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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和现在，从来不是两个孤立的

点。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

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

  如果时间有颜色，1937年12月13日，

一定是一个至暗时刻的开始，在那之后

长达6周的血腥屠戮里，一座城，沦为人

间地狱。

  如果数字会说话，300000，一定是一

位又一位死难同胞盘旋不散的悲鸣，是

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穿越时空的怒吼。

  “南京大屠杀”——— 有多少中国人

看到这几个字，内心就会隐隐作痛。86

年过去了，这依旧是我们心上一道无法

愈合的伤口，疼痛且悲怆。

  今天是第10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当时针指向上午10点01分，

凄厉的警报声会在南京上空骤然响起，

车辆停驶鸣笛，行人静默志哀，这一刻，

全城凝固。

  在北京、沈阳、青岛等全国各个城

市，社会各界在革命类纪念馆、烈士陵

园、学校等场所举行公祭活动，悼念死

难同胞，缅怀革命先烈，牢记侵略战争

造成的深重灾难，宣示牢记历史、不忘

过 去 、珍 爱 和 平 、开 创 未 来 的 坚 定

立场。

和平钟发出的深沉钟声久久回荡，仿佛

在郑重宣告：历史不能忘记，历史不容

篡改，历史不会重演！

历史不能忘记

  忘却历史的人没有根，忘却历史的

民族没有魂。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

去？一位网友说，南京大屠杀对她而

言，正是“答案”的一部分。当年侵华日

军攻打南京时，她的爷爷在南京做学徒

工，幸而连夜逃出来保住一命，不然就

没有她了。

  尽管很多人祖祖辈辈未曾生活在南

京，但我们的先辈，都从战火弥漫的年

代走来。在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和所有惨遭侵略者杀戮的死

难同胞，他们所承受的是国家的苦难。

这段沉痛的历史，从来不是一座城或者

部分人的历史，而是属于每一个中国人

的历史。

  屠城，不分军民、不论妇孺、不留俘

虏，这是南京建城史上的至暗时刻，也

是现代人类文明史上的至暗时刻。忘却

历史，意味着背叛。看得见多远的过

去，就能走得到多远的未来。今天的我

们从何处走来，未来的我们又将走向何

方，历史就在那里，它述说着答案。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

清醒剂。

  战时的废墟，早已高楼林立。生长

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或许很难对侵略战

争的罪恶和灾难感同身受。那响彻南京

上空的警报声，正是为了警示我们，和

平来之不易，和平需要捍卫。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每隔12秒，就会有一滴水从高空落

下，掉进黑色的水面。这代表着，在那

段惨绝人寰的历史中，每12秒就有一位

同胞殒命。300000，不是冰冷的数字，而

是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命所遭遇的浩劫。

  “如果我出生在那个年代，那个地

方，那个时间，我也就是其中的一具尸

体了，一具无名的尸体。在半世纪之

后，没有人会关注，犯罪者甚至会说，这

些事情根本就没有发生过，这尤其让我

感到恐惧。”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这

样说。她写下了那本震惊中外的《南京

浩劫：二战中被遗忘的大屠杀》，“以确

保真相被保存、被牢记，使南京大屠杀

那样的悲剧永不再发生。”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一生都在为史

作证、现已94岁高龄的夏淑琴老人说，她

最大的心愿是：“和平、和平、和平，一定

要和平！”

  和平不会从天而降。弹痕无言，忘

战必危。牢记往日的伤痛，唤起心中的

忧患，自强洗刷屈辱，发展捍卫和平。

只有警钟长鸣，我们才能保持清醒的记

忆，才能凝聚向上的力量。

历史不容篡改

  “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

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

  为什么要举行国家公祭？因为，这

段历史正日渐远去，还有人在抹煞、篡

改。作为这场暴行最有力的见证人，南

京大屠杀幸存者正在凋零，如今仅剩38

位，平均年龄超过93岁。这些年来，日本

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上屡屡兴风作浪。

我们举行国家公祭，也是在向世人宣

告，历史不容篡改。

  将史料不停“挖”下去。从首个国

家公祭日至今，有关南京大屠杀史料的

挖掘和研究，从未停止。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仅2023年就新征

集到史料1103件(套)。馆内藏品从成立

之初的不足百件，已扩展至现在的19.3

万件(套)。相关研究也不断取得突破。

比如，“打捞”史料40年的历史学者孙宅

巍出版新作《“数”说南京大屠杀》，详实

的数据，记录着任何淡化、粉饰、歪曲、

否认都不可改变的历史真相。

  让证据永远“活”下去。在南京大

屠杀中，夏淑琴失去了7位至亲。这幕惨

剧，被约翰·拉贝看到并记录在《拉贝日

记》里。“我活一天就要告一天，不但为

被日军屠杀的家人，也为身后30万的死

难同胞。”在漫长的岁月里，夏淑琴坚

持为历史真相而奔走。如今，她的后代

成为“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

所有的传承人将握紧“接力棒”，让证据

永远活下去，把历史说给更多后人听。

  把声音广泛“传”下去。2015年，《南

京大屠杀档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

入《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世界认可和必

须铭记的历史；同年，第一座海外抗日

战争纪念馆在美国旧金山开馆；2017年，

加拿大安大略省成为西方首个官方设立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日”的行政区

域；在日本，民间团体也在举行揭露日

本侵华战争真相的研讨会……这10年，

国际人士汇聚正义之声，让南京大屠杀

史实在更广范围传播。

  “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南京大屠杀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任何

人想要否认南京大屠杀这一事实，历史

不会答应，30万无辜死难者的亡灵不会

答应，14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上一

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

历史不会重演

  “有了阳光雨露，万物才能茁壮成

长。有了和平稳定，人类才能更好实现

自己的梦想”。

  还记得那幅漫画吗？一边是沦陷的

南京城，满目疮痍，衣衫褴褛的小女孩

惶恐奔跑；一边是现代南京新街口平和

安宁的繁荣景象，身穿温暖冬衣的小女

孩，向逃命的小女孩伸出了手……从

“恐怖之城”到“幸福之城”，一座城市的

变迁足证和平是何等重要。

  有目共睹，“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

一个具有保卫人民和平生活坚强能力的

伟大国家，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

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深

知，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不是为了延

续仇恨，而是为了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更好地理解当下、警示未来。

  “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

维护的”。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进，冷战思维阴魂不散，霸权

主义依旧猖獗，战火硝烟此起彼伏。这

就需要我们提高警惕，坚定地捍卫历

史、深刻地把握历史，充分汲取战争的

惨痛教训。这样，捍卫和平才更有动

力，国殇民难才能不再重演，永久和平

才会成为愈发切近的希望。

  “牢记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今

天，中国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人民

军队正昂首阔步迈向全面现代化。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但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

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复兴大业，“以史

为鉴、开创未来，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

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人心将在

黑暗中徘徊。”国家公祭，是铭记更是

唤醒。铭记历史，才能让珍爱和平的信

念历久弥坚。传承历史，才能迈着谋发

展、求和平的脚步走向未来。让我们以

国之名，缅怀同胞先烈，凝聚民族精神，

汲取前进力量。愿战争之火长弭，和平

之花常开。 (转自青岛宣传)

公祭，共记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资料图）。图源：新华社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石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