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記憶遺產名錄》（簡稱《世界記憶名錄》）又稱世界記
憶工程或世界檔案遺產，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1992年啟
動的一個文獻保護項目。其目的是對世界範圍內正在逐漸
老化、損毀、消失的文獻記錄，通過國際合作與使用最佳技
術手段進行搶救，從而使人類的記憶更加完整。中國已有

《中國傳統音樂錄音檔案》、《清代內閣秘本檔》、《納西族東
巴古籍》、《清代科舉大金榜》、《「樣式雷」建築
圖檔》、《本草綱目》、《黃帝內經》、《元代西藏
官方檔案》、《僑批檔案——海外華僑銀信》
等9個項目入選。 ■記者田雯 整理

世界記憶遺產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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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媒體報道，中
國於2014年申報的另一個項目《「慰
安婦」——日軍性奴隸檔案》此次未
能入選世界記憶名錄。據悉，《「慰安
婦」——日軍性奴隸檔案》主要包括
了1931年至1949年關於「慰安婦」
的檔案，記錄了「慰安婦」的情況和
痛苦遭遇。

韓擬明年偕受害國申遺
據韓媒今年5月6日報道，韓國將
與慰安婦受害國家進行合作，為慰
安婦相關資料申報《世界記憶名
錄》，為此韓國將於5月21日左右成
立「國際推進委員會」。
韓國政府計劃在2016年 3月之

前，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申
請，為慰安婦相關資料申報《世界
記憶名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於2017年7

月進行表決，最終決定慰安婦相關
資料是否被列入《世界記憶名

錄》。
韓國政府希望通過成立推進委員會，強調

慰安婦問題不是局限於一個國家的問題，而
是在多國發生的戰爭時期性犯罪問題。
如果慰安婦相關資料成功被列入該名錄，

國際社會對慰安婦問題的關注度有望進一步
提升。

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南京大屠殺
檔案》被列入《世界記憶名錄》，日
本外務省報道官昨日表態稱「遺
憾」。

擬凍結支付教科文組織經費
據中新社報道，日本外務省報道官川

村就此表態稱，該申請案例存在「日中
之間見解相異之處」，因此在「文件的
完整性和真正性方面存在問題」；而儘
管日本政府就此提出申訴，仍獲列入
《世界記憶名錄》，十分遺憾。他進而
批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作為理應公平公
正的國際機構「存在問題」，稱將要求

其進行「制度改革」。
另據日本新聞網報道，日本外務省
高官表示，將通過外交途徑，向中國
政府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抗議。
報道還稱，為抗議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審定中國政府遞交的「南京大屠
殺」歷史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
錄》，日本政府計劃凍結提供給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的分擔經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南京報道）
《南京大屠殺檔案》成功入選《世界記憶
名錄》，南京社會各界反響熱烈。記者當
天訪問兩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夏淑琴、余
昌祥。

夏淑琴：反對戰爭珍愛和平
1937年 12月 13

日，夏淑琴全家祖
孫9口人中7人慘
遭日軍殺害，時年
8歲的夏淑琴在身
中3刀後，因昏死
過去倖免於難。回

憶起這段慘痛記憶，夏淑琴眼含淚花：
「我們一家9口人在一起好好的，一會功
夫就死了7個，都死在我面前。每回想一
次，我的眼淚水就止不住，眼睛都哭壞
了。」
看到此次申遺成功，夏淑琴很激動，
「我的文化程度不高，也不清楚申遺是怎
麼回事，但是能讓全世界知道南京大屠殺
的歷史，我就覺得很好。」她表示，日本
到現在不承認南京大屠殺歷史讓她非常氣
憤，倖存者就是這段歷史最好的證據，要
讓全世界都知道日本人在南京做的這些殘

酷和沒有人道的事情，南京大屠殺歷史不
容抹去，一定要反對戰爭珍愛和平。

余昌祥：心裡石頭終於落地
走進余昌祥老人

家裡的時候，他正
在收看電視新聞。
年近 90 歲的余昌
祥表示，自己早就
通過紀念館知道了
南京大屠殺檔案要

申遺的事情，當天看到新聞後覺得「開
心」「舒暢」，感到「心裡的一塊石頭終
於落地了」。
余昌祥回憶，1937年他的父親被攻入

南京城的侵華日軍捅殺，11歲的他躲在
門縫裡看到，日軍用刺刀刺進老百姓的喉
嚨裡，「刀一絞，鮮血直冒」，他還看到
一個孕婦被日軍刺破了肚子橫屍街頭，肚
子裡的小孩的頭還隱約可見，「日本人這
麼殘忍，想到那個場景，真是太殘酷
了。」
余昌祥說：「我是那段歷史的見證人，

我把我親眼看到的、親身經歷的都講給大
家聽，不是道聽途說，是真的歷史，要一
代一代地傳下去。」

日官方稱「遺憾」將提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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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檔案南京大屠殺檔案
申遺成功申遺成功

專家：對日本右翼最好回擊 外交部籲日切實糾正錯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雯 綜合報道）總部位

於巴黎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當地時間9日晚在官

方網站上公佈了2015年最新入選《世界記憶遺產

名錄》的項目名單，在共47個入選項目中，中國

申報的南京大屠殺檔案榜上有名。侵華日軍南京

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表示，《南

京大屠殺檔案》入選《世界記憶遺產名

錄》，正是對日本右翼否認南京大

屠殺史實的最好回擊。
■記者田雯 整理

南京大屠殺檔案
由三部分組成
1 1937年至1938年，日本侵略軍佔領南京期間大肆殺戮中國
軍人和平民的檔案

1945年至1947年，對日本戰
犯調查和審判的檔案

1952年至1956年，中華人民
共和國司法機構提供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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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報檔案經得起世界級專家考量

列在此次申遺的11組檔
案第一位的，是國際安全區教會所辦的
金陵女大收容所負責人程瑞芳的日記。
她在1937年12月8日至1938年3月1日
的84個日夜裡，用3萬多字記錄下南京
城這段凄風苦雨的歲月。

鐵證如山不可撼動
白天，62歲的程瑞芳和同伴們撐起一頂

已然千瘡百孔的「保護傘」，為無家可歸
的難民們提供庇護；晚上，昏暗燈光下，
她用和着淚水的墨水寫下一篇篇日記：

「12月11日……今早死去兩個小嬰
孩，一個只有一個多月，是悶死的，一
個有三個多月，早有病的……今日大炮
打得利（厲）害……」

「12月14日……今日來的人更多，
都是從安全區內逃來的，因日兵白日跑

到他們家裡抄錢、強
姦。街上刺死的人不
少，安全區裡都是如
此，外邊更不少，沒有
人敢去，刺死的多半是
青年男子……」

「12 月 17 日……現
在十二點鐘，坐此寫日

記不能睡，因今晚嘗過亡國奴的味
道……今晚拖去 11 個姑娘，不知托
（拖）到何處，我要哭了，這些姑娘將
來如何？」

程瑞芳不僅逐日記錄下大屠殺期間見
聞，日記內容也與此前發現的《拉貝日
記》、《魏特琳日記》和《東史郎日
記》相互印證，構成受害者、加害者以
及第三方證言的完整鏈條，成為不可撼
動的鐵證。

「要記住歷史 不要記住仇恨」
申遺檔案中唯一一組視頻史料，是當

時身在南京的美國牧師約翰．馬吉用16
毫米攝影機拍攝的長達 105 分鐘的視
頻。其中一段，畫面裡一個身中30多
刀的孕婦滿身是傷、奄奄一息。她就是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李秀英。

「大屠殺給母親帶來的傷痛永遠揮之
不去，她畢生深受折磨。」李秀英的女
兒陸琪說。但最讓她難忘的是歷盡劫難
的母親 2004 年臨終前留下的最後的
話——「要記住歷史，不要記住仇
恨」。 ■新華社

殘酷的記憶

本月4日至6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世界記憶工程國際諮詢會第12次

會議在阿聯酋阿布扎比召開。據隨中
國檔案代表團前往阿布扎比的朱成山
介紹，會議期間，14位國際諮詢委員
對新一輪候選世界記憶名錄進行了討
論，後將建議入選名單提交聯合國教科
文組織作最終審議。9日晚間（法國當
地時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官方網
站發佈消息，《南京大屠殺檔案》正式
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

中方促日停對教科文組織糾纏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昨日表

示，中方對教科文組織將《南京大屠
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的決定表
示歡迎，將按照有關規定，確保這些
珍貴文獻得到保護和傳播，充分發揮
這些文獻銘記歷史、珍惜和平、共創
未來、捍衛人類尊嚴的積極作用。
華春瑩說：「南京大屠殺是第二次

世界大戰期間日本軍國主義犯下的嚴
重罪行，是國際社會公認的歷史事
實。中方申報材料完全符合世界記憶
名錄的評審標準，特別是真實性和完
整性的標準，申報程序符合教科文組
織有關規定，應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記

憶。」
對於有報道稱，日本外務省質疑中

方申報材料的完整性和真實性，指責
教科文組織未能保持中立和公平，將
要求教科文組織進行制度改革，不再
被「政治利用」，華春瑩表示，事實
不容否認，歷史不容篡改。日方有關
言行再次表明了其不願正視歷史的錯
誤態度。
華春瑩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本着對
歷史負責的態度，正視和深刻反省侵
略歷史，切實糾正錯誤，立即停止對
中方申報說三道四和對教科文組織正
常工作的干擾和無理糾纏，以實際行
動取信於國際社會。

申報材料形成完整證據鏈
此外，朱成山昨日在南京表示，

《南京大屠殺檔案》已是世界人類記
憶，其入選《世界記憶遺產名錄》正
是對日本右翼否認南京大屠殺史實的
最好回擊。「南京大屠殺，已不僅僅
是南京人、中國人的悲痛記憶，它更
是人類的浩劫、世界的記憶，該歷史
事件對人類具有普遍警示意義」，朱
成山強調。
對於日方的質疑，中國第二歷史檔

案館副館長馬振犢表示，從歷史、檔
案史料的角度分析，如果一個歷史事
件，其參與者、加害者、受害者、第
三方旁觀者等所有方面的記錄都是完
整的，形成了完整證據鏈，史實就應
是可以確認的。這次成功入選也表
明，南京大屠殺是歷史事實，是不可
否認的。

南京人對申遺成功感欣慰
《南京大屠殺檔案》成功申遺的消
息傳來，南京各界倍感欣慰振奮。昨
天，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內依然人流如
織，不少遊客已通過新聞了解到申遺
成功一事。正在帶團參觀的外語導遊
楊綠穎說，申遺成功是世界文化史上
對南京大屠殺歷史的一個認可，一直
以來都有質疑的聲音，但是我們有史
料、有圖片、 有各種證詞來作證，這
是不容否認的。
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攻佔南

京，在此後的一個多月時間裡，血腥
屠殺30多萬手無寸鐵的平民與放下武
器的士兵，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
屠殺。在國際史學界，南京大屠殺與
奧斯維辛集中營、廣島長崎核爆並稱
為二戰史上三大慘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田
雯 南京報道）昨日上午，
剛從阿布扎比趕回南京的侵
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
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協同中
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南京市
檔案局等專家，在紀念館聯
合召開新聞發佈會，共同追
憶了8年申遺之路。

申遺之路長達8年
據朱成山介紹，最初建議《南京

大屠殺檔案》申報世界記憶遺產，
是時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委員
會主席卡門．帕迪拉女士，於2008
年提出的。2009年1月，朱成山與
9位南京市人大代表，在南京市第
十四屆人民代表大會上提出申遺議
案，被列入當年南京市人大十大重
點提案；同年4月，《南京大屠殺
檔案（五組）》以中國第二歷史檔
案館、南京市檔案館、侵華日軍大
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等三館名義聯
合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2010
年2月，成功入選《中國檔案文獻
遺產名錄》。
2012年7月，南京市成立了申遺
領導小組，邁開了申遺的第一步。
2014年3月，由國家檔案局牽頭，

在「三館」外，又增加了中央檔案
館、遼寧省檔案館、吉林省檔案
館、上海市檔案館，申報檔案由5
組增加到11組，以中國記憶遺產委
員會的名義，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提出申報。

非原件史料一律不報
據朱成山介紹，11組列入《世界
記憶名錄》的檔案均為最典型的南
京大屠殺檔案，這批檔案歷史線索
清晰、記錄真實可信，檔案資料互
補互證，構成了完整的證據鏈。
朱成山強調，我們所申報的檔案

經得起世界級專家眼光的考量，特
別是經得起日本右翼勢力的挑剔，
經得起他們雞蛋中挑骨頭。凡是不
是原件的史料，一律不報，以免由
於資料選擇的稍不慎重，給申遺工
作留下麻煩，帶來後患。

■■朱成山朱成山（（中中））等專家共同追憶八年申遺等專家共同追憶八年申遺
路路。。 記者田雯記者田雯攝攝

■■觀眾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觀眾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
難同胞紀念館參觀難同胞紀念館參觀。。 新華社新華社

夏淑琴夏淑琴

余昌祥余昌祥

■《戰犯谷
壽夫判決書
正本》複製
件等文物。

新華社

■■當年美國牧師約翰．馬吉拍攝南京
大屠殺實景所用的電影攝影機、膠片
盒及相關文物。 新華社

■■《《南京大屠殺檔案南京大屠殺檔案》》入選入選《《世界記世界記
憶遺產名錄憶遺產名錄》。》。圖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圖為侵華日軍南京大
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記者田雯記者田雯攝攝

■身處國際安全區的金陵女子文理學院舍監程瑞芳日記
■美國牧師約翰．馬吉16毫米攝影機及其膠片母片
■南京市民羅瑾冒死保存下來16張侵華日軍自拍的屠殺平民及

調戲、強姦婦女的照片
■中國人吳旋向南京臨時參議會呈送的日軍暴行照片
■南京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谷壽夫判決書的正本
■美國人貝德士在南京軍事法庭上的證詞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陸李秀英證詞
■南京市臨時參議會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調查表
■南京軍事法庭調查罪證
■南京大屠殺案市民呈文
■外國人日記：「佔領南京——目擊人記述」

■記者田雯 整理

11組典型檔案列入《世界記憶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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