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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江東門地區佇立着一個多邊
形的灰色建築，這裡背負着一

個國家刻骨銘心的慘痛記憶。如今，這裡每天都
有熙熙攘攘的來訪者，在這裡，人們體會的是生
與死、悲與憤的國家傷痛。這裡就是侵華日軍南
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也是當年南京大屠殺
的一處主要地點和遇難者叢葬地。為悼念遇難
者，南京市政府於1985年建成這座紀念館，今
年的12·13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就將在這
裡舉行。

倖存者親指認 遇難者叢葬地
紀念館內最引人注目的，是外形為棺槨狀的遺

骨陳列室，這裡陳列着在1985年建館時從紀念
館所在地江東門「萬人坑」中挖出的部分遇難者
遺骨。1998年4月以後，又從同一「萬人坑」內
新發掘出208具遇難者遺骨，這些都是侵華日軍
南京大屠殺暴行的鐵證。陳列遇難者遺骨的是一
片200多平方米的坡形地，其間交錯重疊的纍纍
白骨，很多是身首分離、嚴重變形的。紀念館館
長朱成山介紹，南京江東門一帶是南京大屠殺的

重要場所，也是遇難者遺骨叢葬地之一，當年選
在這裡建紀念館，即有這方面的考慮。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86歲的王秀英老人曾親自
指認「萬人坑」，她曾在口述史中說到，當年在
江東門親眼目睹了日軍攻城後狂捕濫殺。她清楚
記得，日本兵把上萬名抓來的老百姓和俘虜驅趕
到江東門集上，一聲令下，輕重機槍一起開火，
交叉掃射，人群中頓時一片哀號，淒慘的聲音，
幾里外都能聽到。屠殺過後，江東門屍堆如山，
血流成河。據檔案資料記載，1938年初，慈善機
構僅在江東門一帶就共埋屍28,730具。
朱成山回憶說，讓他始料不及的是，紀念館開

館當天就有日本勞動者交流協會參觀弔慰訪問團
來訪，這是紀念館落成後來訪的第一批日本人。
訪問團成員進館後的第一句話幾乎都是：「我們
是向中國人民賠罪來的！」

紀念館擴容 增「勝利」主題
紀念館經過1995年、2005年兩次擴建，現佔

地約7.4萬平方米、建築面積2.5萬平方米、展陳
面積9,800平方米，包括展覽集會、遺址悼念、
和平公園和館藏交流等4個區域，其中展覽陳列
包括廣場陳列、遺骨陳列和史料陳列三部分。去
年12月31日，遇難同胞紀念館第三次擴容工程
正式啟動，總體定位是在現有的「歷史」與「和
平」兩大主題上，以「勝利」為主題大規模擴
容，將於明年9月建成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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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個國家公祭日即將到來，這幾天，
位於南京小粉橋一號的拉貝紀念館訪客
不絕。77年前，南京的天空曾被鮮血染
紅，如今看到的這個面積不大的寧靜庭
院，在烽火硝煙中庇護了600多個南京
老百姓。時光荏苒，拉貝故居裡閃耀的
人性溫暖始終不曾泯滅。
如今，德國人約翰·拉貝先生的故居
是南京大學拉貝與國際安全區紀念館。
紀念館旨在紀念和宣傳約翰·拉貝在第
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所表現出的人道主義
精神和無私的人類之愛。
1908年，拉貝來到中國工作，先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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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勇敢地留了下來，並與十幾位外國人
士自發成立了「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
會」並擔任主席。小小的3.8平方公里
的安全區，臨時搭建了25個難民所，救
下了大約25萬中國平民。在當時極其危
險的戰爭環境中，拉貝還和一些國際友
人四處奔走呼號，奮不顧身地抗議和傾
其所能地阻止侵華日軍對中國人的瘋狂
施暴。

《拉貝日記》揭歷史真相
1937年至1938年期間，拉貝以日記

的形式記錄了當時侵華日軍的種種罪
行，這也成了南京大屠殺最重要、最詳
實的史料之一。1997年8月，這本日記
的中文版在南京公開出版，這也就是後
來我們所看到的著名的《拉貝日記》。
拉貝紀念館負責人楊善友表示，如果沒
有拉貝客觀中立的記錄，這段歷史可能
還會被歷史塵埃所掩蓋。
1950年，拉貝在柏林去世，直到半個

世紀後的1996年，這位中國的辛德勒才
在歷史的迷霧中向我們走來，他的日記
被公佈於世，拉貝故居也重新回到了人
們的視野。

拉貝紀念館曾護六百難民
利濟巷慰安所舊址位於南京秦淮

區利濟巷2號，是目前是亞洲最大
的、保存最完整的慰安所舊址，目
前有7幢房屋約2,000平方米，這也
是唯一一處被在世慰安婦指認過的
慰安所建築——2003年，朝鮮「慰
安婦」朴永心曾來到南京現場指認
這處慰安所舊址。
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教授經盛鴻

介紹，當年日軍在南京開設了大大
小小40多個慰安所，而在太平南路
利濟巷一帶就有三家，慰安婦數量
超過200人。盛鴻教授指出，利濟
巷2號至18號，原本是民國時期一
位富商建造的高級住宅區「普慶新
村」的一部分，日軍佔據這裡後，
將這裡改造成東雲「慰安所」和故
鄉樓「慰安所」，東雲裡面關着朝
鮮籍慰安婦，主要接待日本士兵；
後面幾幢小樓裡住的則是日本慰安
婦，主要接待日本軍官。
2013年11月，歷盡十年滄桑的利

濟巷「慰安所」遺址再度被人們想起，薛冰、姚遠、經
盛鴻、宋震昊和王宏偉五位南京市民依據《文物認定管
理暫行辦法》，向南京市政府申請將遺址認定為文物保
護單位。2014年6月7日，利濟巷慰安所舊址終於被列
為「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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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年後的燕子磯，當年日軍架起機槍向南京無辜平民
瘋狂掃射的山岩依舊環峙江邊，燕子磯江灘遇難同胞紀
念碑臨江佇立，設在燕子磯公園，置於三角亭內，無聲
地控訴着侵華日軍的暴行。
紀念碑上方的三角亭與傳統的四角亭不同，只有三根
柱子。江蘇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的董為民博士介紹，三
根柱子是為了紀念被殺害的三十萬同胞而設計。

「每見青壯年 用機槍擊斃」
1937年12月，南京城破在即，原本寧靜的燕子磯鄉
間，擠滿了從城裡逃出的軍民。《原罪——侵華日軍在南
京棲霞暴行錄》一書中引述劉守春提到，日軍士兵「每見
中國青壯年者，擄掠至江邊……用機槍擊斃之，日夜機槍
噠噠聲不絕，俱擊斃我同胞也。」劉守春所屬的首都警
察，一部退到燕子磯，被「槍殺約有二千餘」。血戰南京
的國軍第88師，在淪陷後被打散。抗戰老兵郭國強曾參
加南京保衛戰。在回憶燕子磯屠殺時，郭國強說：「1937
年12月，我和二、三百名『中央軍』穿着便衣，逃到燕
子磯三台洞附近，親眼看到日軍在燕子磯江灘進行大屠殺
的情景。當時日軍用機槍掃射了一天一夜，有兩萬多名已
經解除武裝的『中央軍』喪命。我們躲在三台洞裡，後來
被日軍發現，我們佯說是開山的農民，並拿出開山工具，
才免於一死。」日軍離開後，燕子磯一帶四座古廟的幾百
名僧人，發現江灘的屍山血海。所有人一起跪拜，口唸
《彌陀經》、《往生咒》。
1985年8月，南京市政府在燕子磯公園內江邊石磯山
頂建立了紀念碑，以紀念當年在這裡遇難的5萬同胞。

日軍機槍晝夜掃射
燕子磯屍山血海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當年曾是江東門「萬人坑」
所在。 記者許娣聞 攝

■■今年今年66月月，，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成為文物保護單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成為文物保護單
位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拉貝紀念館如今已是紀念南京大屠殺拉貝紀念館如今已是紀念南京大屠殺
死難者的重要場所死難者的重要場所。。 記者許娣聞記者許娣聞 攝攝

■■燕子磯江灘遇難同胞紀念碑的碑文無聲控訴着侵華日燕子磯江灘遇難同胞紀念碑的碑文無聲控訴着侵華日
軍暴行軍暴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當年日軍轟炸南京城時遺留的炮彈當年日軍轟炸南京城時遺留的炮彈。。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參觀者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參觀者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
遇難同胞紀念館內的倖存者照片遇難同胞紀念館內的倖存者照片
前參觀前參觀。。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