和
爱国华人在海外为收集南京大屠杀文物史料而
辗转奔波的经历，他们为丰富纪念馆馆藏、维护
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筑牢共同的历史记忆、捍
卫正义与和平作出重要贡献。

日前，453件（套）重要文物史料入藏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其中，就有日本
和平人士大东仁先生搜集捐赠的51件（套）珍贵
文物史料，包括侵华日军士兵新井淳的《阵中日
志》、侵华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第十
一中队《阵中日志》、侵华日军荣第1644部队相
关照片、“‘南京陷落’儿童教育戏剧卡片”等。

“我在日本收集资料，南京方面进行分析调
查研究、陈列展示。国与国之间虽然不同，但为
了没有杀戮的世界，我为自己与大家做着同样的
工作而感到非常自豪，这就是友情的见证。”大东
仁说，“虽然山川异域，但我们共同追求和平。”

东南大学留学生艾萨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
了一条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信息。这个来
自东帝汶的小伙来南京已有8年。8年前，他参
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看到
当年的历史图片和文物，他被罗伯特·威尔逊医
生坚守在南京挽救生命的事迹和大无畏精神感
染。他了解到纪念馆有很多国际志愿者，便果断
报名，成为紫金草国际志愿者。

每次参与志愿服务，艾萨克都会在社交软件
上分享感受，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这段历史。

“我会认真地回复每一条留言，向他们介绍1937
年发生在南京的真实历史。”艾萨克说。

据了解，自2008年起，紫金草国际志愿者汇
集来自美国、韩国、巴基斯坦等全球30多个国家
和地区的300多人。在积极参与馆内的多语种
讲解、史料翻译等志愿活动以外，不少国际志愿
者还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向海外的人们尤其是年
轻人传播南京大屠杀史实，让南京记忆成为世界
记忆。

来自乌干达的琳达也是一名紫金草国际志
愿者。她坦言，来中国留学前，自己对南京大屠
杀知之甚少。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后，她对日军暴行感到震惊之余也意识
到，这段历史绝不能被遗忘和曲解。她说，希望
能出版更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书籍，让更多读者
了解这段历史。

今年，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南京大屠杀史》
西班牙文和哈萨克文，加上之前出版的英文、希
伯来文、波兰文、韩文、印地文，形成7个语种海
外传播矩阵。

携手告慰同胞，汲取前行力量

烛光荧荧，哀思沉沉。13日晚6点半，“烛光
祭·国际和平集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祭场和遇难同胞名单墙前同步举
行。中外人士穿着素服，线上线下手秉白烛，向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志哀，祈愿世界永久和平。

为促进中日友好，日本神户南京心连心会代表
宫内阳子曾连续20多年来纪念馆参加各类活动。
今年，宫内阳子在线表达心愿。她表示，为了让历
史不再重演，她将继续开展传播历史真相的活动。

约翰·马吉之孙克里斯·马吉也在线表达对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的缅怀。他说，祖父约翰·马吉当
时留在南京保护了许多平民，正是所有留在南京的
勇敢人士的人道主义精神，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

25年前，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用生命写就
《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在西方世界引起
强烈反响。张纯如离世后，她的父母继续女儿未
竟的事业。烛光祭现场，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现
身大屏幕。她说：“1997年，南京大屠杀惨案发
生60周年。我的女儿张纯如发表她的著作。今
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5周年。我们在海外
参与民间组织‘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悼念
活动，希望用我们的一份力量，教育下一代牢记
南京大屠杀历史。”

“烛光荧荧，哀思沉沉，我们齐聚在这里，以
烛光祭奠30万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守护不能忘
却的历史记忆，表达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的共同
心声。我们手捧烛光，点燃的不仅仅是心中的温
暖，更是守护历史真相、捍卫正义和平的精神炬
火，照亮和平发展、共同繁荣的人间正道。”南京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纪念馆馆长周峰说。

海外华人华侨社团和当地民众也纷纷举行
悼念活动。在美国旧金山，由当地华人策划的

“南京祭”活动如期举办。海外抗日战争纪念馆
理事李竞芬介绍，“1996年，第一届南京祭在斯
坦福大学举办，目的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这段
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在意大利米兰，意大利江苏总商会以及旅意
各大商协会共同举办悼念活动。与会者共同观
看《人类的浩劫——1937南京大屠杀》视频，通
过手机“云端”参与世界和平火炬接力，表达牢记
历史、珍爱和平的心愿。意大利江苏总商会会长
朱裕华说，铭记历史是为了唤醒每一颗良善之心
对和平的向往和守望，唤起中华儿女的忧患意识
和自强不息的团结奋斗精神。“对海外华人来说，
珍惜和平以及这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的同时，更
要坚定信念，开拓创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出海外华人应有的贡献！”

历史的苦难不能忘记 前进的脚步永不停歇
——写在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12月13日晚，“烛光祭·国际和平集会”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祭场和遇难同胞名单墙前同步举行。 本报记者 万程鹏 摄

媒视窗

□ 本报记者 董翔 盛文虎 鹿琳
周敏 仇惠栋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5周年。12
月13日是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日。当天，南京城内17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丛葬地同步举办悼念活动，向逝去的30万
同胞志哀。

上午10时01分，凄厉的防空警报声响彻
城市上空，位于江边路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中
山码头丛葬地，来自鼓楼区机关、企事业单位
的代表、党员干部、学生和群众代表约50人手
捧白色菊花，神情凝重，低头默哀。

85年前的惨痛场景，从未离去。丛葬地
尽头的中山码头遇难同胞纪念碑碑文清楚记
载：“当时避居国际安全区之青壮难民，在此惨
遭杀害者，共达万人以上。”

1985年8月，南京市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40周年立下此碑。碑身高约4.6米，由3个通
体雪白的“人”字紧密相连，象征30万遇难同
胞的白骨。

保护丛葬地，就是保护那段血泪交织的家
国记忆。《南京市国家公祭保障条例》2018年
颁布实施，明确对丛葬地的保护管理工作责
任，对环境和氛围维护、日常管理和养护都进
行明确规定。“我们日常安排队员24小时不间
断巡查，检查碑体是否有损坏、周边环境是否
脏乱等。遇到小问题现场处理，复杂事项及时
反馈职能部门尽快解决，确保草木整洁，氛围
庄重。”属地下关滨江管委会城市管理与安全
监管处科长杨治国说。

默哀结束后，在场人员依次走进丛葬地，
来到纪念碑前，将菊花放下，随后绕场一周，缅
怀逝去的同胞。

鼓楼区下关街道唐山路社区的67岁居民
刘同顺，带着婆婆甄爱梅的照片前来祭奠。“婆
婆她老人家每年都要来祭奠父亲，去年她去世
了，我和爱人要把她的习惯继续下去。”

1937年12月19日，甄爱梅在位于傅厚岗
的家里目睹父亲和叔父被日本人带走，再没回
来过。她执意寻找父亲，一找就是70多年。

直到2011年，她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的“哭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这
才知道他被拖到中山码头的江边，惨遭杀害。

从那时起，每年12月 13日来到江边祭
父，成为甄爱梅老人雷打不动的规矩。尽管她
后来患上老年痴呆，但无论刮风下雨，只要刘
同顺问她“今天是12·13，还去看外公啊”，她
都会点头表示“好，去”。

刘同顺告诉记者，她的女儿在参加工作后
第一时间选择入党，孙女也早早地成为紫金草
志愿者。铭记和讲述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是
一家人的责任和志愿。

同一时间，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北极阁丛
葬地，青山无语，草木含悲。85年前的冬天，
侵华日军在南京鼓楼至北极阁、太平门、富贵
山、珠江路等地实施暴行。仅在北极阁附近，
惨遭杀害者就达2000余人。

和往年一样，玄武区玄武门街道高楼门的
63岁居民袁金雯，早早就来到北极阁公园。

“儿子在外地，昨晚还专门打电话叮嘱，一定要
代他献花。”她告诉记者，儿子的母校南京市第
十三中学，就靠着北极阁，学校几乎每年都来
这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只有铭记民族
的苦难，才能更珍惜当下的幸福。”

袁金雯还是百子亭社区第十四党支部书
记，丛葬地正是支部党课的实境课堂。今年，
公园对丛葬地周边环境进行提档升级，补种绿
植，还新增3个监控探头。“不光是公祭日，一
年到头，来悼念的群众就没断过。”她说，等小
孙子懂事，也要跟他原原本本讲述这段家门口
的历史，让真相代代相传。

紧邻夹江的棉花堤大街，江水滔滔，松柏
动情。上午9点不到，南京城市摄影队成员刘
晓光就来到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上新河丛葬
地。连续5年，他把镜头对准这段历史。

历史就写在这片土地上。1937年12月
13日，日军攻入南京后，在水西门外上新河一
带，将2.8万余军民以铅丝缚住手脚，推入水
中，用机枪扫射，或盖上柴草，浇上煤油，活活
烧死。劫后，湖南木商盛世征、吕开运私人捐
款收埋一批遗骸。1938年1月至5月，又经南

京红十字会在上新河一带收埋死难者遗骸
8459具。

“印象最深的是2019年。8位将近90岁
的抗战老兵从东北赶来。一位老兵淋着雨站
在纪念碑前，指着江堤说当年打仗就是在这，
说着说着就哭了。”刘晓光回忆，自己从2016
年开始参与幸存者的抢救性拍摄，当时拍摄了
百余人，如今登记在册的仅剩54人。

在雨花功德园入口处，苍翠林木围合而成
的空地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花神
庙地区丛葬地纪念碑耸立。惨遭日军屠杀的
7000余中国军民就长眠在这片土地。

“振兴中华，吾辈当自强！”南京市新时代
好少年、南京雨花外国语小学六年级学生罗诗
琪声音铿锵。罗诗琪说，第一次听到南京大屠
杀是在幼儿园大班，“永远记得当时老师哭红
的眼睛”。

每年12月 13日前后，雨花外国语小学
“英雄中队”“红领巾学习小队”都会开展主题
班会、队会，组织寻访丛葬地。今年参与现场
仪式的是“杜富国英雄中队”。本周五学校还
会有一场公祭日主题队会。

“形状扭曲的纪念碑，让我想到那些惨死
在屠刀下的人。站在碑前，仿佛能听到他们
竭力而痛苦的哀嚎。”队员李昕晨说，作为新
时代少先队员，要牢记这段历史，以史为鉴，
努力学习。

仪式结束后，连续9年赴花神庙丛葬地参
加公祭日活动的退休教师蒋恒正专程找到雨
外小的老师：“你们要多组织爱国主义教育活
动，引导他们从实践中探索，在行动中践行，让
更多孩子不惧风雨、心向未来。”

燕子矶江滩江涛拍岸，侵华日军残杀5万
多同胞的血泪史，铭刻在燕子矶江滩遇难同胞
纪念碑上。来自栖霞区的机关干部、驻区官
兵、群众代表等齐聚碑前，参加悼念。“我们成
长在和平年代，深知其来之不易，作为新时代
青年，我们更应该立足岗位，作出自己应有的
贡献。”燕子矶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李玮说。

85年过去，又一次，警报响彻全城，声声
撞击心灵。大江见证，勇毅前行的一座城。

和平，全人类共同价值。南京大屠杀惨案
发生85周年之际，让我们沿着历史的深邃长
廊，走近惨案幸存者、家国保卫者、历史研究者、
和平传播者、国际志愿者，以及施虐者后人、见
证者后人、援助者后人……聆听他们的人生故
事，镌刻下“和平的刻度”，弘扬和平的价值。

新江苏·中国江苏网

85年过去
我们从未忘记

6名社会各界代表撞响和平大钟。本报记者 吴胜 万程鹏 摄

“和平的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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