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份诗经体《和平宣言》

新华社南京
１２

月
１３

日电（记者蒋芳
蔡玉高）“巍巍金陵，滔滔大江。钟山花雨，

千秋芬芳……”

１３

日举行的首个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 南京市

７７

名青
少年代表用饱含热情的声音深情朗诵了一
首《和平宣言》。

“这是首个国家公祭日的《和平宣言》，

是第
１３

份为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而作
的《和平宣言》，也是第一次采用诗经体写
作的《和平宣言》。”

７４

岁的作者、南京市作
协顾问冯亦同说，之所以采用诗经体写作，

意在用先贤智慧表达时代主题， 将悲壮的
历史追溯、庄严的和平祈愿，浓缩于

２４０

字
的宣言中。

创作《和平宣言》对冯亦同来说并非第

一次， 自
２００２

年起他已应邀执笔为纪念南
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国际和平集会撰写了五
次《和平宣言》，均是以散文体撰写。谈及这
次《和平宣言》的创作经过，冯亦同表示，虽
然此前曾多次撰稿和平宣言， 并担任民族
交响乐《和平颂》的文字撰稿，但写作过程
仍不轻松。通篇既要考虑韵律和节奏，也要
考虑内涵和气势， 希望能向世界展现中国
人的文化传统与卓越智慧。

《和平宣言》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大德曰生，和气致祥”等蕴含先贤智慧的词
句掷地有声。冯亦同说，“大道之行，天下为
公”、“天地之大德曰生”两句经典分别出
自《礼记》与《周易》，大意是天地之间最伟
大的道德是爱护生命，这是中国人讲究的
道与德。“这也是我所理解的和平。我要表
达的就是为全人类祈福，远离战争、珍重
生命。”

国外公祭如何祭

新华社南京
１２

月
１３

日电（记者蔡玉高蒋芳）通过设
立重要纪念日，对二战期间的阵亡者与遇难者进行祭奠，是国
际通行的惯例。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介绍，

国际上的公祭日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２００５

年
１１

月
１

日， 第
６０

届联大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了由
１０４

个国
家共同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决定将每年的

１

月
２７

日定为“国
际大屠杀纪念日”。

二是战胜国、受害国的公祭日。也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广
义上的纪念日，如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日”、俄罗斯“卫国战争
纪念日”、新加坡“全面防卫日”；另一种是纪念被屠杀者的特定
日子，如以色列“大屠杀纪念日”、波兰“纪念奥斯维辛解放日”。

三是战败国、加害国的公祭日。主要包括德国“纳粹受害
者纪念日”和日本广岛、长崎的原爆纪念日。但这两个国家公
祭日的内涵却大不一样。德国“纳粹受害者纪念日”，是从加害
者一方，站在反思战争罪行的立场上，对遭受纳粹屠杀的平民
进行缅怀。而日本则是从自身受害的角度，控诉原子弹罪行，

意图借此完成从“加害者”到“受害者”的身份转变。

综合上述公祭日的仪式，主要有五个特点：首先，国家最
高领导人出席纪念活动，并发表重要讲话；第二，纪念活动规
模都比较大，如日本，多则每年有超过五万公众到现场参与纪
念，少则

３０００

人到
５０００

人参加；第三，纪念日举行降半旗仪式，

向逝者表示沉痛哀悼；第四，汽笛声在全国响起，全国公众伫
立默哀，即使在高速公路上的司机也不例外；第五，娱乐场所
关闭，学校专门举行纪念活动。

□

新华社记者霍小光蔡玉高蒋芳

在缅怀中凝聚力量 在复兴中守望和平

———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侧记

“

１２１３

”，对于南京，对于中国，是个刻骨铭心
的日子，也是个记载屈辱的符号。

７７

年前这一天， 侵华日军在南京开始了一场
长达

４０

多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 我
３０

万同胞惨遭
杀戮，浩浩长江滚动着鲜红的血浪，人类文明史上
留下最黑暗的一页。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中国迎来了第一个法定的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建造于南京江东门集体屠杀及“万人坑”遗址
之上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１３

日布置得格外庄严肃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
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在这里隆重举行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出席公祭仪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一批手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受
到了法律和正义的审判与严惩， 被永远钉在了历
史的耻辱柱上。”“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
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

“中国人民将坚定不移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的崇高事业，愿同各国人民真诚团结起来，为建设
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而携手努力。”

这是中华民族的时代宣言， 这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历史担当。

从
１９９４

年开始， 南京市每年这一天都会在此
举行集会悼念活动。“如今升格为国家公祭， 习近
平总书记亲自出席。 这是对死难同胞最高规格的
悼念，是中华民族对苦难历史的深刻铭记，是中国
人民不忘国耻、圆梦中华的响亮宣示。”已经担任
了
２０

年纪念馆馆长的朱成山感慨万千。

清晨
７

时，纪念馆举行了国旗下半旗仪式。

根据国务院的决定，自
２０１４

年起，每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
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主会场下半旗。

上午
１０

时整，公祭仪式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仪式。

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响起，习近平等中央
领导同志同现场一万名各界人士代表， 齐声高唱
国歌。

“咱们的国歌，正是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岁
月。今天，在国家公祭仪式上奏唱，觉得更加心潮
澎湃、斗志昂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指挥张
治荣说。

１０

时
０１

分，凄厉的防空警报划破天际。全场默
哀，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的无辜死难者，缅怀所有
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 缅怀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献出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
雄。此刻，南京全城的警报同时响起，车辆停驶鸣
笛，路上的行人也都驻足默哀。

默哀毕，一曲低回空灵的《安魂曲》奏响，

１６

名
礼兵抬起

８

个巨大的花圈，缓步走上公祭台，将花
圈安放在灾难墙前。

现场隐隐传来啜泣声。 肃立在方阵中的李高
山潸然泪下。 这位参加过南京保卫战的抗战老兵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如果那时国家足够强大，

我们一定能守卫好南京。”

南京之痛，民族之痛；南京之耻，民族之耻。

夏淑琴、余昌祥、岑洪桂、傅兆增……作为还
健在的

１００

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

１０

位年过
八旬的老人受邀参加了他们期盼已久的国家公祭
仪式。

人们看到， 习近平总书记搀扶着
８５

岁的夏淑
琴一同走上公祭台为国家公祭鼎揭幕。

“我那时还是个孩子，亲眼看着家里人一个个
倒下去，这种伤痛一辈子无法忘记。”夏淑琴对记
者说，“今天和习总书记一起参加公祭仪式， 为国
家公祭鼎揭幕，这是我有生之年得到的最大安慰。

国家的强盛， 就是对我死去的亲人和
３０

万亡灵最
好的告慰。”

一起参加揭幕的还有
１３

岁的阮泽宇， 他的祖
辈也惨死在日寇的屠刀之下。“我要好好学习，报
效国家。”简短的话语，充满了力量。

鼎，国之重器。铸鼎纪事，积淀着中华文化的
历史情愫。

随着幕布缓缓降下，一尊高
１．６５

米、重
２０１４

公
斤的三足圆形铜鼎呈现在人们眼前。“国行公祭，

法立典章。铸兹宝鼎，祀我国殇。”鼎身上镌刻着
１６０

字铭文和
２８７

字记事， 记叙了南京大屠杀史实
和国家公祭日的设立。

随着
３

声“和平大钟”的鸣响，

３０００

羽和平鸽振翅
飞翔，人们从悼念的悲痛中感受到了奋进的力量。

７

月
７

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７７

周年、

９

月
３

日
抗战胜利纪念日、

９

月
３０

日烈士纪念日……今年以
来， 习近平总书记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多场隆
重的纪念活动。 以此向世界鲜明地表达中国人民
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庄严宣示
中国人民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
来的坚定立场。

抚今追昔，

７７

年前的黑暗历史早已终结———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保卫人民和
平生活坚强能力的伟大国家，中华民族任人宰割、

饱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人民正
在意气风发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习近平铿锵有力的话语，真
切地表达出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民族自信。

痛定思痛，警钟当须长鸣不止———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和平像阳光一样
温暖、像雨露一样滋润。有了阳光雨露，万物才能茁
壮成长。有了和平稳定，人类才能更好实现自己的
梦想。“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
需要维护的。只有人人都珍惜和平、维护和平，只有
人人都记取战争的惨痛教训，和平才是有希望的。”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殷忧启圣，多难兴邦。

七十七载，青史昭彰，生生不息，山高水长……”

“和平发展，时代主题，民族复兴，世代梦想。

龙盘虎踞，彝训鼎铭，继往开来，永志不忘。继往开
来，永志不忘。继往开来，永志不忘！”

公祭仪式上，由
７７

名青少年朗诵的《和平宣
言》表达出亿万中国人民的共同信念———中华民
族的发展前景无比光明。

（新华社南京
１２

月
１３

日电）

□

新华社记者杨绍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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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祭 民之愿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上午
７

时，当国旗为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降下， 一份对于国
家和世界未来的新期待也从此刻升起。

这是最高规格的国家公祭。 面对历史的
伤痛，缅怀无辜罹难的同胞，以国家名义祭奠
死难同胞， 寄托着一个心愿， 传递出一份心
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在公祭仪式上的讲话掷地有声———

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 否认罪责就意味着
重犯。

７７

年前那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是日本
帝国主义侵华暴行的典型， 是中华民族历史
上的巨大创伤， 更是中国人心底无法抹去的
痛。呼唤多年终于成为现实的国家公祭，让中
国人找到了抚慰伤痛的出口。 从民众的心愿
到国家的行动，当五星红旗半降、《和平宣言》

声起、 国家公祭鼎亮相……国家凝聚了个人
意志、担当起民众期待。

从南京大屠杀的
３０

多万遇难者， 到抗战
八年的

３５００

多万伤亡军民， 中国人民为世界
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巨大牺牲。从中国到世界
各地， 亲历了这场战争的幸存者和他们的后
人，以各种方式传递着历史记忆，回击着那些
妄图抹杀历史美化侵略的言行。他们也推动了
国家公祭，因为他们更懂得和平来之不易。

中华门城墙，日军的弹孔依然清晰可见，

夜色下的城砖映出霓虹的灯光。 当历史与现
实“叩响”同一块城砖，会传递声声追问———

经过了
７７

年，我们是否已经足以抵御外侮？应
以怎样的精神状态面对未来？

国之祭， 民之愿。 以国之名祭奠遇难同
胞，既可告慰亡者，更能鼓励生者。走出被侮
辱与被损害的历史悲情， 以人性的光辉点燃
建设富强国家的热情， 这是中国人寄托在国
家公祭之中的心愿。

人同此心， 世同此愿。 以国之名悼亡抚
生， 不仅为建设一国繁荣， 更为维护世界和
平。 让战争所涉及的所有国家和人民反思警
醒，让人类永久远离人寰悲剧，这是中国人期
待通过国家公祭传达的一份心声， 也是全世
界大多数人的心声。

（新华社南京
１２

月
１３

日电）

各地举行国家公祭日祭奠活动

新华社南京
１２

月
１３

日电（记者潘晔
孙彬）

１３

日
１０

时，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
仪式开始，为悼念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而拉响的防空警报声回荡在南京上空。

这一刻的南京，汽车、火车、轮船汽笛齐
鸣，路上行人停下脚步，默哀。

这一刻的公祭现场，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公祭仪式并向死难同胞默哀，一万名各界代表
手持菊花、佩戴着白花、紫金草徽章静静肃立。

这一天的中华大地， 以国之名悼念平民
死难者，凝聚民族信念和力量，举国上下、深
切悼念死于日寇屠刀下的遇难同胞。

在北京， 位于丰台区卢沟桥畔的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当日未开馆前预约参观
人数已逾万人。为方便群众祭奠，抗战馆提前
半小时开馆， 在大厅入口处布置了

３

个献花
台，并为参观者免费提供祭奠用的鲜花。抗战
馆的官方网页还启用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日”专题。

在重庆，从大轰炸惨案遗址到普通社区，

再到中小学校，数千名市民、学生以多种形式
参与国家公祭日活动。 全善中学七年级五班
的
５５

名同学举办了主题班会， 朗诵了自创的
《我们不会忘记》；渝中区大坪街道七牌坊社
区，

６０

多名社区居民在空地上点起了白蜡烛，

３６０

只白色蜡烛组成了“

１２

·

１３

”的字样，为战
争中失去生命的普通民众和献出生命的烈士
们默哀致敬。

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展厅内，

来自驻沈阳某部官兵、市内高校、中学及社会
各界人士

２００

多人，齐聚在此参加“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烛光纪念、祭奠在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中牺牲的先烈及死难同胞”主题活动。中国
近现代史料学会副会长王建学教授在祭奠仪
式上说，“南京大屠杀与沈阳‘九一八事变’密
切相关，‘九一八’ 之后日本实施侵占中国图
谋， 在随后的侵华战争中制造了一系列骇人
听闻的大屠杀事件。痛定思痛，引人警醒：积
贫积弱，落后必然挨打。举国公祭死难同胞，

知耻而后勇，必然会激发全民族爱国热情，凝
聚圆梦中华的力量。”

在上海， 金山区金山卫历史文化公园举
行的国家公祭活动上，社会各界约

４００

名代表
向遇难同胞纪念雕塑敬献花篮， 向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和淞沪战役“十月初三惨案”遇难同
胞志哀。“在国家公祭日重温抗战史， 我们首
先要向为保家卫国而付出生命与鲜血的抗战
老兵们致敬。”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
任、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表示，四万万中
国人民众志成城，不怕牺牲，由战略退却到战
略反攻，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赢得民族解
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历史证明，只要中国人民
团结起来，对任何强敌都能战而胜之。

中共中央党校硕士研究生葛志强说，我
们缅怀历史，并不是狭隘地纠结于过去，而是
以历史真相伸张正义、教育后人。通过纪念来
尊重历史， 给过去一个交代， 让积怨得以释
放，让宽容得以延展，让正义得以彰显。

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认为， 以国
之名祭奠抗日战争中死难的同胞， 能够振奋
民族精神，警醒国人永远不要忘记国耻，继承
先烈遗志，团结一心建设中华家园，实现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与记者：李江涛、岳瑞芳、吴振东、石
庆伟、王建、张琴）

12

月
13

日，

3000

羽和平鸽在公祭仪式现场振翅飞翔。 新华社记者王晔摄

12

月
13

日，

6

名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

新华社记者李涛摄
12

月
13

日，大学生通过国家公祭网祭奠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12

月
13

日，外国友人参加“烛光祭”。

新华社记者孙参摄

链接 相关资料

》》

夏淑琴：从“受害者”到“守灵人”

据新华社南京
１２

月
１３

日电（记者霍小光
蔡玉高蒋芳）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国家公祭仪式上，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为国家公祭鼎揭
幕。站在总书记身旁的，是

８５

岁的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代表夏淑琴和

１３

岁的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遗属阮泽宇。

在
１００

多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中，为什
么是夏淑琴作为代表揭幕国家公祭鼎？

１９３７

年
１２

月
１３

日上午， 一队日本兵闯
进她位于新路口

５

号的家中， 转瞬之间，九
口之家就剩下了

８

岁的她和
４

岁的妹妹。

夏淑琴回忆道， 姐妹俩靠家里仅剩的
炒米、锅巴活了下来，

１４

天后才被收养。

冥冥之中有天意， 不幸的夏淑琴被历

史选中。 时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
席以及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美国
牧师约翰·马吉用一架

１６

毫米的摄影机，记
录下了日军疯狂屠城的情景。片中，马吉牧
师也拍下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夏
淑琴等人当年的镜头， 使得她们也都凭借
这部纪录片，成为不容置疑的历史见证人。

因“经历了磨难并为历史作证”，

１２

月
９

日，

８５

岁的夏淑琴获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颁发的“特别贡献奖”。

她是第二个获得这一奖项的幸存者。

赴日证言、与日本右翼打官司，一辈子
都很坚强的夏淑琴， 在

１３

日的公祭仪式上
却有些难抑自己的情绪。 她告诉记者：“想
到要参加公祭仪式，昨晚我就一直睡不着，

真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激动过。”

“国家强大了，百姓再也不遭苦了。”夏
淑琴感慨地表示，“国家举行公祭仪式，是
对死难亲人、同胞最好的慰藉，希望后辈们
都能记住历史，坚决不能让历史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