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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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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昨隆重举行

习近平：否认历史罪责意味着重犯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
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3日上午在南
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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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表重要
讲话。他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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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
委会委员长张德江主持公祭仪式。

习近平为国家公祭鼎揭幕

1937年的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入

南京，对我同胞实施长达40多天灭绝人性

的大屠杀，30万生灵惨遭杀戮，人类文明史

上留下最黑暗的一页。2014年2月27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

定，以立法形式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举行。9时56分，习近平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步入现场，站立在群众方阵

前。18名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兵齐步

行进至公祭台两侧，持枪伫立。10时整，公

祭仪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

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嘹亮

的歌声响彻云霄。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默哀。公祭现场拉响了防空

警报。同一时间，南京全城警报响起，汽

车、火车、轮船汽笛齐鸣。

默哀持续一分钟。军乐团奏响低回空

灵的《安魂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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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名南京市青少年饱含深情地

宣读《和平宣言》。随后，习近平同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代表、85岁的夏淑琴老人和一

名少先队员一起，缓步走上公祭台，为国家

公祭鼎揭幕。

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

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今天，我们在这

里隆重举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

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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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中国人民坚定不移

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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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指出，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南京

大屠杀惨案震惊了世界，震惊了一切有良

知的人们。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都对南京大屠杀惨案进行调查并从法律上

作出定性和定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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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强调，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

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

仇恨。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

贡献。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

就意味着重犯。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

态度，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不论

说了多少遍，不论说得多么冠冕堂皇，都是

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对这些错误言

行，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

坚决反对。

任人宰割时代一去不复返

习近平指出，此时此刻，我们要告慰所

有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不幸罹难的同胞

们，告慰所有在日本侵华战争中不幸死难

的同胞们，告慰所有在近代以来中国抗击

外来侵略中英勇牺牲的同胞们，告慰所有

在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的伟大斗争中英勇献身的同胞

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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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发展前景无比光

明。

习近平强调，此时此刻，中国人民也要

庄严昭告国际社会：今天的中国，是世界和

平的坚决倡导者和有力捍卫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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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名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共同撞响“和

平大钟”。随着三响深沉悠远的钟声，3000

羽和平鸽振翅飞翔，寓意着对30万死难者

的深深追思和圆梦中华的雄心壮志。

“数”说首个国家公祭仪式
77名青少年朗诵《和平宣言》，和

平大钟撞响3次，放飞3000羽和平鸽

……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

祭仪式上，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有着特殊

的寓意。

在为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敬献花

圈后，南京市77名青少年代表现场朗

诵《和平宣言》。宣言中对南京大屠杀

历史的客观描述和对遇难同胞的深切

缅怀，让很多现场公众落泪。据了解，

之所以选择77名青少年诵读宣言，在

于“77”这个数字寓意南京大屠杀惨案

发生77周年。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永久设立“国家公祭鼎”，是首个

国家公祭仪式的重要内容。据设计者

介绍，国家公祭鼎的设计亦有数字寓

意，铜质的鼎身和铜质的底座重2014

公斤，石质的底座重 1213公斤，象征

2014年12月13日举行首次国家公祭。

仪式的最后一项议程，是由6名来

自南京市工、农、兵、科、学、企界代表撞

响和平大钟3次，每次间隔5秒，第一次

钟声响起时，放飞3000羽和平鸽。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朱

成山介绍，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30万以

上，这是经战后国际军事法庭认定的事

实，不容任何诋毁与质疑。“3”声钟响和

“3000”羽白鸽，寓意纪念30万遇难同

胞，也是再次重申这一法定事实。

首份诗经体《和平宣言》

国外公祭如何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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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是对遭受纳粹屠杀的平民进

行缅怀。而日本则意图借此完成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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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链接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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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公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