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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茂名市德信物流有限

公司遗失粤 K27392 道路
运输证，证号：粤交运管茂
字002834454号，现声明作
废。

遗失声明
茂南区鳌头镇黄进进

运输部（个体户）遗失粤
K23103（黄色）道路运输经
营许可证及 IC 卡，证号：
440900032535，现 声 明 作
废。

12月 13日，古城南京在寒冬中迎来第十个国家公
祭日。上午 10时，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在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公祭广场上隆
重举行。国旗半降，哀乐低回。

约 8000 名胸前佩戴白花的各界代表垂首。86 年
前，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
万同胞惨遭杀戮，古都南京满目疮痍，无数民众流离失
所……那是南京城历史上的至暗一刻。

95岁高龄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艾义英参加国家公
祭仪式。这位在浩劫中失去了 6位亲人的老人发自肺
腑地说：“历史不能忘，记住是为了不再重演。”

在北京丰台区，纷纷扬扬的雪花从空中飘落。上
午10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前的广场上，身着深
色服装的人们神情严肃，手中的菊花在风中微微颤
动。当雄壮的国歌声响起，人们齐声高唱；国歌声毕，
人们低首肃立。

除了举行悼念活动，该馆当日还为参加活动的
观众设置专题讲解，让他们更好地认识、理解、铭记
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一件件文物震撼人心，英烈
的故事感人肺腑。北京印刷学院学生林若彤说：

“没有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何来我们今天的幸
福生活。”

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序厅内，有一座象
征抗日英灵浩气长存的金字塔形卧碑。悼念活动开
始后，人们向卧碑敬献蜡烛，博物馆小志愿者们用铿
锵有力的嗓音朗诵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鼎
铭文”。

当日，博物馆还精心准备了 100 份抗战历史思考
卡，让孩子们写下对英雄最想说的话。沈阳“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馆长范丽红说：“让孩子们用自己的语言
表达敬意与哀思，唤起他们内心深处对和平的向往和
坚守。”

在山东省枣庄市铁道游击队党性教育基地的铁道
游击队纪念碑前，86 名青少年学生集体诵读《和平宣
言》。“民族觉醒，独立解放，改革振兴，国运日昌……”

铿锵有力的宣言，诉说着“勿忘国耻、振兴中华”爱国
情、报国志。

在曾发生过著名农民抗战的山东省临沂市莒南县
板泉镇渊子崖村，当地村民和 32名小学生自发来到渊
子崖保卫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向抗日烈士纪念塔敬

献鲜花。“先烈们誓死捍卫家园的精神不能忘却。”板泉
镇渊子崖小学六年级学生林浩说，我们要铭记历史、珍
爱和平，努力学习、报效祖国。

（记者蒋芳、邱冰清、赵洪南、杨文、罗鑫）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勿忘历史 珍爱和平
——全国各地举行第十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

12月13日，青少年代表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宣读《和平宣言》。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今年 12 月 13 日是第十个国家公祭日。从梳理档
案、搜寻物证，到“找回”更多遇难者姓名；从为每一位
幸存者留存影像，到记录加害方的口述证言……近年
来，越来越多有识之士加入南京大屠杀史料发掘队伍，
不断拓展史实研究视野，维护不可撼动的历史真相。

南京大屠杀中的872次屠杀暴行、西方人士记录和
报告的599件日军暴行、77名中国遇难军警名单……

这是83岁的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孙宅巍的最新研究
成果，收录在即将出版的新书《“数”说南京大屠杀》中。

“遇难者300000”——国家公祭仪式现场西南侧的
“灾难之墙”上，用多国文字镌刻的数据昭告世人，这场
浩劫不仅是中华民族之耻，更是人类文明之殇。然而，
人数问题至今仍是绕不开的争论点。

“虽然质疑数字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但对这一
数字进行实证研究，仍是势在必行的重要工作。”孙宅
巍说，计数无外乎两个方法，一是将各地被日军杀害的
人数相加，二是数尸体。

1983 年起，孙宅巍开始在卷帙浩繁的史料中统计
埋尸记录。只要看到掩埋、处理尸体的记录，他就立刻
摘记下来，为确认一条记录常把书从第一页翻到最后
一页，书被翻烂、翻散了，就再换一本新的。

孙宅巍统计发现：8家慈善团体共收埋19.8万余具
尸体，8个市民群体共收埋 4.2万余具尸体，6个伪政权
机构共收埋 1.6 万余具尸体，扣除明显重复交叉，总数
已达24.6万余具。此外，他还找到165件市民自行收埋

死难者尸体的记录与35件日军动用部队和强令市民收
埋、毁灭、处理尸体的记录。考虑到还有被毁弃的尸
体、未被统计的尸体，足以印证“30万”这一数字是有充
分根据的。

“无论是查找埋尸记录，还是细究屠杀次数，我坚
持做实证研究，就是为了给历史一个客观、科学的交
代。”孙宅巍说。

寻找更多尚未揭露的真相，细致探求历史细节。
有人爬梳史料、澄清历史，有人搜寻文物、为史存证。

几乎每年 12 月，美籍华人鲁照宁都会从美国飞回
家乡南京，随行行李中衣物不多，却塞满了他一年来搜
集、竞拍、整理的与南京相关的抗战“记忆”。

1980 年随父母移民美国时，16 岁的鲁照宁不知道
“南京大屠杀”。十几年后，火遍美国的《南京大屠杀：
被二战遗忘的浩劫》一书，让他重新审视家乡南京。
2002年第一次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改变了他的生活重心。“除了工作，我每天花 4个小
时左右浏览网页，搜寻史料。有时甚至在旅行路上、吃
饭间隙，都会通过手机搜索、竞拍。”他说。

少则一年一趟，多则一年三趟，鲁照宁不断往返中
美之间。近 20年来，他征集并捐赠给纪念馆的史料已
达2400余件（套）。

“他搜集的不少东西都是罕见的一手史料，为这段
浩劫的存在给出了不可辩驳的第三方铁证。”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文物部主任艾德林说。

对于鲁照宁而言，这段历史是不容忘却的国耻，而
在日本友人松冈环看来，这段历史是必须直面的真相。

日本市民组织“延续南京记忆会”12月 9日在大阪
举行集会。“延续南京记忆会”创始人松冈环在致辞中
呼吁勿忘南京大屠杀历史。随后，参加集会的150余名
日本民众起立，为在最近一年去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
者默哀。

出生于 1947 年的松冈环，在担任小学老师时发现
日本教科书上极力渲染日本民众在战争中的悲惨境
遇，却绝口不提日本对包括中国在内亚洲各国的加害
历史。

1988年，松冈环第一次到南京，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李秀英噙着泪拉着她的手说的那句“请你一定要把真
相告诉日本的年轻人”，让她至今难忘。从此，调查采
访受害者和加害者，向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人民讲述
南京大屠杀历史，占据了松冈环的生活。

“我不想说”“你回去吧”……刚开始调查时，“南京
健忘症”出现在许多侵华日军士兵身上。这没有阻挡
松冈环调查下去的决心，最终留下250名侵华日军士兵
的口述资料。

几十年间，她往返日本和南京之间百余次，面对日
本右翼分子的攻击和威胁，松冈环说：“正义和良心驱
使我这样做。让更多不了解历史的民众获得真相，我
绝不会停下脚步。”

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为真相搜证，为历史存证
——三个“搜证人”的故事

新华社记者蒋芳、邱冰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