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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设立十周年。12月13日，我国将在南京隆

重举行2024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仪式。每一次对历史的回望，如同点亮一支

民族精神的火炬。当刺耳的警报声再次响

起，警醒华夏儿女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凝聚

矢志复兴的磅礴力量。

历史的镜子越擦越亮
12月1日，阳光透过松柏枝叶洒落在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一角的

“哭墙”上。95岁的夏淑琴来到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家祭活动现场。“又一年了，我来看看

你们。”老人说。

夏聂氏、夏淑芬、夏淑兰……夏淑琴的

外孙女夏媛拿起笔在刻有亲人姓名的“哭

墙”上描新，刻下思念。

家难、城劫、国殇，没有人比他们体会更

深。最新公布的两个数字同时定格在“32”：

一边是在世幸存者仅剩32位，平均年龄已

经超过94岁；一边是历史记忆传承人扩容

至32名，最小的只有9岁。

十年来，传承的队伍薪火相传，历史的

镜子越擦越亮。

国家公祭日前夕，日本友人大东仁捐赠

了日本警视厅建筑课课长石井桂的调查报

告《关于上海、南京的防空设施》及调查的原

始文件，涉及下关码头日军屠杀；上海的收

藏爱好者陈凯捐赠了日军士兵西条荣策的

战时日记，记录了汉中门外秦淮河边“尸体

如山”的惨状……

目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馆藏文物史料已有19.4万余件，其中国

家珍贵文物1249套6418件。纪念馆年参观

人数超过500万人次。

“越来越多人在帮助南京还原史实拼

图，他们对历史真相不懈追寻的价值不可估

量。”纪念馆文物部负责人说。

每到12月13日，国内，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等同步

悼念。在海外，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余个侨社团，以及国际友好人士组织同

步悼念仪式。

“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

式，表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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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周峰说。

共识的根基不断筑牢
近期，以“勿忘国耻、圆梦中华”为主题

的纪念活动在南京接连展开，南京市第十二

中学举行的《寻找马吉影片》新书分享会上，

副校长史小兵说，近年来年轻人对南京大屠

杀的了解显著增加。

南京市第十二中学的前身是由美国牧

师约翰 ·马吉建立的益智小学。南京大屠杀

期间，约翰 ·马吉用一架16毫米摄影机秘密

拍摄下珍贵影像，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

判日本战犯的重要证据。

国家公祭日设立十周年来，国人对战争

与和平的认知愈发清晰。

南京大屠杀和我有什么关系？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尾厅的留言

区，2024年已留下12万多份观众的“答案”，

其中“历史”“和平”“铭记”“祖国”“繁荣”等

为高频词。

以共识促行动。每年12月13日10时01

分，鸣笛志哀、就地默哀一分钟，已成为很多

人的自觉行为；南京市中小学生熟读《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越来越多青少年

成为那段历史的讲解员；今年，当“学历史、诵

和平、共朗读”网络云班会又一次发出“小小

和平朗读者”招募倡议后，来自辽宁、重庆、云

南等50多所学校积极报名参加……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张

生认为，庄严的国家公祭仪式既是为缅怀逝

者，更是用最高规格的仪式唤起人们对和平

的向往和坚守，何以从昨天走到了今天，又

如何在把握现在中走向未来。

汇聚起和平正义的力量
飞跃数个时区，查尔斯·里格斯的后人将

一枚珍藏80余年的采玉勋章从西雅图带到

南京，连同家书等8件史料捐赠给了纪念馆。

1938年，查尔斯 ·里格斯与其他20余位

西方人士，因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组建南京安

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中国平民而被授予采

玉勋章。

“每当我讲述这段历史，都很自豪。”查

尔斯 ·里格斯的曾外孙克里斯 ·汉金说，这些

物品是一座桥，架起中美两国的历史和友

谊，希望自己也能成为这样一座桥。

南京小粉桥1号的拉贝故居内，拉贝半

身雕像前总有人送来鲜花。87年前，这里曾

是庇护难民的收容所，最多时容纳了600多

人。“拉贝等国际友人身上闪烁的人性光辉，

让南京这座城市更有温度。”来自广东的黄

维达在参观后说。

公祭日前夕，一朵小小的紫金花“开遍”

南京全城。在指定领取点，市民们可以免费

兑换紫金草徽章；在南京市第十三中学锁金

分校的课堂里，同学们在紫金草花样的便利

贴上写下和平寄语；更多人选择在线上“种

下”紫金草，“播撒”和平的种子。10年来，

“紫金草行动”已发放超过20万枚紫金草徽

章，吸引来自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约2亿人

次参加线上公祭，紫金草学雷锋志愿服务队

人数超过3.5万人。

光明每前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

“铛、铛、铛……”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和平大钟，每一天8时30分

都会准时敲响；空中俯瞰，纪念馆整体造型

为“和平之舟”，挺拔的船头由一级级台阶组

成，侧看像一把被折断的军刀。

这座曾经遭受浩劫的城市，如今因为和

平而闪光。 记者 蒋芳 邱冰清
（新华社南京  月  日电）

奋进是对历史最好的铭记
南京大屠杀在世幸存者仅剩32位，平均年龄已超过94岁；

历史记忆传承人扩容至32名，最小的只有9岁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每年12月13日

我们都会过来，向死难者献花，表达哀思。”在

第11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许多

像王先生一样的普通市民自发来到上海淞沪

抗战纪念馆，参加公祭仪式，参观展览，重温

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7周年，

今天是第11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与全国30家抗战

类纪念馆同步举行悼念活动。上午10时，

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仪式正式开始，社会各

界代表在淞沪纪念馆下沉广场向先烈敬献

花圈，全场默哀，共同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

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以及为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学研一学

生沈雨杰专门从南京赶来参加悼念活动，接

下来几天，他还将留在这里作专题调研。上

海市宝山区淞谊实验学校七年级学生小王

则表示，将珍惜现在的生活，努力学习，不辜

负革命先烈。

为丰富公祭日活动，《人类的浩劫：1937

南京大屠杀》史实展也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特别展出。展览分8个部分揭露了侵华

日军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暴行。纪念战

争是为了远离战争，中国人民铭记历史、捍

卫和平、矢志复兴的决心和信心不会变。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作为国家级抗战

纪念设施，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将进一步提

升纪念馆展陈质量与服务水平，完善红色资

源的传承和保护，为持续深入开展新时代爱

国主义教育提供平台，营造唱响爱国主义主

旋律的浓厚社会氛围，激励中华儿女奋进新

时代。

“每年  月  日我们都会过来”
上海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

■ 今天上午，来自上海市宝山区淞谊实验学校的学生在淞沪抗战纪念馆摆放鲜花缅怀南京

大屠杀死难同胞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一个
举国哀悼、铭记历史的日
子。1937年7月7日，日本
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战
争。1937年的12月13日，
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开
启长达40多天惨绝人寰的
大屠杀，大量平民及战俘被
日军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
碎，遇难同胞超过30万。
南京城墙上清晰可见的

弹孔、“万人坑”中堆积的累
累白骨、“哭墙”上印刻着的
一个个姓名……铁证如山，
不仅是对那段黑暗历史的最
直接控诉，更是侵略者在我
们民族心灵深处刻下的一道
道伤痕，时至今日仍隐隐作
痛，提醒着我们曾经的苦难。
今年也是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设立10周
年。南京市侵华日军受害者
援助与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
传承协会的最新数据显示，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总数仅剩
32位，平均年龄已超过94

岁。1987年南京首次统计
幸存者时，记录在册的共有
1756人。今年以来，有6位
幸存者相继离世，令人悲痛。
历史之痛，警醒后人。

每一位幸存者的离世，都是
对历史的一次无声告别。幸
存者的数量不断减少，但维
护历史真相、传承历史记忆
的努力仍在延续。如今，南
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总
数已新增至32位，其中大多
是幸存者家庭的二代、三代，
甚至还有第四代，年龄从“50

后”到“00后”，跨越近 60

年。他们从先辈手中接过传
承历史记忆的重任，提醒世
人勿忘国耻、振兴中华。
历史之音，回响不绝。

2022年11月，美国一家典当
行的年轻老板埃文·凯尔将一本记录有日本二
战侵华罪行的相册无偿捐给中国。昨天，他抵
达了今年中国之行的第五站——南京，“希望
能了解更多的历史。”这也证明着，历史不会被
遗忘，和平与正义的火种将永远传递下去。
中华民族在苦难中不屈不挠的精神，无

数先烈为保家卫国而英勇献身的壮举，这些
历史记忆如同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民族的
过去，也照亮了我们前行的道路。历史告
诉我们，只有不断自我强大，才不会重蹈覆
辙，才不会让历史悲剧重演。新中国成立
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
科技、文化等领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
就，科技创新能力与综合国力稳步攀升。
这些非凡的成果，既归功于无数中华儿女的
辛勤耕耘与不懈努力，也是我们深刻汲取历
史教训、坚定走向强国之路的必然结果。
铭记血泪历史，铸就强国之路。以国

之名公祭，我们不仅要缅怀历史，更要从中
汲取力量，坚定信念和决心，不断推动国家
的发展和进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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