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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以国之名悼念逝者 众志成城迈向复兴

———写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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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

·

１３

”，中华民族近
代史上最沉重的一页。

７７

年前，南京城破，

３０

万同胞惨遭杀戮，血腥屠杀
震惊世界。

７７

年后， 我国迎来首
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日。 举国上下，深切悼
念死于日寇屠刀下的遇难
同胞，在回望沉痛历史中汲
取血的教训，为早日实现两
个一百年目标凝心聚力。

不忘远逝生命

最高规格祭奠平民

� � � �

对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来说，她的“家”

一半刻在纪念馆“哭墙”上，一半在现实中。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上午，一队日本兵闯进她位于新路口
５

号
的家中，转瞬之间，九口之家就剩下了

８

岁的她和
４

岁的妹妹。

如今，已是四代同堂的老人，夏淑琴仍时常来到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默默抚摸“哭
墙”上亲人的名字。

夏淑琴一家的悲惨遭遇， 代表着当年南京人经
历的噩梦，刻入中华民族难以痊愈的历史伤疤。

７７

年前，南京城破，在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
官松井石根和第

６

师团师团长谷寿夫等指挥下，侵
略者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大规模
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这一公然
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 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
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
判，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

南京大屠杀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罪
行中最典型的一例。

自
１８７４

年初发动侵台战争至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１５

日宣布投降， 日寇在我中华大地上的滔天恶行罄竹
难书，杀人手段骇人听闻：化学武器、细菌战、杀人竞
赛、“三光”政策……数以千万的中华儿女惨遭屠戮。

仅
１９３１

年至
１９４５

年的
１４

年抗战中，中华民族就付
出了

３５００

万军民伤亡的代价。

永不忘却，逝去同胞！

今年
２

月
２７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
会议决定， 将

１２

月
１３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 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
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者
进行悼念。

“将二战期间的重大惨案定为国家公祭日一直
是国际惯例。 ”最早在全国两会上提议设立公祭日的
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赵龙表示， 生命权是最基本的
人权，以国之名悼念平民死难者，体现的是一个民族
对生命的无上尊重。

顺乎民意的有力之举， 唤起了全体中华儿女对
死难同胞的深切缅怀。今年

７

月
６

日，由新华网和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共同筹建的“国
家公祭网”正式上线。 截至目前，网页浏览人次超过
５０００

万，

３００

万多人在线祭奠和留言。

铭记历史警示 矢志不渝维护和平

� � � � １２

月
９

日， 南京农业大学的数
千名师生， 把自己手工制作的白色
菊花和千纸鹤，组成“

１２

·

１３

”字样，

寄托对遇难同胞的哀思， 表达牢记
历史的决心；

１２

月
１０

日，

１２１３

名解
放军官兵冒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主题宣誓仪式……

铭记历史，警示未来！

今年
７

月
７

日， 纪念全民族抗
战爆发

７７

周年仪式上，习近平总书
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
是最好的清醒剂。 中国人民对战争
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

对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 ”

无需回避！ 正是由于近代以来
中国的贫弱，才导致河山被践踏，生
灵遭涂炭。

“南京大屠杀是落后就要挨打
的血泪教训。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说，以
国家名义进行正式纪念与公祭，意
义在于让国人的历史记忆长久保持
唤醒状态， 避免出现哪怕是片刻的
忘却与麻木。

必须警惕！ 长久以来，一小撮日
本右翼分子罔顾历史事实， 以篡改
教科书、污蔑幸存者、纠缠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数字等方式， 妄图达到抹
杀侵略历史、美化侵略战争的目的。

“公祭将是对妄图否定历史的
日本右翼又一次有力回击。 ”南京师
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经盛鸿表示，举
行国家公祭， 体现的是整个国家和
民族的意志， 体现的是捍卫历史的坚
定决心，同时更在向世界宣示，历经侵略
战争灾难的中华民族，比任何时候都
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

铭记历史， 南京在行动。 从
１２

月起， 南京市将南京大屠杀专史课

程列为中小学必修科目。 南京市教
育局局长吴晓茅表示， 对那段灾难
历史，南京人有着切肤之痛，强化相
关历史教育， 应成为全市青少年历
史观教育的重要内容。

铭记历史，中国在行动。 十二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上，与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一同
被设立的， 还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纪念日。 今年

８

月
３１

日，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决定
将

９

月
３０

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 每
年， “

７

·

７

” “

８

·

１５

” “

９

·

３

” “

９

·

１８

” “

９

·

３０

”“

１２

·

１３

” 这些重要的时间节点
上， 不同形式的纪念活动都在传承
着一个民族的深沉记忆。

“要记住历史，不要记住仇恨！ ”

曾身中日寇
３７

刀的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李秀英， 在人生晚年道出的警世
之言，也是全体中国人共同的心声。

凝聚筑梦力量 众志成城迈向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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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以暴虐的行为使中国人
扎下了牢固的反抗心理， 因此它必
将毁灭自己。 ”

这是当年德国留驻南京的大使
馆政务秘书罗森在目睹南京大屠杀
暴行之后发出的断言， 也是南京大
屠杀期间西方人士对战争结局最准
确的预言。

“摧毁中国的抵抗意志，是日军
发动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从更长的历史时段看， 日军的暴
虐激发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爱
国热情。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学会
副会长张生说，“某种意义上，南京正是
日本军国主义走向毁灭的起点之一。 ”

７７

年时光荏苒，

７７

载沧桑巨
变。 历经劫难的南京， 正改换新
颜。

中华门，“南京保卫战” 战斗最
激烈的地方之一。 当年，日本侵略军
第六师团由此突入南京城， 其他几
个城门也相继失守， 屠城惨案自此
肇始。 如今，中华门周边车水马龙，

一派繁荣景致。

变化的，不仅是中华门。 今年
８

月，第二届青奥会在南京举行，全世界
都为这座城市的繁荣与活力由衷赞叹。

南京新生、南京巨变，也是中国
高速发展的缩影。 改革开放

３０

多
年，中国奇迹，世界瞩目。 重回世界

舞台中央的中国， 正以自身的发展
繁荣，给世界发展带来新机遇、注入
新动力。

１３

亿中国人迎来民族伟大复兴
的关键时刻，举行国家公祭，重温苦难
历史， 必将在全民族逐梦圆梦的征程
上，凝聚起团结奋进的磅礴之力。

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毕生证
言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记忆，从
纪念馆“哭墙”前一束束鲜花到国家
公祭网上的万千祭言……首个国家
公祭日即将到来， 亿万华夏儿女心
中涌动着一个共同的声音： 勿忘国
耻，圆梦中华！

(

据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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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0

日，解放军官兵冒雨参加宣誓活动。当日，驻南京的一批解放军官兵在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和平公园举行“勿忘国耻，圆梦中华”主题宣誓活动，祭奠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表达牢记历史、坚守国防、捍卫和平的决心。 新华社记者孙参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