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日，2014年 12月 13日，甲
午年丙子月戌午日。岁寒之时，国
家公祭之日，以国之名，追忆逝
者，缅怀英灵。古城南京，穿越历
史的沧桑，于千回百转中，体味一
场亘古未有的仪式感。前日上午，
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国
家公祭仪式。

高亚洲

这不是一次国家情愫的发酵，更不是
一次历史宿怨的低吟，乃是以立法之厚
重，以祀与戎之端庄，言说国之大事。时
间依然要回到 2014 年 2 月 27 日的那个下
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经
表决通过，决定将 9 月 3 日确定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 12 月 13 日设
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如果说纪念，是因于那不能忘却的回
忆，那么公祭，则是源于那不能抹平的伤
痛。历史追溯到77年前，法西斯日军悍然
闯入南京城，从1937年12月13日到1938
年1月，对我手无寸铁的同胞进行了长达6
周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根据不完全的
统计，超过 30 万同胞在这场大屠杀中遇
难。暴行之残忍，浩劫之悲壮，正如后来
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法官要求金陵大
学美籍历史学教授贝德士估算大屠杀的人
数时，他惶恐地说道，我不知道从何说
起，南京大屠杀涉及的范围如此之广，没
有人能够对它进行完整的描述。

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为何将一座城
的苦难，上升到一个国家的公祭？为何要
以法之名去郑重其事？南京大屠杀，不是

一个城池的灭顶之灾，而是一个民族的浩
劫，它是中华民族历史幽深处无法忘却的
伤痛，没有可以被忽略的历史现场，没有
可以被挥洒的另类说辞。但是，来自日本
右翼的否定历史、美化侵略的持续行径，
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背离，更是对民
族尊严和世界和平的悍然侵犯。于此而
言，把家殇、城殇变为国殇，是对深重灾
难的深刻牢记，是对民族尊严的坚决捍
卫，是对人类和平的立场表达。这样的国
家叙事姿态，既是对历史的“传承与判
断”，也是对现实的表达与坚定。

当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国家以民族的
历史痛点，传达对民族记忆的唤醒，表达
对国际秩序的姿态，一如纪念是为了更好
地出发，那么公祭则是为了在历史痛感中
砥砺前行。正如习近平在今年三月的一次
国际演讲中所言，谁忘记历史，谁就会在
灵魂上生病。一个因忘记历史而灵魂生病
的人，是难以在历史的线性演进中，探幽
出成长之路的，对一个国家，亦当如此。
背负着历史记忆中的痛感，并不是要刺激
和培养仇恨，而是要在历史的敬畏中，朝
着一个向好的目标，坚定前行。

历史的痛感是具象而真切的，只因为
所背负者都是具体而真实的个体，于此而

言，于历史痛感中砥砺前行的主体，正是
一个国家的每个公民，一个民族的每个子
孙。而这其实也正是国家公祭日所要流泻
出的情绪表达，正如某权威大报所积极肯
定的，以国家公祭日的形式奠祭，表明抽
象的国家已经拟人化，国家的意志、信念
和情感，正与普通人情相融。这也提醒我
们每一个人，我们可以超越个体、家庭和
小圈子，也可以超越了血缘、社交圈与乡
土的情感，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是共同
在悲痛，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是我们共
同的责任与义务。

没有谁可以置身于历史之外，也没有
谁可以超脱于历史之上，更没有谁可以被
剔除在“我们”中。具体说来，这个人可以
是为那面民间哭墙不断增加名字的历史挖
掘者，也可以是拭去纪念碑尘埃的清扫者；
这个人可以是为将国家公祭日拉入国家视
野的奔走呼号者，也可以是在国家公祭日
静思默哀的过路人；这个人可以是为维护
慰安妇人权的法律工作者，也可以是纪念
馆内讲述历史的志愿者。总而言之，每一
个在历史痛感中，不断凝结和感召民族精
神，不断修炼和沉淀公民气质，在推动国
家进步、实现民族繁荣的积极贡献者，都
是值得赞赏的历史亲历者和洞穿者。

新京

以国家公祭的方式，来提醒苦难，
来备忘历史，因之成为一种勇气，一种
责任。它是我们必须承载的重量，也更
是一个民族可以保持清醒并汲取力量的
源泉。

当警报声响起，全城默哀。中国南
京，一座曾经的血泪之城，在时隔77年
之后，在2014年12月13日，迎来了首个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也是
我们第一次以国之名，高规格祭奠南京
大屠杀中30万名死难者同胞。

1937年之后，南京就已不再只是南
京人的南京，不再只是中国的南京，她是
全人类的南京，更是全人类的伤城。但是
国家公祭，决不仅仅是一种悲痛的表达或
仇恨的宣泄。它首先是一种对于历史的正
视。不论是南京，还是奥斯维辛，都供奉着
人类永远的记忆。正像当年曾无私救助中
国平民的德国人拉贝说过的：“可以宽恕，
但不可以忘却。”其次更是一种不可遏止

的未来愿景，是许和平于未来。
记忆并且正视南京大屠杀，从来都

不是政治的需求，而根本是不可忘却的
承担，是不得不正视的人类生存的隐
喻。但在过去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
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几乎被许多
国家遗忘。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记
忆，除了发生时间、死亡数字这样一些
基本史实外，也从来不曾丰满过。比如
一直以来，在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内的遇
难者名单墙上，名字只有 10505 个，与
30万相比显得尤为不足。记得在南京大
屠杀70周年纪念之时，媒体一份来自对
南京高校1000名学生的调查显示，有半
数以上的人不知道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日是哪一天，三成多的人不知道南
京大屠杀发生在哪一年。

是什么让一段屠城血泪变成模糊？我
们要怎样胸怀巨大的阴影活在当下？如果
真实的历史仍被解构或疏离，我们面对的
又将是一个怎样的未来？失却记忆的宽恕
与和解，仍等同抹杀与否认。只有当苦难

成为一种真实的记忆，苦难才可能成为一
种关乎未来的洗礼。我们今天以国家公祭
的方式，来提醒苦难，来备忘历史，因之成
为一种勇气，一种责任。它是我们必须承
载的重量，也更是一个民族可以保持清醒
并汲取力量的源泉。

长期以来，一些不愿正视历史、甚
至美化侵略的论调仍然时有出现，一些
国家仍不愿意承担相应的历史任务的现
象仍然存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于
南京屠城血案的国家公祭，不光是一次
历史的反刍，不光是为了领回属于我们
的悲壮与胜利，更重要的是一种对于战
争的警惕，以及对于和平的表达。终结
战争的，从来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也
只有和平，才是人类理性的成果。“让白
骨可以入睡，让冤魂能够安眠，把屠刀
化铸警钟，把逝名刻作史鉴，让孩童不
再惊恐，让母亲不再泣叹，让战争远离
人类，让和平洒满人间。”刻在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照壁上的这
段话，是今天人类共同的未来与方向。

大屠杀死难者公祭：许未来以和平

李克济

1937 年 12 月 13 日，侵华日军在中国
南京开始实施惨绝人寰的大屠杀。30万！
这不是一个冰冷而抽象的数字，而是由一
个个鲜活的生命组成的，每个生命身后都
有着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国破家亡胞死
之痛，不断噬咬着我们的心灵，它让我们
感到无比痛苦，也让我们从未如此清醒。

南京大屠杀，如同奥斯威辛集中营，
不仅是历史留给某个国家的伤疼，也是留
给全世界的伤痛。我们以国家公祭日的形
式悼念，不是要咀嚼战争苦难，不是要延
续历史仇恨，而是要守护真实的历史，是
要保留这段屈辱与奋起的民族记忆，是要

培养大国公民应有的历史价值观，是要唤
醒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守护好人类和
平。“历史不应该是记忆的负担，而应该
是理智的启迪”，我们不忘历史、铭记苦
难，是为了警惕历史反复，从历史中汲取
智慧启迪，获得开创未来的精神力量。

70多年过去，正义与邪恶的较量并未
结束。从否认野蛮侵略罪行，到参拜二战
战犯，再到解禁集体自卫权、架空和平宪
法……现实警醒我们，日本右翼势力有扩
展泛滥的趋势，日本军国主义有死灰复燃
的危险。这不仅是对历史真相和公理正义
的公然藐视，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蓄意
破坏。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
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但是爱好和平

并不等于纵容罪恶。中国不惹事，但也不
怕事，我们绝不会让历史悲剧重演。

70多年过去，那些逝去的同胞，无法看
到中华民族在屈辱中的奋起。中国不再是
积贫积弱、四分五裂，不再是发展落后、任
人欺凌，而是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
屹立在太平洋东岸。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
能自强。今天，我们离民族复兴的梦想从未
如此之近，此时我们更要铭记历史、戮力同
心、共襄发展。只有一个更加强大、更加文
明、更加现代的中国，才能保卫每一个国民
的安全，才是对死难同胞的最好慰藉。

今天，遥想30万同胞死于非命的惨状，
我们流下的是悲情泪水；明天，化历史悲情为
奋斗动力，我们缔造的将是伟大的民族复兴。

化历史悲情为奋斗动力

微言

博议

有一说二

国家公祭日，历史痛感中砥砺前行

为30万同胞点起和平烛光

@金融工程1401：仇恨，是为了让我
们更好地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为中华之崛
起而奋斗。为30万同胞点起和平烛光。

@圈大哥：国人当自强，落后就会挨打
被凌辱！记住南京大屠杀不是为了传承仇
恨，而是要让我们自己记得因为落后积弱而
任人宰割屠戮凌虐的耻辱，不再让历史重演！

@骑马的乌龟：不管有多么尊重彼此的
文化，却依旧没有办法抹去历史在血液中的
沸腾。历史没有如果。第一个全国公祭日，
以战胜国的荣耀祭奠，以屈辱的百年史为警
钟。为中华之崛起奋斗！

@热血的夜猫：在中国孱弱时外国的殖
民者、侩子手们对我国民的屠杀、践踏，以
及在国家危难时为求自身的利益而甘当汉奸
荼毒、背弃国家者，中国的复兴定会狠抽尔
等族族辈辈几个耳光，加油。

@夜辰星在闪耀：勿忘国耻，振兴中
华！曾经的历史将永远铭记在心！

@Lee李i李i：面对那样的残暴无人道的
一幕幕，怎样的勇气面对这些悲惨怎样的求
生本能才能面对这些惨绝人寰！伤心……历
史的天空太悲惨太血腥，不能也不可能忘记！

@Dream：铭记历史，我辈自强，是最
好的祭奠和告慰。

@芒种锵锵：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为什么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仅仅是日本人
的无耻吗，还是中国人该做的很多却没有
做，今天的国家公祭才算是补了一节课。

@偷偷留两手：公祭，为这个国家所
有无辜的死难者。

@射手座DerSchatten：我觉得我们爱
国并不是去砸日货，抵制日货。而是我们各
方面的国货应该比他们更好，我们的官员要
比他们更清廉，我们的街道要比他们更干
净，然后我们的桥和房子比他们更结实，还
有我们这些年轻人，更要比他们更有希望和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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