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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南京
１２

月
１０

日电（记者蒋芳
蔡玉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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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石”。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世幸存者已不
足

２００

人，平均年龄超过
８０

岁，仅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至今，已有
２１

人陆续离世。

他们的心愿是什么？ 他们最深的梦魇是
什么？ 又该如何留住他们的记忆……首个国
家公祭日即将到来，记者走近这些可敬的老
人，聆听他们的伤痛记忆，感受他们的所思
所想。

躲得过浩劫，敌不过岁月
每一年，都有幸存者离世。 而随着时间

推移，速度正在加快。

幸存者佘子清亲眼目睹了母亲遭到日
军的杀害，自己也留下了永久的伤疤。 他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在纪念馆担任志愿讲解员，讲解
时间已超过

３０００

小时。 家人在他的督促下
也不止一次地参观纪念馆，老人每次都亲自
做讲解。

近几年，一同当讲解员的其他三位幸存
者陆续离世， 佘子清的身体也大不如前，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
成山再三劝阻老人不要再来了。

“从前年开始突然少了好多人。 ”佘子清
说，幸存者碰面大多在纪念馆，交流的最多
的就是谁又不在了。

“仅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迄今，已陆续有
２１

位老人
陆续离世。你今天或许能在馆内碰到他，明天就可
能收到他的讣告。 ”纪念馆工作人员说。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世的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已经不足

２００

人。 登记在册的年纪最
大的幸存者孙雷祥出生于

１９１５

年，

９９

岁高
龄的老人面对来访者已经无法说话。

也有新发现的幸存者，但追不上老人去
世的速度。 纪念馆从

２００９

年以来，通过多个
渠道共征集到

２００

多名幸存者的线索，经论
证认定的不到一半。

历史历历在目，伤痛不能忘怀
忘不了最想忘记的。 对于高龄的幸存者

群体来说， 这种痛苦记忆不断重现带来的
“痛感”，令他们身安心不安。

记者采访过的幸存者中，杨翠英是哭声
最大的一位。 她的女儿说，老人一辈子都没

能走出亲人遇害的阴影，只要回忆触及那段
过往，她一下子就会号啕大哭。

“亲爱的爷爷、父亲、弟弟、堂哥：我来看
你们了，你们离开我已经

７７

年了，我对你们
的思念从未停止……”

１２

月
２

日上午， 在纪
念馆内“哭墙”前她念出这篇祭文。 随后又一
边哭着，一边将墙上父亲杨学文、舅舅杨贤
营的名字指给人看，嘴里还哭喊着“杨小宝
在哪里？ 那是我可怜的弟弟啊，就因为哭闹
被日本兵用脚活活踩死……”

幸存者常志强曾目睹自己一家
７

口惨
死，尤其是看到胸口被刺伤的母亲挣扎着给
２

岁的小弟弟喂了最后一口奶死去的一幕，

留下了深深的阴影。

“父亲在家一个字都不提这段历史。 小
时候我们怕问，长大后了解父亲的苦就不忍
心问。 ”大女儿常明泉说，每次接受完采访，

或者录完证言， 常志强就要在床上躺上几
天，子女们则渐渐学会了用“不闻不问”去帮
助父亲逃脱记忆的折磨。

设立国家公祭日，用余生等待道歉
如今，

３２

岁的夏媛越来越多地陪伴外婆

夏淑琴出现在各类证言活动中，这个从七八
岁就听着亲人遇害故事长大的女士说，“知
道我是幸存者之后，经常有人问我南京大屠
杀是不是真的存在等问题。 我觉得我有责
任，用我外婆的例子告诉他们，这是铁一般
的事实。 ”

依靠家族记忆的传承正被视作一条重
要途径。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纪念馆启动“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遗属登记工作”，截至目前，已有

２７０

多个家庭， 共计
３１００

位死难者遗属进行了
登记，遍布世界各地。 最多的一户王高昌遇
难家庭共登记了

１０６

名遗属。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七次会议决定，将

１２

月
１３

日定为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对于即将到来的首个
国家公祭日，幸存者们心绪复杂，为举国公
祭感到振奋，却又为伤痛之日日益临近而揪
心地疼。

“我已经
８５

岁了，余生最大的希望是能够
等到那一天，等到日本政府承认他们的罪行，向我
们道歉的那一天。 ”幸存者夏淑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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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27

日下午，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七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两个决定，分别
将

9

月
3

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纪念日。 每年

9

月
3

日国家举行纪念活动。

将
12

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每年

12

月
13

日国家举行公祭活
动，悼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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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确
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抵抗日
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中国反
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

放战争。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
华民族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为实现民族
独立和人民解放奠定了重要基础。中国人民
为世界各国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争取世界和平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和民族牺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
人民政府政务院、 国务院先后将

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的次日即
9

月
3

日设定为“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 为了牢
记历史，铭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中国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彰显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
地位， 表明中国人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领

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弘扬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激励全国各族
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
共同奋斗，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

将
9

月
3

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纪念日。每年

9

月
3

日国家举行纪念活
动。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

1937

年
12

月
13

日， 侵华日军在中国
南京开始对我同胞实施长达四十多天惨绝
人寰的大屠杀，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
杀惨案，三十多万人惨遭杀戮。 这是人类文
明史上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这一公然违

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早有历史
结论和法律定论。为了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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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日本侵略
者的战争罪行，牢记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和
世界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表明中国人民反
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
的坚定立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定：

将
12

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国家公祭日。每年

12

月
13

日国家举行公
祭活动，悼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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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新华网）

国家公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