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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逝者，以国家之名。
他们不是英烈，却享受到

了一个国家给予亡者的最高礼遇
——国祭。

礼有五经，莫重于祭。
他们是南京大屠杀遇难的同胞。他

们中，许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但今
日却得到了一个国家给予的最贵重的东西
——尊严。

12 月 13 日，中国首个国家公祭日，选
择了南京大屠杀惨案的发生日，选择了那些
甚至连名字都没来得及留下的普通百姓，选
择了用制度性的方式给予他们尊重。

历史无法忘记，日军铁蹄践踏过的土
地，蹂躏过的兄弟姐妹。

历史不会忘记，那些因日本侵略而付
出的生命，不管是英勇作战的将士还是手
无寸铁而被屠戮的黎民。

历史怎会忘记，曾经凋敝的中国所
受到的欺凌，国家无尊严，百姓无尊

严，生者且苟活，死者如蒿草。
国祭，是铭记，是警醒，是一

个民族对自己的体认，是一个国
家对民众尊严的捍卫。

二战以后，主要参战国
设立国家级哀悼日，以

国家公祭的形式国家公祭的形式
祭 奠 死

难者。2005 年，联合国大会将
1 月 27 日设立为“国际大屠杀纪
念日”，以纪念在纳粹大屠杀中罹
难的600万名犹太人。

作为二战主要参战国的中国，南
京大屠杀不仅给中国人民留下悲痛的记
忆，带给世界人民的也是难以抚平的伤
痕。而近几年，日本军国主义抬头，篡改
历史，为侵略正名，这些行为，不仅伤害
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
正义性也提出了挑战。

亡者不可欺！中国不答应！
国祭，是内省，是鞭策，是一个民族的

集体意志的汇合点，是一个国家不断生长的
内生力量。

当中国成为世界上越来越重要的一个
大国，对世界的责任越来越多，中国拿什
么来担当？当中国走在民族复兴的道路
上，绵延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里，中国
梦的实现要靠什么？

先人有云先人有云：：慎终慎终，，追远追远，，民德归厚民德归厚。。
国国家公祭的意义远非一天的仪家公祭的意义远非一天的仪

式式，，它必将作为一个支点撬动一个它必将作为一个支点撬动一个
民族的内心民族的内心，，形成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华民族的
强烈认同感强烈认同感、、奋发力奋发力，，激励激励
中华民族在实现中华民族在实现““中国中国
梦梦””的道路上奋力的道路上奋力
前行前行。。

12月13日，首个“国家公祭日”，一个以国家之名、举国同
祭的纪念日。

“我们不敢相信，那将婴儿挑在枪尖上虐狂，在光天化日下
轮奸女性，将活人埋至脖颈看着一点点窒息而死的作俑者，是号
称高度文明的人类。即便是妖魔，那也是旷古难恕的通天罪
孽。”在这份近千字的函件中，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这样写
道。

1994年8月，夏淑琴赴日本作证，成为继东京法庭之后第一
位赴日本作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许多普通日本人都被日军
的暴行惊呆了，哭了。”夏淑琴回忆。请看——

亡 者 不 可 欺亡 者 不 可 欺
尹晓宇

12 月 9 日上午，作为国家公祭日首
倡者，无锡民建会员赵龙领受了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颁发的“特别贡献奖”。

9 年前的 2005 年，是抗战胜利 60 周
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赵龙在第十届全国
政协三次会议递交了一份“一号提案”——
首次建议建立国家公祭日。总共 5 页纸的提
案，光是 49 位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的签名
就占去2页。涉及提案内容的，仅仅589个字。

字字千钧。
9 年后，今年 2 月 2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经

表决通过，确定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的国家公祭日纪念方式，
几乎原封不动地采纳了赵龙的提案——将每年的 12
月 13 日定为国家公祭日，每年的此日，在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遗址，举行有国家领导人出席、社会各界
及国际友人 （包括外国政要） 参加的公祭活动，并以
法律或制度形式固定下来。

这一纪念日从提议到落地，已走过了20年的历程。
1994年8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

长朱成山应日本民间组织铭心会邀请，与南京大屠杀幸存
者代表夏淑琴赴日参加缅怀亚太地区战争遇难者活动。在
广岛和长崎，日本纪念原子弹爆炸死难者的规模远超他的
想象。正是通过这样的纪念形式，原本是战争加害国的日
本，却扮演起受害国角色。

回国之后，朱成山立即建议省市有关部门也要举办有关
隆重仪式，警醒后人、不忘历史。

1994 年 12 月 13 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57 周年
祭日，江苏省暨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第一次在遇难同胞纪念馆举
行悼念30万遇难同胞的纪念活动。今年是第21个年头。

2005年3月，赵龙首次提交“把每年的12月13日定为国家公
祭日”的提案。2012年第十一届全国政协五次会议上，赵龙再次提
交相关提案。同年3月召开的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期间，邹
建平代表也提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祭日举行国家公祭”建议
案，代表委员们联合签名响应。

在朱成山看来，国家公祭日是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第三次固化”。
第一次，是“两个法庭”（远东国际法庭、南京法庭） 关于南京大屠杀
案审判，将南京大屠杀案作为一个判例；第二次，是在1985年前后，建
馆立碑编史，以物质的形态将其固化。

而这一次，是以法律的形式、以国家的意志进行固化。它对于凝聚
中华民族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力量，以及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否定
侵略与加害史实的言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首个“国家公祭日”

南京江东门云锦路地铁站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墙上，
“国家公祭”四个大字牌格外醒目。

77年前震惊世界的人类浩劫，终于获得与之相匹配的祭悼。
今天的南京，在主祭场之外，在遇难民众的“丛葬地”遗址，也将举行祭祀

活动。
1985年，南京市人民政府曾在北极阁、东郊西洼子村、清凉山、五台山、普德

寺、花神庙、上新河、挹江门、中山码头、汉中门、草鞋峡、燕子矶等13处丛葬地
遗址建立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此后多年来，又陆续有丛葬地被发现和证
实。现有的20多座纪念碑，有的是丛葬地，有的是南京大屠杀集中屠杀地，有的既是
屠杀地又是丛葬地。

“南京大屠杀分散在南京各个地方。每年纪念馆都有悼念活动，部分大屠杀纪念碑
也有悼念，但只是少数，很多纪念碑甚至不为人知。民间的悼念，是历史本身的回归。
这些地方，我们应该呼吁市民前去缅怀、凭吊。”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
张连红说。

朱成山介绍说，南京曾先后五次发现并挖掘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
第一次是1946年，在南京中华门外兵工厂和普德寺发现“万人坑”遗址；第二次是上世

纪50年代，南京大学天文系在基建的过程中，在阴阳营和南秀村发现了大量遇难者的遗骨；
第三次是上世纪 80 年代，江东门纪念馆在建设的过程中发现了“万人坑”遗址；第四次是
1996年，在南京东郊的仙鹤门发现了埋有遇难同胞的“千人坑”；第五次是2006年，南京大屠
杀殷山矶遇难同胞丛葬地被发现。

“每一次遇难同胞丛葬地的发现，都是对当年日军罪行的最好控诉，也是对中国人心灵的一
次撞击。”朱成山说。

今天，每一处丛葬地都应该祭奠，都值得我们用哪怕一朵小小的白花，献上最诚挚的哀思。

南京，今日全城同祭

12 月 8 日，在首个国家公祭日前夕，美籍华人鲁照
宁、陈灿培先生到南京，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捐赠了他们从世界各地搜集的抗战文物近百件，其
中包括鲁照宁自己搜集的侵华日军酒杯、新闻照片等。

这已经是鲁照宁第6次为纪念馆捐赠文物史料。祖籍
南京、1980年起移居美国的他，从2004年起，先后从世界
各地的拍卖网站竞拍征集到各种文物史料580件，多数与
日军侵略南京相关。资金，则大多来自他自己的积蓄。

“我帮助家乡的纪念馆征集资料，就是要揭露侵华日
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就是想让全南京的人、全中国的
人、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历史的真实性，让全世界人
民知道这段历史真正发生过。”鲁照宁说。

为了搜集更多散落民间的史料文物，今年年初起，纪
念馆就组织了 7个国内征集小组和 2个海外征集小组，奔
赴国内 21个省市区的 60多座城市，以及日本、德国、以
色列等国，广泛征集文物。

和实物一样见证历史的是人。
12 月 1 日，南京老人夏淑琴在江东门纪念馆对家人

说：“我很骄傲，我是战后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控诉南
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虽然眼睛哭坏，但是只要我活
着，就要把这段历史讲述给每个人听。”

她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代表人物。她一家7口惨死
的经历，被当年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美国牧师
约翰·马吉记录下来。在日本法院，她告倒了日本右翼
——他们诬蔑她为“假证人”。

当时是1994年8月。赴日本作证的夏淑琴，成为继东
京法庭之后第一位赴日本作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回忆
起那段往事，夏老人说：“许多普通日本人都被日军的暴
行惊呆了，哭了。”

现在，夏淑琴7位亲人的名字都被刻在了纪念馆“哭
墙”上。但作为孤儿，她只能在这面冰冷的“哭墙”上感
受亲人的存在。

作为“大屠杀专家”，朱成山曾经被人讥讽为“守灵
的”。对此，他一点儿不介意。

“守灵人有什么不好？为遇难的同胞守灵，为民族的
历史守灵，为国家的重任守灵，值得！”朱成山说。

“看，从今年起，每年的12月13日，国家都要为你们
在内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国家公祭。听，77周年的和
平警钟即将敲响！”

这是12月1日，夏淑琴的孙女夏媛在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冥思厅诵读悼念遇难亲人的祭文。

今年 9月 9日，南京江东门小学的 36名学生成为南京
国际和平学校的首批学员。当天，他们领到了刚刚出版的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小学版） 和《和平学
概论》。这两本新书是教材。而他们的老师，则是朱成山
和南京社科院国际和平研究所副所长赵德兴。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郑淑娜在一篇文章中这
样写道：“生命权是最基本的人权，尊重生命是人类社会
文明进步的鲜明特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成千
上万的无辜平民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顿时成了冤魂。滥杀无辜是反人类、反人道、违背国际法
的罪恶行为……举行国家公祭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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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死难者悼念，这一正义之举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人权
的尊重。”

在首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
会通过日本驻华大使木寺昌人，致函日本政府及安倍晋
三，要求日本政府向被日军杀害的南京30万亡灵谢罪。据
悉，这是中国民间机构首次以函件方式要求日本政府就南
京大屠杀谢罪。

在这份近千字的函件中，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写
下这样的字句：“我们不敢相信，那将婴儿挑在枪尖上虐
狂，在光天化日下轮奸女性，将活人埋至脖颈看着一点点
窒息而死的作俑者，是号称高度文明的人类。即便是妖
魔，那也是旷古难恕的通天罪孽。”

参与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代表法官
梅汝璈先生的话至今发人深省：“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
致未来的灾祸。”制图：白梓岑制图：白梓岑

为民族历史“守灵”为民族历史“守灵”

铭记历史是为了尊重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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