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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殺再添37分鐘光影鐵證

日軍攻破南京「文字方巾」首曝光

港各界籲銘記歷史：有國才有家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黃坤明出席並講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總
經理、黨組副書記袁潔日前在北京航
空航天大學名為《我國航天強國建設
發展展望》的公開課上表示，中國航
天即將開啟「超級2020」，計劃在
2020年實施建設載人太空站、嫦娥五

號月球採樣返回任務，建成北斗衛星
導航全球系統。
此外，中國還將實施備受關注的

中國首次火星着陸探測任務，這將
使中國深空探測能力和水平進入世
界航天第一梯隊，實現在深空探測
領域的跨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2日，新
華社首個智能化編輯部正式建成並投入使
用，開啟了一場新聞生產與傳播的智慧革
命。
新華社社長蔡名照表示，智能化編輯部是
新華社落實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加快建設國
際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訊社、全面提升全媒
編輯能力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動媒體融合向
縱深發展的關鍵舉措。

據介紹，智能化編輯部一年前在新華社
新媒體中心試點建設。它以人工智能技術
為基礎，以人機協作為特徵，對新聞生產
進行全環節、全流程、全系統再造，旨在
大幅提高新媒體產品創意創新能力和生產
傳播效率。
近年來，新華社持續追蹤人工智能技術前

沿成果，創造性地研發新聞應用場景，初步
形成全流程技術創新體系，包括智能技術體

系、智能產品體系、智能硬件體系、數據支
撐體系和機制制度體系。
智能化編輯部通過一次採集，N 次加

工，多元分發，讓新聞生產通過智能化創
新，提速、提量、提質、提效，打通了在
線新聞生產的「最後一公里」。在新華社
剛剛改造完成的新媒體大樓智能化編輯
部，編輯記者表示，在智能系統助力下，
生產效率可提升3倍至5倍。

新華社智能化編輯部建成運行 華航天將迎「超級2020」
探月探火太空站齊發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國務院13日上午

在南京隆重舉行2019年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黃坤明出席並講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
特區政府昨日上午在禮賓府舉行「南
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儀式，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梁振英，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及主要官員，中央駐
港機構負責人和社會各界嘉賓出席。
有民間團體則在中環和平紀念碑前舉
行悼念活動，希望香港年輕人建立起
正確的國家觀念，勿再輕易被外國利
用及傷害自己的國家。
昨日是第六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
家公祭日。特區政府在禮賓府舉行儀
式，悼念南京大屠殺和日本侵華戰爭
期間的死難者。儀式在上午舉行，現
場先後奏唱國歌及宣讀祭詞，隨後出
席人士肅立默哀兩分鐘。林鄭月娥鞠
躬及代表致獻花圈，並簽署紀念冊。
出席儀式的還有終審法院首席法官
馬道立、政務司司長張建宗、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中聯辦副主任譚鐵牛、
外交部駐港副特派員楊義瑞、駐港部
隊司令員陳道祥、前任行政長官曾蔭
權、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行政會議非
官守議員周松崗。

民間團體「同心護港」的約80名市
民，昨日上午手持國旗及區旗聚集在
中環和平紀念碑前舉行悼念活動，現
場除了放置多個悼念花圈及花籃，亦
有由菊花拼成的「南京」以及
「300000」花牌，用以代表在南京大
屠殺遇難的30萬名中國同胞。
儀式開始前，在場人士齊唱國歌，

隨後現場響起防空警報，大家嚴肅站
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默哀，並逐
一在紀念碑前躹躬。
「同心護港」召集人曹達明表示，

團體已連續多年在「南京大屠殺死難
者國家公祭日」舉辦紀念活動。他表
示，身為中國人必須要銘記歷史，才
能明白國家今天的成就都是得來不
易。但現時仍有不少港人對國家的了
解不足，因此希望能借活動喚醒大
家，特別是青年人對國家這段慘痛歷
史的記憶。
他同時稱，希望教育局能加強歷史

教育，讓青年人認清自己是中國香港
人，以及香港是中國不能分割的一部
分的事實，從而明白有國才有家，建

立起正確的國家觀念，勿
再輕易被外國利用及傷害
自己的國家。
隨後，一行市民從和平

紀念碑遊行至日本駐香港
總領事館，沿途舉起花
牌，高呼「毋忘南京大屠
殺」、「毋忘南京死難同
胞」。他們行至領事館門
外後，再將寫上「打倒日
本軍國主義」字句的旭日
旗燒毀，抗議日本多年仍
未有取締二戰軍旗，並要
求日方就當年的罪行道歉
及賠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
琳 瀋陽報道）國家公祭日前
夕，一塊侵華日軍曾使用過且
寫滿中文的白色「方巾」首次
曝光，其中一段「昭和拾貳年
拾貳月拾三日午前三時拾分中
山門佔領」的文字，成為日軍
侵佔南京的又一有力鐵證。
該文物目前收藏於著名民

間收藏家張廣勝位於瀋陽的
家庭抗戰紀念館中。張廣勝
說，這塊方巾上是十多個日
軍用中文手寫的文字，為
「支那事變出征紀念第五分
隊勇士寄書」，即日軍「紀
念」侵略罪行的一種方式。
作為首個國家公祭日時全

國唯一受邀參加侵華日軍南
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紀
念活動的民間收藏家，今年
是張廣勝第四次參加該公
祭。
至今，張廣勝已為全國十

餘家與抗戰有關的紀念館徵
集文物史料多達3,200餘件。

確證攻破南京城時間
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
館歷史顧問崔俊國說：「這
幾個字正說明了侵華日軍攻
破中山門、打進南京城的第
一時間，這個是最為重要
的，是日軍侵華最有說服力
的實物佐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海江 哈爾
濱報道）昨日，《七三一部隊新發
現、未公開史料展》在哈爾濱的七三
一部隊本部大樓舊址開展。
由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

館赴日取證帶回的日本第七三一部隊
原隊員須永鬼久太的視頻資料，在展
覽現場循環播放。

與其同時展出的還有78塊展板、
逾 200張資料照片及書刊組成的史
料。此次展出的史料均為首次對外公
開。
在日本侵華期間，日本第七三一部

隊犯下了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人體
實驗、細菌戰的反人類罪行，對中國
人、蘇聯人、朝鮮人等進行了慘無人

道的人體實驗、細菌戰。
《七三一部隊新發現、未公開史料

展》，由「 七三一部隊的戰時與戰
後」「日軍岡第九四二部隊」「奉
天戰俘營」三個部分組成，內容包括
七三一部隊核心成員在安達野外試驗
場進行人體實驗的證言、七三一部隊
長石井四郎女兒石井春海提供的石井
四郎往返於哈爾濱與東京之間的家族
照片、以及新加坡9420部隊長增田知
貞相關資料。

多份「七三一」罪證首次公開

中
國
人
民
牢
記
歷
史
堅
持
走
和
平
發
展
道
路■有民間團體在中環和平紀念碑前舉行南京大屠

殺死難者紀念活動，一同悼念大屠殺中的遇難
同胞。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黃坤明黃坤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賀鵬飛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3
日下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
胞紀念館舉行文物捐贈儀式，收到一
批文物。其中，一份記錄日軍暴行的
37分鐘影像尤為珍貴。
南京大屠殺期間，國際友人約翰．馬

吉不顧個人安危，與拉貝、魏特琳等外
籍人士留守南京，組建「南京安全區」，
並用16毫米攝像機拍攝下珍貴畫面，成
為留存至今有關南京大屠殺唯一的動態
畫面。此前，約翰．馬吉的兒子大衛．
馬吉曾將膠片捐贈給南京，經數字化後
共有約17分鐘的影像。
2018年1月，大公報記者陳旻在採

訪「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前
會長邵子平時，偶然獲知有一份「37
分鐘」版馬吉影像。經多方努力，最
終促成「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
合會」將這份光影鐵證無償捐贈給紀
念館。
據專家考證，此次捐贈的「37分

鐘」版馬吉影像包括三部分內容：一
是前11分22秒反映了淞滬會戰後上海

的情況，其拍攝者有待進一步考證；
二是日軍佔領南京前的畫面，時長約
1分23秒，主要包括日機轟炸南京和
南京難民逃難等；三是日軍佔領南京
後製造暴行的內容，包括鼓樓醫院醫
護人員救治日軍暴行受害者的影像、
江南水泥廠難民營診所內傷病員的情
況，以及倖存者伍長德的鏡頭等。
「該片是目前已經發現的各種馬

吉影像版本中，反映侵華日軍南京

大屠殺暴行最為全面、內容最為豐
富的版本之一。如鼓樓醫院的受害
者數量、倖存者伍長德的動態影
像、倖存者夏淑琴一家遇難的現場
等。」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
究中心主任張連紅表示，這部極具
文物和文獻價值的影片回歸南京，
將和《拉貝日記》《東史郎日記》
一樣，成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
研究的又一里程碑。

■■昨日，國家公祭儀式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集會廣場舉行。圖為全體人員向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默哀。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

■在捐贈儀式現場拍攝的記錄日軍暴行的37分鐘影像資料。 新華社

■日軍「方巾」上用中文清晰寫有「昭和拾貳年拾
貳月拾三日午前三時拾分中山門佔領」。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 攝

公祭儀式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
難同胞紀念館集會廣場舉行。現

場國旗下半旗。8,000餘名各界代表
胸前佩戴白花，靜靜肅立。解放軍
儀仗大隊18名禮兵齊步行進至公
祭台兩側佇立。10時整，公祭儀
式開始，奏唱《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歌》。國歌唱畢，全場向南京大
屠殺死難者默哀。公祭現場和南京
全城拉響防空警報，汽車停駛鳴
笛，行人就地默哀。默哀畢，在軍樂
團演奏的《國家公祭獻曲》的旋律
中，禮兵將8個花圈敬獻於公祭台
上。
之後，黃坤明發表講話。他表示，
今天我們隆重舉行南京大屠殺死難者
國家公祭儀式，重溫中國人民抗日戰
爭歷史，深切緬懷南京大屠殺死難
者，緬懷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所有
死難同胞，緬懷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
勝利獻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
雄，緬懷同中國人民攜手抗擊日本侵
略者而獻出生命的國際戰士和國際友
人，宣示中國人民牢記歷史、不忘過
去，珍愛和平、開創未來的堅定立
場，表達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崇高
願望。

無任何力量可阻擋中國前進步伐
黃坤明指出，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
的歷史時刻，可以告慰遇難同胞和先
烈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開
拓進取、攻堅克難，創造了令世界刮
目相看的偉大成就，中華民族迎來了
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
躍。今天，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撼動我
們偉大祖國的地位，沒有任何力量能
夠阻擋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進步
伐。我們將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
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用接力
奮鬥、頑強拚搏造就國家發展的新輝

煌，譜寫民族復興的新篇章。
黃坤明講話後，82名南京市青少年
代表宣讀《和平宣言》，6名社會各
界代表撞響「和平大鐘」。伴隨着3
聲深沉的鐘聲，3,000隻和平鴿展翅高
飛，寄託着對死難者的深深哀思和對
世界和平的嚮往追求。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曹建明主

持公祭儀式，國務委員、公安部部長
趙克志、全國政協副主席蘇輝和中央
軍委委員、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華
出席。
參加過抗日戰爭的老戰士老同志代

表，中央黨政軍群有關部門和東部戰
區、江蘇省、南京市負責同志，各民
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
黨派人士代表，港澳台同胞代表，為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作出貢獻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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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相
關主題紀念（博物）館代表，國內有
關高校和智庫專家代表，中日韓宗教
界代表，駐寧部隊官兵代表，江蘇省
各界群眾代表等參加公祭儀式。
2014年2月2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

常委會第七次會議通過決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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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