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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不能忘的“国家记忆”
——写在第五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

■中国国防报记者 潘 娣 通讯员 卢遵候

二战以后，主要参战国政府大多

设立国家级哀悼日。用国家公祭的形

式来祭奠死难的国民，增强战争灾难

历史的记忆，成为国际惯例。

联合国

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2005年 11月 1日，第 60届联合

国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将每年的 1月

27日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这

一天在波兰、英国、意大利、匈牙利等

许多国家都通过立法确立为国家级

哀悼日。

这是为纪念1945年1月27日，苏

联军队解放了最大的纳粹死亡集中营

波兰奥斯维辛而设立（二战期间，在这

里110万人遭纳粹屠杀），也以此反对

任何否定纳粹大屠杀历史事实的做

法，并要求所有国家教育并帮助下一

代了解有关种族屠杀的罪行。

俄罗斯

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

俄罗斯早在苏联时期就将 5月 9

日定为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

这一天是俄罗斯的法定假日，莫斯科

要举行盛大集会和阅兵式。国家领

导人前往红场的无名烈士墓前敬献

花圈，进行哀悼。

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是为了庆祝

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提醒国

民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反对侵略。

美国

珍珠港事件纪念日

1941年12月7日，美国珍珠港海

军基地遭日本袭击，约2300多名美军

官兵丧生。第二天，时任美国总统罗

斯福发表讲话，称 12月 7日为“国耻

日”，并对日宣战。

2011年，珍珠港事件 70周年当

天，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 12月

7日为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日，每年

这一天会举行悼念仪式，旨在纪念

珍珠港事件中的逝者和所有在二战

中牺牲的美军将士，以表达后人的

敬意。

以色列

大屠杀纪念日

1959年，以色列通过立法，根据隔

离区反纳粹起义日期，将犹太历尼桑

月的27日（4月末或5月初）定为大屠

杀纪念日。这一天，以色列全国降半

旗，全民默哀，向大屠杀中的死难者哀

悼。在此期间，各地娱乐场所关门停

业，电视娱乐节目停止播出。

纪念日为悼念600万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期间惨遭纳粹屠杀的犹太人，

纪念勇敢抵抗纳粹屠杀的犹太英雄。

新加坡

全面防卫日

1967年，新加坡将每年的2月15

日设立为“全面防卫日”，并竖立起“日

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进行公

祭活动。新加坡政府、警察部队、宗教

团体、中华总商会、死难者家属代表等

参加悼念仪式。

1942年2月15日，日军攻陷狮城后，

展开针对华人的大屠杀。新加坡“全面防

卫日”的设立是为了纪念日占期间死难的

同胞，并提醒新加坡年轻一代牢记日本统

治时期的悲惨日子，让他们了解自由与和

平的可贵及全面防卫的重要性。

蜜2017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国际上有哪些公祭日

又是一年公祭时。12月13日，我们

将迎来第五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日。自2014年起，中国每年都会以

国家之名，在南京举行庄严的公祭仪

式，以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

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

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献出生

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

纵然时间有平复一切创伤的伟力，

可那种刻骨铭心的巨创，却在每一个这

样的日子里呼啸而来，隐隐作痛。南京

大屠杀这一反人类的恶行，带给中国人

的是无尽的屈辱和深深的创痛。不忍

直视的痛史，每次触摸，都是一次折

磨。每次抚摸，结痂的创口都会流血，

每次回望，再冷静的思绪都会悲情难

抑。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看到多

远的未来。”国家公祭，是一种庄严的仪

式，既是对历史的回望，也是对现实的

审视，更是对美好未来的展望。这样庄

严的仪式，既是为了提醒我们，不忘曾

经的屈辱，更是为了凝聚共识，为民族

腾飞的关键一跃积蓄力量！

习主席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中国人民对战

争带来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对

和平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纵观世界

历史，依靠武力对外侵略扩张最终都是

要失败的。这是历史规律。”中国人民

曾经饱受战争的创伤，并从中深刻体会

到和平的艰难与珍贵。历史告诉我们，

泪水浇不开和平之花；现实也告诉我

们，和平只能靠捍卫，而不是祈求。历

史的苦难没有让中国人民颓废倒下，反

而让中国人民更加奋发图强；历史给我

们带来了沉重的过去，也激发了我们创

造辉煌的潜能。

有这样一个细节。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二期建筑色

调都是灰色、黑色，突出的是战争、悲

伤、哀悼，而三期的胜利广场是绿色

的、胜利之墙是红色的，色彩丰富了许

多，这些元素突出了“胜利”“浴火重

生”的主题。围绕着胜利广场一圈的

是铁红色的“胜利之墙”，上面镌刻着

为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英烈之名。而

在“胜利之墙”最前面的火炬台，上面

设置火炬。这种设计，赋予纪念一种

昂扬的基调。

以国家之名，对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的公祭，就是点燃一支火炬。这支火

炬，让我们能够铭记历史，从历史的苦

难中汲取教训和力量。忘战必危，绝不

能让屈辱的历史重演。

这支火炬，让我们能够清醒审视当

下。在标注民族记忆的同时，凝聚共

识，蕴育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能战方

能止战，只有强大自己，才能拥抱和

平。这支火炬，让我们能够乐观展望未

来。历史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

来对过去的反映。这支火炬，就是烛照

中国人砥砺前行的灯塔。

今天的中国，迎来了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时代的

中国已经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支

柱。今天，我们铭记历史，是为了走出

那段悲情历史，更是为了创造属于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个具有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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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正满怀豪情地

走进新时代，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以国家之名，

举行国家公祭，来唤醒民族的共同记

忆，来凝聚民族复兴伟力，共同创造属

于全体中国人民的辉煌历史！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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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入南京，对

我同胞实施长达40多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万

生灵惨遭杀戮，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最黑暗的一

页。81年过去，中华门城墙上战争留下的弹孔依

旧清晰可见，“万人坑”的累累白骨诉说着当年那

段沉痛的历史。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

立的第5年。5年来，国家公祭日以一段悲壮历

史的复原与定格，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及所

有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被杀戮的死难

同胞，缅怀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付出生命

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5年来，国家公祭日以

国家名义强化“国家记忆”，极大地激发了爱国

热情，凝聚了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5年来，国家

公祭仪式的举行在国际上也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

列入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12 月 9日下午，南京淅淅沥沥下起
了小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工作人员正在为第五个国家
公祭仪式做着准备工作。

张建军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馆长，筹备公祭的 5年，让他
百感交集，倍感振奋，“公祭上升到国家
层面之后，在情感的表达与延续，提升民
族凝聚力方面发挥了无可比拟的作用”。
“公祭仪式上，警报声响起，瞬间将

我们带回那个民族危难的年代。作为一
名新时代的军人，这是刺入灵魂的声音
与拷问：面对外寇来犯，我能做些什么？
回想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自己更清醒
地意识到身上担负的使命和责任。我们
决不会让历史悲剧重演。”参加了 3次国
家公祭仪式的南京警备区政委张宁谈到
国家公祭给他的深刻印象时说。

和张宁一样，南京一中高二 5班的
学生陆尧至今清晰地记得去年在国家公
祭仪式上和其他 79名南京青少年代表
一起朗诵《和平宣言》的场景，他们从那
段沉痛历史讲到了民族复兴，心情也随
着宣言内容从沉重到激昂，“历史值得被
铭记。我们在准备朗诵过程中听了《和
平宣言》作者创作的心路历程，又在公祭
现场体会到了不忘屈辱、守护和平的信
念与力量。”陆尧告诉记者，今年她又报

名参加了国家公祭仪式上的现场朗诵，
她想让更多的人铭记这段历史。

每逢公祭日，凌厉的防空警报都会响
彻南京上空，行人停步默哀一分钟，汽车
驻车按响喇叭，长江航道上轮船长鸣汽
笛……整个城市沉浸在悲痛之中。这一
声长长的警报，击中了人们心中最柔软的
部分，沉痛的记忆在这一刻被唤醒。81年
过去，时间改变了很多，但烙刻在人们心
间的民族之痛永远也不会改变。

这些年，南京市栖霞区小贝壳幼儿园
每年12月13日前都会组织大班小朋友去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
观。不只是幼儿园，在南京，对英雄烈士
的祭奠、爱国主义教育等活动已经从国家
公祭日当天演变为全年的常态活动。

在南京学生的课程中，《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读本》是必修课；燕子矶
公园等 17个丛葬地全年持续接待众多
中外参观者献花祭奠；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每天 8点半开馆进
入的前 12名观众撞响和平大钟；南京一
中等学校周末或节假日时间会组织志愿
者队伍去雨花台烈士陵园、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进行悼念祭
扫等活动；江苏省联合南京市军地各部
门每年在烈士纪念日当天都会组织新婚
夫妇到烈士陵园献花……

从一天到全年——

铭记历史，决不让悲剧重演
11 月 23 日，江苏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第六次会议全票通过《南京市国家
公祭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
例将“默哀一分钟”明确写入法规，多项
行为被禁止，还特设了“宣传教育”专
章，该条例于12月 13日起正式实施。
“这份关于国家公祭日的条例是民

意的表达。”南京市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
委员姚正陆表示，他们在条例制定前实
地开展问卷调查，形成的《南京市公民
“国家公祭”意识调查报告》显示，绝大多
数的被调查者认为有必要出台保障公祭
活动与场所的地方性法规。“条例出台
后，相信社会参与度会更高，更能形成浓
烈的公祭氛围，也能更好涵养民众爱国
主义情怀。”姚正陆坚定地说。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留言簿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
者在此留下参观感悟。浙江嘉兴嘉善高
级中学高二学生唐雨楠随学校研学活

动来到纪念馆，参观后她一字一顿写下
自己的感悟。唐雨楠告诉记者，近距离
接触历史实物后更加深刻地了解到设
立国家公祭日的意义，“每一名中华儿
女都应记住这段历史，守卫现在的和平
环境”。
“在国家公祭日设立后，公祭本身

的仪式感增强，中央级媒体和地方媒体
从更多侧面、不同角度的媒体报道产生
了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力。”纪念馆馆
长张建军告诉记者。
“南京大屠杀史在国内和国际的传

播需要人才，特别是有冲劲的青年学
者。”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院
长张宪文表示，国家公祭日设立后，越来
越多的青年学者关注这段历史，今年研
究院 36个大屠杀史研究相关课题申请
者中年轻人就占多数。

南京之痛，华夏之殇。2017 年，中
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沈阳“九

一八”历史博物馆、上海淞沪抗战纪念
馆等全国 20 多家抗战类纪念馆，也同
步举行公祭活动，共同悼念南京大屠
杀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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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难
同胞。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安保总务处和公众服务处副处长王敏
表示，国家公祭日设立以来，纪念馆的接
待量也逐年猛增，截至 2017年底，纪念
馆已接待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逾
7370万观众，公众对于这段历史的关注
度越来越高，在国家公祭网在线祭奠遇
难同胞的网友达到1913万余名。

国家公祭，祀我国殇。每年的国家
公祭日，国人都会以肃穆仪式追忆逝
者，缅怀英灵，公祭活动也触发社会各
界以多种形式叙述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与反思。影视作品《南京、南京》《二十
二》、漫画作品“那年乱世如麻，愿你们
来世拥有锦绣年华 1937-2017”、解放
军军乐团交响乐《永不忘却》、歌剧《拉
贝日记》、12幅组画《铭记·1937·南京大
屠杀》……一幕幕剧、一张张图、一场场
活动中，国人汲取了一份沉甸甸的家国
情怀，也让我们这个民族不断凝聚着伟
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从一城到全国——

国家公祭，凝聚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活动不
仅牵动着国民的心，也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纪念日

活动。”这几年，英国路透社、英国广播公
司(BBC)、美国福克斯电视台(FOX)等世
界主流媒体都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日的活动进行了报道。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的史料陈列厅出口处，有一堵印有
参观者留言铭牌的城墙。“不将事实情况
告诉下一代，那就不会真正吸取教训，历
史的悲剧就有可能重演。——日本上条
君”“向经历了南京大屠杀的人们致以深
深的、永恒的敬意，他们不会被遗忘。世
界将永远铭记南京大屠杀。——美国前
商务部长古铁雷斯”，众多外国参观者了
解这段历史后纷纷留下真挚的话语。据
馆内工作人员介绍，来馆参观的外国友
人仅去年一年就达到26万余人。

外国友人参观人数的不断增长，反
映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在

国际上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2015年 6
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公立高校将二战
日军士兵东史郎揭露日本南京大屠杀
暴行证词的视频作为授课教材；2015
年 10 月，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列入教
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以人类的
共同记忆凝聚着正义的力量；2015 年
12 月，法国画家帕赫将自己创作的南
京大屠杀油画《暴行》捐赠给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我想通
过这幅画作告诉世界，一定要铭记历
史，珍爱和平。”2017 年 9月，克里斯托
弗·拉贝——曾参与建立南京国际安全
区的约翰·拉贝的曾外孙，不远万里来
到南京，将约翰·拉贝在南京大屠杀期
间曾使用过的 24 枚官印、钢印等一批
珍贵实物捐赠给纪念馆；也是在这一
年，加拿大安大略省通过了有关“设立
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动议；6月 7日，
《共同见证：1937南京记忆》史实展在捷
克首都布拉格斯摩霍夫国家大厦开展，

此类展览近年来已在法国、白俄罗斯等
世界几十个国家举办。
“去年国家公祭期间，美国、加拿大、

阿根廷、俄罗斯等400多个侨团在五大洲
10多个国家、地区共同举办海外悼念活
动，得到活动举办地人民和众多媒体的
广泛关注。”张建军表示。

2017年 9月，国际和平城市协会宣
布南京成为第 169座“国际和平城市”。
国际和平城市协会项目执行会长弗雷
德·寇兹先生表示，南京加入‘国际和平
城市协会’后，方便全世界所有国际和平
城市的人们，更多地了解中华民族热爱
和平、追求和平的悠久传统，也会更深地
了解中国在构建世界和平城市目标中做
出的努力。

曾在2012年全国两会上提交“建议在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祭日举行国家公祭”
内容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邹建平表示：“纪
念战争是为了远离战争，追忆灾难是为了
远离灾难。国家公祭日的设立让世界上越
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人民铭记历史、捍
卫和平、矢志复兴的决心和信心。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一带一路’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付诸实践，中国
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
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将同世界各国一
道共创人类的美好未来。”

从中国到国际——

以史为鉴，唤起世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

写在前面

2016年12月13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北极阁附近遇难同胞纪念碑

前，参加悼念活动的小学生在朗诵诗文，纪念第三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日。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