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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吳
靖）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
區昨日上午分別舉行紀念儀式，悼念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日本侵華戰爭期
間的死難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
香港海防博物館舉行官方儀式，全國
政協副主席董建華、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梁振英、中央政府駐港聯絡辦副主
任楊健等出席儀式，並先後致獻花
圈、獻花，及鞠躬致禮。

董建華楊健等出席
上午9時，紀念儀式在香港海防

博物館舉行。樂隊奏響《義勇軍進
行曲》，參加儀式者同唱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歌。藍色背景板上，寫着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13個白色大字，素色鮮花編織而成
的大型花圈擺放在舞台正中央。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梁振英、中央政府駐港聯絡
辦副主任楊健、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
署副特派員佟曉玲、解放軍駐港部隊
司令員譚本宏以及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和政協委員、特區政府高級官員、司
法界代表、立法會議員、行政會議成
員、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成員、
退伍軍人團體和學生代表等一起默哀
追思死難者，並先後致獻花圈、獻
花，鞠躬致禮。
現場司儀在致祭詞時說，今年是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希
望藉此機會表明，中國人民堅決維
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以及世界和
平的堅定立場。
舉行上述儀式的香港海防博物

館，前身是舊鯉魚門炮台，也是
1941年抗擊日本軍隊進犯的重要戰
場。
另外，昨日多個團體到日本駐港

總領事館，抗議日本否認侵華史
實，並向死難者默哀，要求日本必
須就南京大屠殺道歉及賠償。

澳門舉行公祭儀式
澳門特區政府昨日在路環保安部

隊高等學校操場舉行南京大屠殺死
難者公祭儀式。澳門特區行政長官
崔世安、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

澳門中聯辦主任李剛、外交部駐澳
特派員公署副特派員潘雲東、解放
軍駐澳部隊政治部主任張劍，以及
澳門社會各界代表約350人出席公
祭儀式。儀式首先由儀仗隊向大屠
殺死難者敬獻花圈，隨後崔世安、
何厚鏵、李剛、潘雲東、張劍先後
上前整理花圈緞帶，並帶領全場來
賓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默哀。

南京大屠殺78周年
國家公祭悼亡魂

重申堅決反對美化侵略言行重申堅決反對美化侵略言行 防歷史悲劇重演防歷史悲劇重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勇、田雯 南京報道）昨日上午10

時，刺耳的警報聲再一次響徹江蘇南京的上空。在這個78年前

遭受了日軍大肆屠戮的城市，中國第二次以國家之名公祭30萬

遇難同胞。中共中央、國務院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

紀念館舉行2015年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李建國出席並講話，強

調堅決反對任何美化侵略戰爭言行，防止歷史悲劇重演。

1937年12月13日，侵華日軍侵入南京，公然違反國際公約，血腥屠殺30多萬放
下武器的士兵和手無寸鐵的百姓，製造了慘絕人寰
的南京大屠殺慘案。為悼念遇難者，警示後來人，
去年中國以立法形式將12月13日設立為南京大屠
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同年12月13日，首個國家
公祭日在南京舉行。

李建國：昭昭前事惕惕後人
昨日的公祭儀式上，李建國在講話中指出，無
論時間過去多麼久遠，歷史都會記住這一天。南
京大屠殺慘案這一具有世界意義和重大影響的歷
史教科書，將向所有世人和來者表明「昭昭前
事，惕惕後人」，「永矢弗諼，祈願和平」。李

建國強調，中國公祭遇難同胞，不是為了延續仇
恨，而是為了喚起善良的人們對和平的嚮往和堅
守。中國堅決反對任何美化侵略戰爭、試圖開歷
史倒車的言行，防止歷史悲劇重演。中日兩國應
該在《中日聯合聲明》等四個政治文件確定的原
則基礎上，本着以史為鑒、面向未來的精神，不
斷推進睦鄰友好合作，共同為世界和平和人類進
步事業作出貢獻。

萬人參加公祭全城鳴笛默哀
昨日上午10時，公祭儀式開始。全場近萬名抗
日戰爭老戰士老同志代表，中央黨政軍群有關部門
負責同志，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及無黨派
人士代表，港澳台同胞代表，國際友人或其遺屬代

表，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及遇難同胞親屬代表，江蘇
省各界群眾代表等高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隨後
全場默哀、拉響警報。同一時間，淒厲的警報響徹
南京上空，全城停駛鳴笛致哀、行人駐足就地默
哀，火車、輪船汽笛齊鳴。
默哀持續一分鐘。16名禮兵抬起8個巨大的花

圈，緩步走上公祭台，將花圈安放在「災難牆」
前。78名南京市青少年代表誦讀《和平宣言》，現
場撞響和平大鐘，放飛了3,000隻和平鴿。

館長：可寬恕不可忘記
剛剛履新不久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

念館館長張建軍表示，以國之名義舉行公祭儀式，
將每年舉行，就是為了銘記南京大屠殺這一中華民
族苦難記憶。他說：「可以寬恕，但不可以忘記。
對歷史的遺忘，是新的悲劇的肇始。昭昭前事，惕
惕後人，我們銘記這段歷史，不是為了延續仇恨，
恰恰是為了保衛和平。激發我們奮發圖強，去實現
民族復興和偉大的中國夢。」
昨天上午，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南京中山

碼頭等17處大屠殺遇難同胞叢葬地，均同時舉行
了祭奠活動。晚上，紀念館祭場還舉行了燭光祭。
此外，北京、重慶、瀋陽等地均分別舉行相關悼

念活動。

港府悼念儀式 梁振英等致獻花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勇、田雯、劉娉婷南
京報道）昨日上午共有17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
參加國家公祭儀式，其中就有去年國家公祭儀式
上與國家主席習近平一起為國家公祭鼎揭幕的南
京大屠殺倖存者夏淑琴，今年88歲的她表示，
今年又能參加國家公祭儀式，心情很激動。
「南京大屠殺已經過去78年了，沒想到日本
居然還不承認，我最想看到日本承認和道歉，這
樣對南京大屠殺死去的同胞也是個交代。」她
說，現在自己年紀這麼大了，能為國家做點什麼
事情呢？就是能活着，盡自己的力量和青年人多
講一講那段歷史，希望下一代不要忘記這段歷
史，日本侵略者給我們帶來多少傷害、多少痛
苦，要反對戰爭、珍愛和平。

烈士後代籲珍惜和平
而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也有不少航
空烈士遺屬參加了悼念活動。航空烈士秦少亭的
孫女秦瑋對今年的國家公祭感觸頗深。「今年是中國抗戰勝利70周年，
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國家公祭既是悼念南京大屠殺遇難
同胞，也是在警醒世人銘記來之不易的勝利與和平。」
在南京的鬧市區新街口，人們聽到警報聲後也自發地就地默哀。市民
吳先生特地帶着孩子走上街頭，他說：「這段沉重的歷史不能被忘記，
要讓我們的下一代也記住，國家公祭日的設立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
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勇、田雯南京報道）今年的南京大屠殺遇難同
胞國家公祭適逢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南
京大屠殺檔案列入聯合國世界記憶遺產名錄。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
步平表示，這讓今年的國家公祭有了更不同尋常的意義。
「一方面，今年的國家公祭也是在提醒人們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
戰爭勝利的來之不易，警醒後人以史為鑒維護世界和平，另一方面，也
能讓更多人記住南京大屠殺，更多地了解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尤其
是在南京大屠殺成為世界記憶遺產之後，就真正成為了深刻的世界記
憶。」

倖存者：有生之年盼日本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勇、田雯南京報
道）昨天下午3時，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
難同胞紀念館內哭牆前，舉行了中、日、韓
三國法師主法的「世界和平法會」，南京毗
盧寺傳義法師、日本靈雲院法師則竹秀南、
日本真宗大谷派東本願寺僧侶、韓國僧人朴
天煥等近300名僧侶，及14名南京大屠殺倖
存者及其家屬，唸經祈禱、緬懷逝者、超度
亡靈。
日本佛教僧侶長谷良雄說，作為施暴者的

後代，我們對在那場暴行中死難的人們以及
他們的遺屬表示由衷的謝罪，通過對歷史的
矯正和反省，給死難者尊嚴，以史為鑒，警
示未來。
日本留學生馬場彩加是第一次參加公祭活

動，她告訴記者，日本的課本裡對於這段歷
史提到的很少很少，後來從一些其他書籍中
知道了，覺得很沉重，作為青年一代，一定
要珍視和平。日本友好人士清木茂也表示，
日本國內知道侵華戰爭的人越來越少，很多
人不承認，他會把自己聽到的、看到的寫成
書出版，傳播出去。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研究員尤里到蘇

聯航空烈士紀念碑參加悼念活動，他感到了
深深的震撼。「在這裡看到這些英雄的名
字，才深切感受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偉
大。」

日本友好人士：謝罪給死者尊嚴

學者：勝利周年慰亡魂 今年公祭意義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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