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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2014年12月13日，中國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
者國家公祭日。
77年前的今天，淒厲的防空警報聲中，中華民族留下

無法磨滅的慘痛記憶，人類歷史留下了黑暗一頁。
77年後的今天，國家公祭，我們以國之名悼念南京大

屠殺30萬遇難同胞，以史為鑒面向來來。
77年，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慘痛記憶，是一條綿延於中

華民族內心的悲傷長河。
從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到銘刻黑暗歷史的南京屠城遺
跡，到盡自己所能保留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的社會各界
人士，再到國家公祭讀本的精心編撰、國家公祭的接力
建言，關於南京大屠殺的歷史記憶從未間斷，一個國
家、一個民族的歷史記憶，正在於此。
一個遺忘過去的民族，不會有未來。記住過去的傷

痛，是為了珍惜現在的和平。對海內外炎黃子孫而言，
77年前的南京大屠殺，是我們共同的傷
痛，也是必須共同守護的歷史記憶。
警報響起，這一刻，我們都是南京大屠

殺歷史記憶的守護者。

「當年的提案複印件我一直保留
着」，已經退休的趙龍從文

件櫃中一大堆文件裡準確地翻出了9
年前他提交的「國家公祭提案」，封
面左上角標注着一個歷史性的時
間——「2005年」，案由一欄則用鋼
筆工整地寫着「關於將每年的12月13
日定為國家公祭日的建議」。

首建言政協 委員搶聯名
翻開提案是兩張聯合提案人的簽名

頁，上面密密麻麻地簽署了49位聯合
提案人的名字，「本來就拿了一張紙
給人家簽名，誰知道很快就簽滿了，
大家一聽說是建議設立國家公祭日，
都搶着簽，我只好又加了一頁紙。」
趙龍說，簽名頁後面就是提案正文，
不長，只有薄薄兩頁紙，短短六七百
字。「收集了簽名後，我在賓館裡一
個多小時就把提案寫好了，所有的內
容早就在我腦子裡裝着了」。

兒子愛國情 觸動父心靈
說起9年前的那份提案，趙龍感覺

「好像就像昨天寫的一樣，記得清楚
得很」。2004年，趙龍第二次去侵華
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不
過與前一次他自己去不同，這一次，
他帶上了從國外回來過暑假的兒子，
「那個時候我就想，該讓孩子也看看
這段歷史，讓他們記住南京大屠
殺」。
父子倆在館裡面一呆就是兩三個小

時，原本還擔心兒子走馬觀花，沒想到
兒子帶了一台攝錄機，在館裡拍了一個

多小時的錄像。「兒子一邊拍一邊跟我
說，我們這個民族經歷了這麼多苦難，
很多老外並不知道這段歷史，一定要
把這段錄像拿到學校給同學們看」，
趙龍說，他當時就產生了一個念
頭——紀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規格
需要提高，要讓世界上更多的人知道
南京大屠殺真相，讓一代代人都不至
於遺忘這段人類歷史上的黑暗一頁，
「可以說，是兒子觸動了我」。

展提案調研 遍訪倖存者
出館時，趙龍碰上了紀念館館長朱

成山，簡短交流之後，兩人想到了一
起——在全國「兩會」上提出設立南
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提案。
離開紀念館後，趙龍就着手展開相關
調研，遍訪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和遇難
者親屬，並多次拜訪研究南京大屠殺
歷史的專家，收集了翔實的資料。
「這個事總要有人來做。南京大屠

殺是二戰史上三大慘案之一，奧斯維
辛死難者有國家公祭、廣島長崎原子
彈爆炸死難者有國家公祭，南京大屠
殺死難者當然也應該有國家層面的公
祭」，9年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
家公祭成真，「我聽到這個消息，馬
上就給兒子打了個電話，沒想到，兒
子比我還先知道」，趙龍說：「9年
來，我一直在等着這個消息，現在心
裡一塊石頭終於落地了。以後每年的
12月13日，我們國家都會以國家公祭
的形式紀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更多
的人會通過國家公祭的形式記住那段
歷史，這是最重要的。」

全系列完全系列完

今天是首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9年前，2005年全

國「兩會」期間，時任全國政協常委、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的趙龍向全國政協遞交把每年的12月13日定為國家公祭日的提

案，並由國家領導人參與，成為首份在國家議事平台上提出的國

家公祭日建言；2012年全國「兩會」，全國人大代表、南京藝

術學院院長鄒建平接力，建議每年12月13日在南京舉行國家層

面的公祭活動；2014年2月2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

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決定草

案。正是以他們為代表的各界人士的接力提案，國家公祭日才最

終實現，通過提高紀念規格，讓一代一代人銘記歷史，並以史為

鑒，珍愛和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勇 南京報道

�1
/(

這一刻
我們都是歷史記憶守護者

案由： 關於將每年的12月13日
定為國家公祭日的建議

提案人： 趙龍

提案時間： 2005年3月全國「兩會」

首份國家公祭提案

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在南京製造了長達6周、慘
絕人寰的大屠殺，戮我同胞，姦我婦女，滔天罪行罄竹難
書。後經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查證：我同胞被屠殺超過30萬
人，婦女遭姦殺兩萬餘起，南京城內各類建築被毀達三分之
一，公私財物被劫不計其數。日軍之暴行實為人類文明史所
罕見，給中國人民留下了刻骨銘心的傷痛。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為沉痛悼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
每年的12月13日南京市都舉行各界人士和群眾參加的祭悼
活動。這對教育廣大人民群眾尤其是青少年勿忘國恥、弘揚
愛國主義精神無疑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這種祭悼活動為江
蘇省、南京市組織的地方性群眾活動，其規格、規模和影響
畢竟有限，這與南京大屠殺這個震驚世界的重大歷史事件所
包蘊的意義完全不相適應。

南京大屠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發生的人類三大慘案之
一，並成為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指控日本侵略軍在華暴行罪證
的典型判例，其真實性、代表性為國家社會公認。

胡錦濤總書記去年5月在視察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紀念館
時指出：「這裡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地方。任何時候都
要對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不論什麼時候都不能忘記這
段慘痛的歷史」。

今年是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勝利60周年，為了更好
地表明中國政府和人民反對戰爭、維護和平、捍衛人類尊嚴
的正義立場，更好地警示和聚焦於國人，建議將每年的12月
13日定為國家公祭日。每年的此日，在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
遺址舉行有國家領導人出席、社會各界人士及國際友人（包
括外國政要）參加的公祭活動，並以法律或制度形式固定下
來。使世界永不忘記，讓國人永世銘記。

■■全國各地近日開展國家公祭日主題紀全國各地近日開展國家公祭日主題紀
念活動念活動。。圖為合肥工業大學學生昨晚為圖為合肥工業大學學生昨晚為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默哀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默哀。。 新華社新華社

■學生自製「南京大屠殺紀念碑」，表達對死難同胞的
哀思。 中新社

■■相關人員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作準備相關人員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作準備。。中新社中新社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
日主題展在滬揭幕日主題展在滬揭幕。。 新華社新華社

■■鄒建平表示，他只是
剛好拿着接力棒跑到了
終點。 記者趙勇攝

日市長歪論惹公憤
推進立法水到渠成

說起建言國家公祭說起建言國家公祭
日日，，鄒建平習慣於將鄒建平習慣於將
自己稱呼為自己稱呼為「「一個接一個接
棒者棒者」。」。
「「前面已經有不少前面已經有不少
人通過各種渠道提出人通過各種渠道提出
了設立國家公祭日的了設立國家公祭日的
建議建議，，我只是恰好跑我只是恰好跑
最後一棒最後一棒，，跑到了終跑到了終
點點。」。」鄒建平認為鄒建平認為，，
設立國家公祭日背後設立國家公祭日背後

有太多人在不斷地推動有太多人在不斷地推動，「，「這是一個水到渠成的這是一個水到渠成的
結果結果」。」。
20122012年全國年全國「「兩會兩會」，」，全國人大代表的鄒建平全國人大代表的鄒建平

提交了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建提交了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建
議議，，此時此時，，距趙龍距趙龍20052005年的年的「「國家公祭日提案國家公祭日提案」」
已經過去了整整已經過去了整整77年年。。

河村歪曲歷史河村歪曲歷史 否認大屠殺否認大屠殺
20122012年年22月月2020日日，，在南京市代表團訪日時在南京市代表團訪日時，，日日
本名古屋市市長河村隆之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事本名古屋市市長河村隆之公然否認南京大屠殺事

件件，，此事在海內外引發輿論一片嘩然此事在海內外引發輿論一片嘩然，，也造成了也造成了
南京與友好城市日本名古屋市暫停官方交往的嚴南京與友好城市日本名古屋市暫停官方交往的嚴
重後果重後果。「。「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這件事對我觸動很大，，我當時就想我當時就想，，
日本右翼竟然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日本右翼竟然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看來國家公看來國家公
祭日這事還得再推一推祭日這事還得再推一推，，決不能讓日本右翼這樣決不能讓日本右翼這樣
肆意歪曲歷史肆意歪曲歷史，，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鄒建平鄒建平
說說。。

趕在趕在「「兩會兩會」」遞交遞交 加班寫建議加班寫建議
此時此時，，20122012年全國年全國「「兩會兩會」」召開在即召開在即，，打定主打定主
意要在意要在「「兩會兩會」」上再提國家公祭日建言的鄒建平上再提國家公祭日建言的鄒建平
決定決定「「加班加班」，」，正當他熬夜收集資料的時候正當他熬夜收集資料的時候，，朱朱
成山找到了他成山找到了他，，在他的幫助下在他的幫助下，，搜集資料變得輕搜集資料變得輕
鬆了許多鬆了許多。。全國全國「「兩會兩會」」開幕前幾天開幕前幾天，，鄒建平終鄒建平終
於寫好了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建於寫好了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的建
議議。。
今年今年22月舉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月舉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

鄒建平受邀參會鄒建平受邀參會。。當得知自己的建議被採納當得知自己的建議被採納，，將將
以立法的形式確定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以立法的形式確定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時時，，鄒建平坦言當時很欣慰也很驚喜鄒建平坦言當時很欣慰也很驚喜，，但並不意但並不意
外外，「，「我知道這一天早晚會來的我知道這一天早晚會來的」。」。

■■說起說起99年前的國家公祭提年前的國家公祭提
案案，，趙龍至今記憶猶新趙龍至今記憶猶新。。

記者趙勇記者趙勇攝攝

■■觀眾敬獻鮮花觀眾敬獻鮮花，，悼悼
念遇難同胞念遇難同胞。。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