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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12月13日是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国家公祭日。当天上午，党和国家
领导人将出席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国家公祭
仪式。

钟山石城腥风哀，血灌长江赤秦
淮！从80年前的1937年12月13日
开始的6个星期，侵华日军在南京进
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万同胞惨
遭屠戮，六朝古都变成地狱！

历史并没有让施暴者嚣张太久，
中华民族浴火重生，奋进的种子自斯
萌发！中华儿女以超过3500万人伤
亡的巨大代价，将日寇从中国的土地
上尽数驱除，把军国主义的丑恶灵魂
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80载物换星移，人们看到，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
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
的伟大胜利，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

80载时光流转，人们看到，当年
从尸山血海中站起来的中国人，将振
兴中华的坚定信念化作披荆斩棘的
磅礴力量。当年与日寇周旋的山林、
城垣、地道、芦荡……成为激励后人
爱国情怀的课堂；抗日英雄赵一曼、
杨靖宇、张自忠、狼牙山五壮士……
为后世树立起精忠报国的榜样。

80载冬去春来，人们看到，今天
的中国，不仅具备捍卫人民和平生活
的坚强能力，也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

重要力量。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人民正
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阔步前进！

惨遭屠戮的悲怆、饱经离乱的凄
苦，让我们强烈地体会到独立自由的
来之不易、和平安宁当倍加珍惜、国
家强盛须不断巩固。将心比心、推己
及人，为了全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共同
向往，我们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始终做世
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昭昭前事，永矢弗谖；祈愿和平，
直到永远！

据新华社电

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党和国家领导人今出席国家公祭仪式

12月12日，邯郸市邯山区实验小学学生点燃蜡烛，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默哀。 新华社 图

当“南京记忆”
成为世界记忆

20多年前，美国图书编辑苏珊·
罗宾娜第一次听华裔作家张纯如讲
述南京大屠杀时，她为这段惨绝人寰
的历史竟鲜有人提及而震惊和困惑。

1997年，《南京大屠杀：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劫》在美国
出版，中华民族承受的那段苦难记忆
终于再次走进西方公众的视野。

随着更多史料的发掘整理，“南
京记忆”日益丰富充实。2015 年，
《南京大屠杀档案》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南京
大屠杀史实展走进欧洲战争博物
馆。不久前，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
投票通过有关“设立南京大屠杀纪
念日”的动议。日本民间团体举行
研讨会，以亲历者口述历史揭露日
本侵华战争真相。在第四个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
各种形式的“南京祭”在世界多地
举行，数百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将同
步联动公祭。

纪念南京浩劫，是为了保持警
醒，避免悲剧重演。人们不会忘记，
80年前那个让人彻骨寒的金陵冬天，
依然有不灭的人性之光，带来温暖与
希望。南京沦陷期间，德国人约翰·
拉贝与友人共同建立南京国际安全
区，为数十万中国平民提供避难所；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院长明妮·魏
特琳与同事收留庇护逾万名妇女儿
童和难民；美国医生罗伯特·威尔逊
夜以继日救治中国受害者；美国人约
翰·马吉秘密拍摄105分钟画面，成
为南京大屠杀留存至今的唯一动态
影像……他们来自不同国度，身份各
异，出于共同的人道主义精神，不顾
个人生死，竭力护佑难民，向世界勇
敢揭露侵略者的暴行。因为他们的
存在，历史得以更完整还原。

探寻南京真相，是为了守护真理
正义，维护人类尊严。如何看待这段
钉在人类文明耻辱柱上的历史，绝不
是简单学术问题。幸存者的口述、真
实的影像、见证者的记录，都是无可
辩驳的证据。妄图否定南京大屠杀
历史，是对历史的抹杀，更是对受害
者的人格侮辱。历史不会因时代变
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
消失。

守护“南京记忆”，是为了汇聚和
平力量，开创光明未来。从奥斯维辛
集中营到南京大屠杀，这些历史上的
惨痛记忆时刻提醒人们，一旦丧失理
性、陷入疯狂，文明在野蛮面前就会
不堪一击。198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
主、美国作家伊利·威塞尔说，“忘记
大屠杀，就是二次屠杀”。经历苦难、
走向复兴，在全球视野下讲述这段

“南京记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
路，与世界命运与共、携手前行的脚
步更加有力。

历史无法改变，未来可以塑造。
在对暴行的回忆、讲述和记录中，把
不义从遗忘的黑洞中拉出，重新建立
与现实的联系，让更多人汲取教训、
省察自我。这是幸存者的责任，也是
后来者的担当。如今，北美不少公立
学校课程纳入亚洲二战史相关内
容。全球30多个国家选用包含南京
大屠杀内容的历史选修课教材。正
如一名海外华人所说，下一代能从历
史中学到什么，是教育的重要课题。
通过教育，年轻人能够认识自身对世
界和平所肩负的责任。

反思历史，方知从何而来、向何
而去。留存记忆，才能建立认同、迈
向未来。当“南京记忆”成为世界记
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历史才会更
加完整，人类和平发展的道路才能汇
聚起更多携手前行的力量。

据新华社电

今天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
周年，也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在这个沉痛的日子里，
让我们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
死难者，深切缅怀所有惨遭日本侵略
者杀戮的死难同胞，深切缅怀为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
先烈和民族英雄。

4年前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在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
发表讲话，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走
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宣示中国
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
开创未来的坚定立场。4年来，我们
以国家之名祭奠死难者，以尊崇之心
珍视和平，以民族之力矢志复兴。今
天，中华民族的发展前景无比光明，
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决心坚定不移。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
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12月
13日，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制造
了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万
同胞惨遭杀戮。这一骇人听闻的反
人类罪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
一页，是中华民族永远的伤痛。面对
极其野蛮、极其残暴的日本侵略者，
具有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人民
没有屈服，在中国共产党号召和引领
下，全民族各种积极力量同仇敌忾、

共御外敌，最终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伟大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灵魂上
生病。”80年过去，侵略者的枪声淹没
在历史尘埃里，但中华门城墙上的弹
孔依然清晰可见；南京城的不绝哀号
已随风逝去，但“万人坑”的累累白骨
还在。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
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南京
大屠杀惨案铁证如山、不容否认。任
何倒行逆施妄图篡改历史、否认暴行，
为南京大屠杀惨案和侵略战争翻案的
丑恶行径，不仅13亿中国人民不会答
应，也将受到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
正义人民的谴责和唾弃。“国之大事，
在祀与戎。”年复一年的国家公祭向世
人宣示，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反对
篡改历史的立场坚定不移，中国人民
团结一心实现民族复兴的决心坚定不
移，中国人民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
和平的意志坚定不移。

以国之名，我们呼唤中华儿女勠
力同心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
出新贡献。“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
德一戎衣”，从中国人民赢得抗日战
争伟大胜利，开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
向振兴的重大转折，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

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中华崛起之功业，民族复兴
之愿景，因为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
斗而曙光在前。在铭记历史中砥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坚定信念，在
缅怀同胞和先烈中凝聚以爱国主义
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一定能
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在新征程上不
断夺取新胜利。

以国之名，我们呼吁世界各国共
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业，努力
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
界。中华民族经历了同胞惨遭屠戮、
山河喋血的痛苦，更懂得和平“受益而
不觉，失之则难存”，更坚定“坚持和平
发展，共同开创世界和平充满希望的
未来”的决心。从“一带一路”成为各
国共同发展的合作平台，到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不断付诸实践，中国始终
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作为自己
的使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同各国一道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不忘历史，矢志复兴。今天的中
国，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
一去不复返了。全体中华儿女携手
同心凝聚磅礴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正是对
死难同胞和革命先烈的最好告慰。

据新华社电

■人民日报社论 不忘历史 矢志复兴
——写在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