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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擦清清历历史史的的镜镜子子，，走走好好未未来来的的路路
习近平出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据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3
日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仪式。全
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仪式并
讲话。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纪念馆集会广场庄严肃穆，现
场国旗下半旗。广场西侧巨大
的“灾难墙”上，灰黑的底色映
衬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仪式”14个白色大字。约1
万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
静静肃立。

10时整，公祭仪式开始。军
乐团演奏《义勇军进行曲》，全
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嘹亮的歌声响彻云霄。国歌唱
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默哀。同一时间，公祭现场和南
京全城拉响防空警报，汽车、火
车、轮船汽笛齐鸣，行人就地默
哀。

默哀毕，军乐团演奏《国家
公祭献曲》，中国人民解放军三
军仪仗队礼兵抬着8个花圈，缓
步走上公祭台，将花圈敬献于

“灾难墙”前。80名南京市青少
年代表宣读《和平宣言》。

之后，俞正声发表讲话。他
表示，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举
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仪式，为的是深切缅怀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缅怀惨遭日本侵
略者杀戮的所有死难同胞，缅
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
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
雄，缅怀同中国人民携手抗击
日本侵略者献出生命的国际战
士和国际友人，宣示中国人民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
平、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庄严
表达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
望。

俞正声讲话后，6名南京市
各界代表3次撞响“和平大钟”。
随着深沉悠远的钟声，3000只
和平鸽凌空飞翔，寓意着对30
万死难者的深深追思和圆梦中
华的雄心壮志。

公祭仪式结束后，习近平
亲切会见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代表和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亲属代
表。习近平与大家一一握手，询
问他们“今年高寿”“身体好
吗”，希望他们健康幸福，一代
一代把记忆传承下去。习近平
说，无论历史的美好，还是历史
的灾难，都需要真实。前事不
忘，后事之师。我们要擦清历史
的镜子，抹去灰尘，以史为鉴，
走好未来的路。

登登记记在在册册的的幸幸存存者者已已不不足足百百人人
12月10日凌晨，最年长的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管光镜走
了，享年100岁；11月15日，曾
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里年龄最大的义
务讲解员佘子清走了，享年83
岁……80年，岁月易逝，历史
勿忘。如今，南京大屠杀幸存
者还有多少位？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
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
战争的受害者，又是历史的

“活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张
建军介绍，目前登记在册的
幸存者已经不足百人，他同
时强调：“这不是所有在世
幸存者的人数，不少幸存者

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来
馆登记。”

记者采访了解到，上世纪
80年代，我国启动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登记，当时登记在册人
数超过千人。此后，纪念馆也
组织过多次寻访与征集幸存
者线索的活动，掌握并认定了
一些新的幸存者。

张建军表示，历史已过
去80年，年龄最小的幸存者
也已超过80岁。令人痛心的
是，近年来，幸存者流逝的
速度不断加速。如何给这些
老人更好的晚年生活？如何
最大限度地抢救证言……
这些是当前纪念馆的重要
工作。 据新华社

家破人亡的“昨天”
仿佛还在眼前

85岁的陈德寿是第一次
参加国家公祭仪式。1937年，
陈德寿还是一名5岁的幼童，
祖父在中华门外西街经营一
个裁缝铺，是家里第一代中装
裁缝，一家八口人过着饱暖无
忧的日子。直到12月13日一把
屠城之火将好日子烧蚀殆尽。

“12月13日上午，我在家
里亲眼看见姑母陈宝珠被杀，
12月14日上午，我的父亲陈怀
仁在承恩寺附近被抓走再也
没回来，后来听说被日军枪杀
了。”陈德寿说，父亲和姑母罹
难后，奶奶、妹妹等几人也陆
续在乱世里离世。“昨天晚上，
我想起小时候，想起我那个温
暖的大家庭，久久不能入睡。”

88岁的夏淑琴从未缺席
过国家公祭仪式，她在女儿的
陪同下一大早就来到公祭现
场。“80年过去了，一切都还像
在眼前。”1937年12月13日，她
全家祖孙9口人中7人惨遭日

军杀害，时年8岁的夏淑琴在
身中3刀后，因昏死过去幸免
于难。

93岁的幸存者岑洪桂回
忆，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
南京时，他的家被日军焚烧，
他被日军士兵推入火海，腿部
被烧伤，至今留有伤疤，未满２
岁的弟弟岑小三被活活烧死。

“我直到今天还能想起来那片
火海，我跑出来的时候，弟弟
离我只有几十米，日本兵就是
不让我把他抱出来，眼看着火
烧了一会儿，就没有哭声了。
弟弟就这样被烧死了。”岑洪
桂含泪讲述往事后，沉默了很
久。

“国家强大了，
百姓才能不遭难”

播放铭文、敬献花圈、奏
唱国歌……已是风烛残年的
老人们频频拭泪。这群看起来

“脆弱”的老人，在为历史做证
时，都展现出令人钦佩的勇气
与坚强。

赴日证言、与日本右翼打

官司，一辈子都很坚强的夏淑
琴，在13日的公祭仪式上红着
眼圈告诉记者：“国家强大了，
百姓才能不遭难。”

在等待仪式开始的时候，
日本友人松冈环、国际友人约
翰·马吉的后人克里斯·马吉
等都跑过来与老人拥抱。松冈
环说：“她很了不起！”克里斯·
马吉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的
孙子，当年他的祖父用一架16
毫米摄像机记录下南京浩劫，
也记录下夏淑琴的经历。克里
斯·马吉说：“我很感慨，祖父
当年拍摄的那个家破人亡的
小姑娘如今不仅健在，而且四
代同堂。这是夏淑琴的胜利。”

90岁的葛道荣是第二次
参加国家公祭仪式，老人最大
的心愿是晚年能够看到加害
方的真诚道歉。“日本右翼竟
然到现在还不承认大屠杀！历
史是人们经历过的，做过的事
情要有勇气去承认，不承认最
后还会重复过去的错误。不正
视历史，怎么可能珍爱和平？
日本政府，你至少欠我们这群
老人一个道歉。”

和平是他们
最大的心愿

对于这群经历了战争的
老人，和平是他们暮年最大的
心愿。95岁的濮业良是当天参
加仪式年龄最大的幸存者，老
人用不太清晰的口齿对记者
说：“今天的纪念活动很隆重，
显示国家对这段历史的重视，
要铭记国难，更要让全世界的
人们都知道，和平应当珍爱。”

看见电视上播放有日军
侵华的镜头就心生恨意，但是
89岁的艾义英还是勇敢地接
受日本“中国战争受害者证言
集会邀请会”邀请，前往日本
东京等地参加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证言集会。

参加公祭仪式之后，艾义
英说：“我们一家死了５口人，
只剩下孤儿寡母过日子。那一
年的南京不知道有多少孤儿
寡母，我要把这段历史说给更
多人听，让人们知道战争的罪
恶，更加珍惜和平。”

据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公祭仪式上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日日本本欠欠我我们们这这群群老老人人一一个个道道歉歉””
13日上午的国家公祭仪式上，上万名胸前佩戴白花的各界代表整齐肃立，前排方阵的位置是一

群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仪式即将开始前，10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家人和
工作人员的搀扶下进场。作为国之难者的老人们，此时在想什么，又有怎样的心愿？

葛现场特写

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放飞和平鸽。 新华社发

80年前的1937年12月13日，
侵华日军侵入南京，对我同胞实
施长达40多天灭绝人性的大屠
杀，30万生灵惨遭杀戮，留下人
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页。2014
年2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
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明确
公祭对象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及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
争期间被杀戮的同胞。

国国家家公公祭祭日日
为为了了祭祭奠奠谁谁

葛小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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