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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
绍，国际上的公祭日主要有三
种类型：一是国际大屠杀纪念
日。2005 年 11 月 1 日，第 60 届
联大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将每
年的 1 月 27 日定为“国际大屠
杀纪念日”。

二是战胜国、受害国的公

祭日。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
是广义上的纪念日，如美国“珍
珠港事件纪念日”；另一种是纪
念被屠杀者的特定日子，如以
色列“大屠杀纪念日”、波兰“纪
念奥斯维辛解放日”。

三是战败国、加害国的公
祭日。主要包括德国“纳粹受
害者纪念日”和日本广岛、长崎

的原爆纪念日。但这两个国家
公祭日的内涵却大不一样。德
国“纳粹受害者纪念日”，是从
加害者一方，站在反思战争罪
行的立场上，对遭受纳粹屠杀
的平民进行缅怀。而日本则是
从自身受害的角度，控诉原子
弹罪行，意图借此完成从“加害
者”到“受害者”的身份转变。

松冈环、山内小夜子、大东
仁……公祭仪式上的日本人受
到关注，他们虽然来自那场战
争的加害方，但多年来一直致

力于寻找南京大屠杀真相并向
日本社会进行传播。

山内小夜子，从 1987 年第
一次到南京至今，一直致力于

为寻找和传播南京大屠杀与日
本侵华真相而奔走，并在今年
参与了状告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参拜靖国神社违宪。

一上午，失去了7位亲人

在 77 年前的那场人间惨剧
中，8 岁的夏淑琴失去了 7 位亲
人。1937 年 12 月 13 日上午，一
队日本兵闯进她位于新路口5号
的家中，转瞬之间，九口之家就
剩下了8岁的她和4岁的妹妹。

“当时我躲在床上的被子里，
由于恐惧，吓得大哭，被日本兵用
刺刀在背后刺了三刀，当时就昏
了过去，不省人事。也不知过了
多久，我被妹妹的哭声惊醒，看到
周围全是亲人的尸体，我们俩哭
喊着要妈妈……”夏淑琴回忆道，
姐妹俩靠家里仅剩的炒米、锅巴
活了下来，14天后才被收养。

冥冥之中有天意，不幸的夏
淑琴被历史选中。时任国际红
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以及南
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美
国牧师约翰·马吉用一架 16 毫
米的摄影机，记录下了日军疯狂
屠城的情景。片中，马吉牧师也
拍下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
英、夏淑琴等人当年的镜头，使
得她们也都凭借这部纪录片，成
为不容置疑的历史见证人。

曾告倒了日本右翼分子

因“经历了磨难并为历史作
证”，12月9日，85岁的夏淑琴获
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 纪 念 馆 颁 发 的“ 特 别 贡 献
奖”。她是第二个获得这一奖项
的幸存者。

1994年8月，夏淑琴以战后
第一个到日本的南京大屠杀幸存
者的身份，参加日本民间组织的
和平集会，向日本民众痛述了自
己的亲身经历，披露了南京大屠
杀的历史真相。“突然，一名日本
女性一下子跪在我面前谢罪。”夏
淑琴至今印象深刻，“原来有这么
多的日本人不了解当年的历史。”
此行坚定了夏淑琴“为历史作证”
的决心，却也为她“招惹”了麻烦。

1998 年，日本亚细亚大学
教授东中野修道和日本自由史
观会成员松村俊夫，分别出版了
两本书，将夏淑琴描述为“假证
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污蔑，倍
感委屈的夏淑琴日夜哭泣：“我
当时特别怄气，我亲眼看着家人
在面前一个个倒下，他们怎能睁
着眼睛说瞎话？”

为了守护自己的名誉，夏淑
琴将两个右翼分子告上法庭。
然而，面对中国法院的传票，两
名被告并未到中国应诉，南京市
玄武区法院作出了缺席判决，要
求被告道歉及赔偿。

针对夏淑琴在国内 的 诉
讼，东中野修道在东京法院竟
然又提出了反诉讼，但当夏淑
琴站到日本法庭上时，被告突
然 撤 诉 ，夏 淑 琴 随 后 提 出 反
诉。经日本三级法院审理，均
判东中野修道败诉。自此，夏
淑琴状告日本右翼损害名誉权
案以夏淑琴的完胜为结局。
本版综合新华社、央视等

◀当日，近300名青少
年、僧侣和国际友人在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的祭场
内，手托红烛、低头默
哀，为30万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举行守灵暨烛
光祭活动。

平均年龄超80岁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百余人
历史的“活证”夏淑琴 ：77年前，一家7口被杀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那段
惨痛历史的“活证”，也是公祭
仪式上的主角之一。包括与
习近平总书记共同揭幕国家公
祭鼎的夏淑琴在内，共有 10 位
幸存者参加了当日的仪式。

85 岁的夏淑琴，一家 9 口
遭日军杀害 7 口；87 岁的余昌
祥，生父死于大屠杀，养父也被
日军捅成重伤；77岁的阮定东，
爷爷被日军用刺刀捅伤大腿及
腹部，几天后不治身亡；85岁的

周湘萍，父亲与爷爷死于大屠
杀；91岁的王义隆，被日军在头
上砍了一刀侥幸逃生，至今仍
留有疤痕；78岁的傅兆增，曾遭
日军枪击左腿留下伤疤，目睹
姑妈被日军打死；90 岁的岑洪
桂，他的家被日军放火焚烧，未
满2岁的弟弟被活活烧死，本人
也被推入火海烧伤腿部……

或许没有人比 89 岁高龄
的李高山心情更加复杂。他
既是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老

战士，又是幸存者代表。“能参
加国家公祭仪式十分激动，这
是国家铭记历史的举动，今天
我们也要牢记落后就要挨打
的教训。”老人告诉记者，他今
年 2 月份脑中风，但很幸运还
能走路，还能来到公祭仪式
上。“只要我能活着，我就一直
要作证。”

据纪念馆统计，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仅剩100多人，平均年
龄超过80岁。

幸存者是历史“活证”

俄罗斯卫国战争纪念馆馆
长扎巴洛夫斯基应邀前来参加
公祭仪式。

当天，许多重要外宾参加了
公祭仪式，外国纪念馆馆长中，
除扎巴洛夫斯基外，还有韩国独
立纪念馆新任馆长尹柱卿等。

部分曾在南京大屠杀期
间帮助中国人的外籍证人遗
属也被邀请参会。如南京大

屠杀期间鼓楼医院美籍医生
裴瑞德外孙斯巴克，裴瑞德曾
冒着生命危险投入到救死扶
伤的医护工作中，救助了大量
难民；丹麦人辛德贝格外甥女
玛丽安，辛德贝格曾直接或间
接救助一万余名难民，并在返
回欧洲后将日本军队在南京
的暴行公之于众。

此外，所有遭受过日本侵

略的亚洲国家驻华使节，以及
德国、以色列的驻华使节都受
邀参加仪式。

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父
母也来到公祭仪式现场。1997
年，张纯如撰写的英文专著《南
京大屠杀：被遗忘的二战浩劫》
在美国出版，为在英语世界传
播南京大屠杀真相作出了卓越
贡献。

外籍证人遗属等参加仪式

■新闻链接 外国如何公祭

“活了80多岁，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激动过。”85岁的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夏淑琴说，“能与总书记一起揭幕公祭鼎，能亲眼看到国家举行公
祭仪式 ，我 真 的 非 常 激动。”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仪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国家公祭
鼎揭幕。站在总书记身旁的，是85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夏淑
琴和13岁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遗属阮泽宇。在100多位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中，为什么是夏淑琴作为代表揭幕国家公祭鼎？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及幸存者家属参加国
家公祭。

13日举行的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集
会广场气氛庄严肃穆，一万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静静肃立。其中，有几个特殊的群体值得
关注。他们是谁？有何故事？

夏淑琴参加国家公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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