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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新現兩抗戰碉堡專家倡列入文物保護

倖存者：80多年了還夢到日軍拿刀槍戳我

以史為鑒 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
孫春蘭出席2021年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中央、國務院13日上午在南京隆重舉

行2021年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

儀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

副總理孫春蘭出席並講話。

國行公祭，祀我殤胞。公祭儀式在侵華日軍南京
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集會廣場舉行，現場莊

嚴肅穆，國旗下半旗。約3,000名胸前佩戴白花的各
界代表靜靜肅立。10時整，儀式開始，全場高唱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國歌唱畢，全場向南京
大屠殺死難者默哀，南京市拉響防空警報，汽車停
駛鳴笛，行人就地默哀。默哀畢，在解放軍軍樂團
演奏的《國家公祭獻曲》的旋律中，解放軍儀仗大
隊16名禮兵抬起8個花圈，敬獻於公祭台上。
之後，孫春蘭發表講話。她表示，今天我們隆重

舉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深切緬懷南
京大屠殺死難者，緬懷所有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
死難同胞，緬懷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獻出生命
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宣示中國人民以史為鑒、
開創未來的莊嚴立場，表達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
路的崇高願望。

堅定嚮往 代表宣讀《和平宣言》
孫春蘭指出，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一

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接續奮鬥，
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第一個百年奮鬥目
標，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中
華民族偉大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展現
了新時代的新氣象新作為，這是對南京大屠殺死難
者和所有抗戰期間犧牲烈士以及死難同胞的最大告
慰。歷史大勢浩蕩前行，民族復興前景光明。我們
將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周圍，倍加珍惜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
驗，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開啟新
征程、展現新作為，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新的更大貢獻。孫春蘭
講話後，84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宣讀《和平宣
言》，6名社會各界代表撞響「和平大鐘」。伴隨着
3聲深沉的鐘聲，3,000隻和平鴿展翅高飛，寄託着
對死難者的深沉哀思和對世界和平的堅定嚮往。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丁仲禮主持公祭儀式，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維和中央軍委委員、軍委政治工
作部主任苗華出席。
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戰士老同志代表，中央黨政

軍群有關部門和東部戰區、江蘇省、南京市負責同
志，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
人士代表，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及遇難同胞親屬代
表，國內相關主題紀念（博物）館、有關高校和智
庫專家、宗教界代表，駐寧部隊官兵代表，江蘇省
各界群眾代表等參加公祭儀式。

悼念活動 全國多地同步舉行
據中新社報道，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13日

以「銘記歷史吾輩自強」為主題，與全國多家抗戰
類博物館、紀念館同步舉行悼念活動。當天上午，
在象徵着「白山黑水」的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
館序廳內，眾人整齊列隊，秉燭祈禱，氣氛莊嚴肅
穆。活動中，全體人員還共同參觀了《紀念南京大
屠殺被害同胞遇難84周年圖片展》，一張張歷史照
片講述了1937年侵華日軍在南京實施的屠殺暴行。

告慰英靈 民族復興不可阻擋
作為志願者來參加此次悼念活動的瀋陽農業大學

生物科學技術學院的學生高文祺說，這是她第二次
來參加國家公祭日活動，每一次心情都很沉重。雖
然南京大屠殺已經過去84年，但是給人們帶來的傷
痛是沒辦法抹去的。她表示，作為一名大學生，要
勿忘國恥、牢記歷史，同時在生活中要努力學習為
祖國奉獻自己的力量。
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是中國唯一全面反映

「九·一八」歷史事件的博物館。該館副館長魏鵬表
示，舉辦此次活動不僅是為了紀念死難同胞，告慰
逝去的英靈，更是警醒國人歷史不能重演，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腳步不可阻擋。

方 素 霞 葛 道 榮 岑 洪 桂

●●新發現的位於南京秦淮舊河東岸的抗新發現的位於南京秦淮舊河東岸的抗
戰碉堡戰碉堡。。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
祭日是中國政府設立的紀念
日，以國家公祭的方式，祭
奠在南京大屠殺中死亡的
30多萬同胞。2014年2月27
日，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

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將每年的12月13日
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2021
年也是中國第八個國家公祭日。

截至2021年12月1日，南京侵華日軍受害
者援助協會登記在冊在世的倖存者僅剩 61
位，平均年齡在91歲左右。至今，仍有大量
的南京大屠殺的倖存者、目睹者、受害者的
證言，成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鐵證。願
吾輩自強，警鐘長鳴，勿忘國恥。 ●中新網

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破南京
城，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慘
案。「審判(日本)戰犯南京軍事法庭」
查證，日軍在南京大屠殺中，大規模集
體屠殺有28案，屠殺19萬多人；零
星屠殺有858案，屠殺約15萬人。
日軍屠殺中國戰俘與難民總計30餘
萬人。截至目前，南京侵華日軍受害
者援助協會登記在冊的在世倖存者僅剩
61人。願逝者安息，和平永存！

●央視網

銘記歷史！數說南京大屠殺

國之殤，莫敢忘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在南京舉
行。圖為禮兵敬獻花圈。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12月13
日是第八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
日，當天上午，30多名重慶大轟炸倖存者
及受害者親屬齊聚位於重慶市渝中區較場
口的重慶大轟炸慘案遺址前，悼念在抗戰
中遇難的同胞。
二戰期間，作為國民政府戰時首都，日

軍對重慶實施了「空中大屠殺」，進行長
達6年零10個月的戰略轟炸，史稱「重慶
大轟炸」，造成逾32,000人直接傷亡、
6,600人間接傷亡。

生命不息 索賠不止
為了替遇難者討回公道，2004年，重慶

大轟炸倖存者和遇難者親屬組成「重慶大
轟炸受害者民間對日索賠團」，88歲高齡

的重慶大轟炸倖存者粟遠奎擔任團長。他
帶領倖存者和遇難者親屬先後40餘次到日
本法院進行跨國訴訟，要求日本政府謝罪
賠償。2019年12月，日本最高法院對該案
進行終審判決，結果為原告團敗訴。判決

雖承認重慶大轟炸歷史事實，但駁回原告
要求日本政府謝罪賠償請求。
對於日本法院作出的終審判決，粟遠奎

及原告團成員認為判決不公。「生命不
息，索賠不止！」粟遠奎說，抗日戰爭期
間，日軍轟炸重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至今
仍未受到法律的清算，他們要將索賠進行
到底。
據粟遠奎介紹，目前索賠案日本代理律

師一賴敬一郎和中日兩國間的一些民間友
好組織正聯合起來，在日本國內揭露當年
日軍轟炸重慶所犯下的罪行。重慶大轟炸
受害者民間對日索團計劃在國內起訴對日
索賠。「索賠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希
望世人能够銘記歷史，反對戰爭，珍愛和
平，不讓歷史重演。」粟遠奎說。

重慶大轟炸倖存者：索賠不是延續仇恨而是讓世人銘記歷史

●重慶大轟炸倖存者粟遠奎在悼念活動重慶大轟炸倖存者粟遠奎在悼念活動
中中。。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
道）受疫情影響，一些以往經常出席南
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的國際友
人今年無法親臨南京。他們紛紛通過視
頻寄託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哀思，並
祈願世界和平。
「84年前，我的祖父留守戰火中的南

京，幫助眾多中國難民。他用攝影機冒
死記錄下南京大屠殺動態影像。我祖父
留下的電影幫助世人了解了戰爭的殘
酷，他的人道主義精神和無畏的事跡也
一直激勵着我們家庭幾代人。」克里斯·
馬吉在視頻中說，希望即使在風雨如晦
的時期，大家也不忘記互相伸出援手，
永遠珍惜持久的和平！
當年在南京鼓樓醫院擔任內科醫生並

積極救治南京市民的克里福德·特里默的
孫子克里福德·特里默，也手持白燭，佩
戴着紫金草徽章與公祭胸章，在家中舉
辦了一場燭光祭。

要民族覺醒 必須正視歷史
「我的祖父母近30年來都把南京當成

自己的家，我的父親也在那裏出生和長
大，所以南京和南京人民在我們心中有
着特殊的地位。」克里福德·特里默表
示，「84年前南京人民就具有的堅韌品
格，今天依然用堅韌、善良和同理心，
向我們展示了追求和平、和諧未來的情
懷。」
日本南京大屠殺60周年全國聯絡會共

同代表平山良平指出，中國自鴉片戰爭
之後，遭遇到列強、日本的侵略。而日
本在侵華戰爭、太平洋戰爭中戰敗之
後，1952年方才成為獨立國家，但一直
被美國所支配，尚且沒有能像中國那樣
迎來民族覺醒和獨立解放的日子。他
說，日本的明天給人「路漫漫其修遠
兮」的感覺，而日本想要民族覺醒，必
須正視南京大屠殺的歷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
道）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前夕，
中國抗戰史學者、江蘇省行政管理科學研
究所副所長丁進等人，在南京保衛戰秦淮
河陣地遺址附近新發現兩座抗戰碉堡。丁
進認為，該碉堡形制與早前被認定為文物
的江寧街道烏龜山碉堡基本相同，可提供
南京保衛戰若干細節，建議文物部門盡快
將其列入不可移動文物名錄予以保護。
新發現的兩座碉堡一座位於南京秦淮舊

河東岸雜樹林中，為長寬均為2.5米的方形
構築物。另一座位於秦淮新河魚莊密林
中，嚮西倒伏。兩座碉堡周身布滿彈痕，
各有射擊孔三個。「這兩座碉堡記錄了南
京保衛戰外圍陣地的方山戰鬥。」丁進指

出，中國戰史檔案關於方山戰鬥記載不足
五十字。新發現的碉堡卻提供了方山戰鬥
的若干細節，例如可據彈痕推斷日軍進攻
方嚮與路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賀鵬飛南京報道）今
年是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84周年。多位南京大
屠殺倖存者表示，希望中國年輕一代牢記先輩
的慘痛歷史，同時要求日本政府承認南京大屠
殺並正式道歉。
「80多年過去了，我還是經常做噩夢，夢到

日本人拿着刀、拿着槍來戳我，然後一下子就
驚醒了。」南京大屠殺發生時，方素霞老人才
3周歲，日軍的殘暴給她幼小的心靈留下一輩
子揮之不去的心理陰影。她的右耳也在逃難過
程中失聰，落下終身殘疾，祖母則由於驚嚇過
度，心臟病發作去世，還有一位叔叔逃難時失
蹤。

要求日本政府正式道歉
今年已經87歲的方素霞激動地說，南京大

屠殺慘案震驚中外，但是現在日本右翼勢力還
不承認這段歷史，甚至篡改教科書。「殺了人

還不承認，我們這些沒被殺死的人就是活着的
證人。」她認為，雖然中國現在已經由弱到
強，但是這段歷史不能忘記，特別是年輕一代
要知道現在的和平生活來之不易。
倖存者葛道榮在南京大屠殺中失去了一位叔

叔和兩位舅舅，當時只有10歲的他也被日軍用
刺刀戳傷，腿上至今還有一道很長的傷痕。
葛道榮也對日本官方至今拒不承認南京大屠

殺和道歉氣憤不已。「日本鬼子的罪行鐵證如
山，我家被殺死的3口人就是他們的罪證，名
單牆（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名單牆）就是他們的
罪證。」說到激動處，這位95歲高齡的老人禁
不住提高音量，「我們要求日本政府承認南京
大屠殺並正式道歉，我們就等着你道歉！」
已經97歲高齡的倖存者岑洪桂憶及往事也
是心情難以平靜。日軍攻佔南京後，縱火焚燒

岑洪桂一家居住的茅屋，父母帶着他和二妹、
二弟逃出火海，但是不到2歲的小弟弟還在茅
屋裏面睡覺。岑洪桂想衝回家救出弟弟，但被
日軍攔住。「我聽到弟弟在裏面哭了幾聲就沒
聲音了，活活被燒死了。」老人痛苦地說，
「我的褲腿也被點燃，腿上被燒傷，現在還有
一個大疤。日軍還向抱着二妹的父親開槍，子
彈從兩人中間穿過，將二妹的下巴打傷，鮮血
直流。」

冀年輕一代將國家建設更強大
「日本帝國主義在南京殺死我們30萬人，

我經常跟兒孫們說，這個仇我們要永遠記得，
國恥要永遠記得。」岑洪桂表示，雖然現在生
活得很幸福，但不能忘記過去的苦難。
他希望年輕一代能把國家建設得更強大，讓

中國人永遠不再任人欺負和屠殺，讓世界永遠
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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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12月12日晚，東南大學師生點亮燭光，緬

懷遇難同胞，銘記歷史，祈願和平。 中新社

●2021年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在南京舉行。圖為國家公祭儀式現場國旗下半
旗，悼念30萬死難同胞。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國家公祭儀式上，84名南京青少年代表宣
讀《和平宣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學生代表在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誦讀
「公祭銘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