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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約好的廣州市民昨日分批進入銀河烈士陵園
祭掃。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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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了 仍等不到日本認罪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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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日軍佔領南京，屠戮30萬軍民，製造了慘絕人
寰的南京慘案。
臨近清明前，高齡的倖存者陸續在家人陪伴
下到紀念館的「哭牆」前進行祭奠。一朵朵菊
花承載着倖存者們對親人的沉重哀思。

放下仇恨記住傷痛珍惜和平
「我一家人九口就剩了兩個小孩，當時我睡
在死人堆裏，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活過來
的。」昨日，一到「哭牆」前，夏淑琴的淚水
就止不住地流，她不停地用手絹擦拭雙眼，
「南京大屠殺發生的時候我8歲，現在我都92
歲了。我家死了那麼多人，我被砍了那麼多
刀」，夏淑琴說，她已經放下仇恨，「可我一
直在等待日本政府的承認和道歉，等了84年都
等不到，這是為什麼？」
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遺屬代表黃睿說，我的奶奶

是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艾義英。84年前的冬天，日
軍攻陷南京，奶奶家中6位親人被侵華日軍殺
害，這段痛苦的回憶至今一直印刻在我的腦海
中，成為我們全家人心中永遠無法抹去的傷痛。
「84年過去了，我們世世代代永遠不會忘記

在那場災難中慘遭不幸的親人和 30多萬同
胞。」黃睿表示，歷史慘痛，絕不能忘記；和
平不易，須時刻珍惜。

數據檔案建成傳播歷史記憶
「時光的日曆翻過了84年，在一次次的緬懷
中，我們喚醒記憶，追憶先人，表達銘記歷史，
珍愛和平的意義。」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
胞紀念館館長張建軍說，歷史記憶需要銘記。紀
念館在去年與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援助協會開展南
京大屠殺事件倖存者的資料收集整理，徵集了一
大批珍貴的文物和藏品，建成了南京大屠殺數據
檔案，重點向青少年傳播歷史記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只要日本承認殺了人，我

就滿足了。」今年92歲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夏淑琴，顫巍巍站在侵

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哭牆」前，仰望着刻有家中7

位慘遭日軍殺害的親人姓名的「哭牆」時悲傷地說，「84年了，我

來看你們。」4月4日上午，紀念館舉辦「南京大屠殺死難者遺屬

2021年清明祭儀式」，倖存者葛道榮、夏淑琴、艾義

英、馬庭寶、馬庭祿、阮定東、石秀英、陳德壽、路

洪才、劉民生，及去世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後人

們，在「哭牆」前獻花祭掃，追思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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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晨顛簸3個半小時後，
趙漢卿和他率隊的遼寧大連
理工大學盤錦校區國旗護衛
隊和學生代表共計50人，終
於在3日上午10點抵達了瀋

陽抗美援朝烈士陵園。帶着10位尋親烈士家
屬的囑託和來自校友匿名捐贈的菊花花束，
這些青年學子舉辦了一場特別的紀念活動。
受「志願軍老兵幫扶計劃」組織的委託，他
們在現場為不能來陵園祭奠親人的烈士遺屬
代獻鮮花並祭奠先人。

上午11點，全體默哀之後，作為國旗護衛隊
隊長的趙漢卿與來自校團委青年志願者協會的
學生代表，共同將330支花束敬獻在每一位烈
士墓前。「我們還為英烈牆上那些不知名的烈
士們獻上鮮花，而且逐個名字逐個尋找，終於
為多位烈士家屬找到了他們親人的名字。」毛
阿根、蔣羽、王煥容……趙漢卿和他的隊友為

四川、江蘇、河南等全國多地的烈士家屬在19
萬人的烈士名錄中找到了名字。

探訪老兵盼引青年關注
祭奠中用的菊花均來自趙漢卿此前在學校

舉辦的籌款活動。「我們也為那
些匿名捐贈而不能來到現場祭拜
烈士的師生代為獻花，這次有
220 支 菊 花 都 是 匿 名 捐 贈 來
的。」

從2019年大一開始，趙漢卿就
開始關注抗美援朝老兵，並自發
在學校中組織社會實踐團赴煙
台、延安等地探訪老兵，希望引
起更多青年關注。

今年清明節前夕，瀋陽抗美援
朝烈士陵園持續迎來各界人士特
別是青少年團體的祭奠，包括瀋

陽外來務工子弟小學瀋陽河北一校的50名少
先隊員，瀋陽九一八歷史紀念館聯合瀋陽市
教育局等多家單位組織銘記活動，400餘名青
年學生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瀋陽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
今日清明，疫情下海外華僑華人緬
懷故人的方式與往年不同，雖然不
能返鄉祭祖，但他們通過「雲祭
掃」等多種方式寄託哀思。
阿根廷僑胞劉芳勇在清明前與在

國內的父母通話，委託他們去家鄉
的先祖墓前祭掃。「往年清明我都
會抽空回國，專程回鄉下祭拜先
人，今年因疫情不能回國，只能讓
父母代為前往。」
為了滿足疫情下僑胞的祭掃需

求，多個僑鄉推出「雲祭掃」和
「代祭掃」服務。江門開通網上
祭掃平台，佛山不少墓園推出了
免費代獻鮮花祭掃等服務，福州
開通了「清明紀念」網絡祭掃平
台。
「這種祭掃的方式滿足了廣大

海外僑胞表達思念的需求，綠色
環保又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
制。」西班牙巴塞羅那青田同鄉
會會長周建虹說，由於疫情原因
已經兩年沒有回家鄉祭掃了，在
「雲端」祭奠使思念故去親人的
心情得到釋懷。

瑞士華人改在家追思
為逝去的親人點一盞香燭，向家

的方向撒一抔黃土，給孩子講述先
人的故事……清明當天，瑞士蘇黎
世中國傳統文化協會會長陸金蓮一
家人不能如往年去瑞士佛光山祭
拜，改在家中用這樣的方式追憶先
人。陸金蓮說，瑞士僑胞大多保留
祭掃的習俗，他們會在清明帶着孩
子去掃墓獻花，或至教堂祈禱，又
或登高遙望，請浮雲給故鄉墳頭上
的嫩芽帶去遊子的哀思。

大馬限90分鐘內拜完
在馬來西亞，為了防範疫情政府

制定了嚴格的清明祭掃規定，包括
掃墓時間需控制在90分鐘以內、
每個家庭不得超過6人掃墓等。華
人周邦建在清明節前夕就前往霹靂
州曼絨古田墓園掃墓。他說，今年
只有他與太太兩人前往，到達墓園
即開始清理墓地、擺設食物及祭
品，速速完成祭拜。「理解限制掃
墓人數的措施是為了防疫，因此願
意遵守，完成掃墓的目的就好。」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廣州近幾
年每年參加清明祭掃的民眾近600萬人次，
廣府地區講究「行正清」，即清明節正日祭
拜，今年由於實行新冠疫情防控措施，廣州
市各祭掃場所3月20日至4月30日實行先實
名預約後現場祭掃，截至4日12時，共有
194萬人成功預約祭掃，而4日單日則有
38.66萬人預約，相比2019年「正清日」的
111萬人次大幅減少。

省時有序市民讚好
昨日，多個祭拜場所整體拜祭情況有序。

早上8時，中新社記者在廣州市銀河革命公
墓入口處看到，與往年各大墓園周邊泊位緊
張不同，今年設有專門的預約車道和劃定等
候區域，車輛昨日通行有序並無擁堵。

在廣州市火葬場，人流較往年大幅減少。
市民通過測體溫、查看預約碼等流程後進入
拜祭區。入口處還設有現場預約區，為不便
運用智能技術且沒有通過親友幫忙上網預約
的老年人等特殊群體服務。
廣州市民張先生表示，「往年6時左右就

要過來佔位，今天按照預約時間進場，人也
不多，支持預約方式。」市民蘇小姐說，
「預約流程清晰，是家裏的老人家自行用手
機預約的。」
去年清明暫停祭掃，廣州市銀河革命公墓

增加了手機版網上拜祭客戶端，累計網上祭
掃瀏覽量30餘萬人次。今年以來，網上祭掃
仍是市民關注參與的一種祭掃方式。此外，
去年推出的「信郵哀思」服務今年繼續，其
中有不少信件被寄往銀河公墓的烈士墓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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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寧學子代抗美援朝烈士遺屬掃墓 疫情阻僑胞回鄉
「雲祭掃」遙寄哀思

廣州推預約制 墓園人流大減

●● 9292歲倖存者夏淑琴歲倖存者夏淑琴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攝攝

●● 倖存者及遺屬在倖存者及遺屬在「「哭牆哭牆」」前前
獻花獻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攝攝

●江蘇南京雨
花台功德園開
通清明節 5G
「雲祭掃」，
民眾可通過網
絡平台觀看代
祭掃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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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4
日，「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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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遺 屬
2021 年 清
明祭儀式」
在侵華日軍
南京大屠殺
遇難同胞紀
念 館 「 哭
牆 」 前 舉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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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學子向烈士墓敬獻花束。 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攝

●南京大屠
殺倖存者藝
術肖像攝影
展 4 日 開
展。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陳旻南京報
道）南京。一場被稱為是與時間賽跑的
影展——《時間證人——南京大屠殺
倖存者藝術肖像攝影展》，於4月4日
清明節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
紀念館開展。84年前親歷日軍在南京
犯下暴行的倖存者，在南京知名攝影
師速加的鏡頭下，以黑白分明的藝術
光影，見證歷史。南京大學教授、博
導、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會長
張憲文表示，南京大屠殺是對人類的犯
罪，倖存者受盡苦難，是最重要的見證
者。加害方日本必須汲取教訓，堅持和
平發展道路，避免重蹈歷史覆轍。

5年17人離世攝影師與時間賽跑
「他們是時間的證人、是歷史的證

人。請記住他們。」侵華日軍南京大
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副館長凌曦說，
84年了，這些倖存者們身上的傷、心
底的痛、深夜的噩夢，時不時泛起、
綿延不絕。但他們說，要記住歷史，

不要記住仇恨。
自2016年起，紀念館邀請了速加為
部分倖存者拍攝藝術肖像照，5年裏先
後拍攝了86位倖存者的照片。但就在
這5年裏，這些老人中有17位離世。
目前，在世的倖存者僅餘69人。
1970年出生於南京的速加說，倖存

者在慘案當年還只是孩子，他們和他
們的家庭面對的巨大災難，以及歷經
84年背負的彌久愈深的痛苦，是我們
無法想像的。「拍攝他們，是為了讓
人們記住他們。」
該影展在內地引發反響。北京電影
學院文學系教授劉一兵表示，「這些
照片記錄下來的是整個中華民族的傷
痛。」內地知名主持人白岩松評價：
「這一張又一張的照片，更加明確地
告訴我們：南京大屠殺不只是白紙黑
字寫在歷史教科書當中的事件，還是
一張又一張具體的面孔以及它所代表
的生命、苦難和記憶。這些照片比
數字更能提醒我們：不忘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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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歲倖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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