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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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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侵略者悍
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给中国人
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灾难，中
国城乡战火连绵、硝烟四起，中国人
民生灵涂炭、苦难深重，中国大地赤
地千里、饿殍遍野。

1937 年 12 月 13 日，侵华日军野
蛮侵入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
京大屠杀惨案，30 万同胞惨遭杀戮，
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残害，无数儿童
死于非命，三分之一建筑遭到毁坏，
大量财物遭到掠夺。侵华日军一手
制造的这一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惨
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三大惨
案”之一，是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
行，是人类历史上十分黑暗的一页。

令人感动的是，在南京大屠杀
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们的同
胞守望相助、相互支持，众多国际友
人也冒着风险，以各种方式保护南
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
暴行径。他们中有德国的约翰·拉
贝、丹麦的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美
国的约翰·马吉等人。对他们的人
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
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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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京 大 屠 杀 惨 案 铁 证 如 山 、不 容 篡

改。任何人要否认南京大屠杀惨案
这一事实，历史不会答应，30 万无辜
死难者的亡灵不会答应，13 亿中国
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上一切爱好和
平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

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历来具有

不畏强暴、敢于压倒一切敌人而不
被敌人所压倒的英雄气概。面对极
其野蛮、极其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具
有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中国人民没

有屈服，而是凝聚起了同侵略者血
战到底的空前斗志，坚定了抗日救
国的必胜信念。在中国共产党号召
和引领下，在全民族各种积极力量
共同行动下，中华儿女同仇敌忾，视
死如归，前仆后继，共御外敌。

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
中国人民付出了伤亡 3500 万人的沉
重代价，用生命和鲜血打败了日本
侵略者，赢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伟大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谱

写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抗外来侵
略的壮丽史诗，彻底洗刷了近代以
后中国屡遭外来侵略的民族耻辱，
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
豪感，也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开辟实现民族复兴的正确道
路创造了重要条件。

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
自古以来，和平就是人类最持

久的夙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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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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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应因一
个民族中有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发起
侵略战争就仇视这个民族，战争的
罪责在少数军国主义分子而不在人
民，但人们任何时候都不应忘记侵
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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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

之往。”近代以后的100多年时间里，
中国人民无数次经历了战争磨难，
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弱肉强食不
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不是人
类和平之计。和平而不是战争，合
作而不是对抗，才是人类社会进步
的永恒主题。

刚才，我们为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国家公祭鼎庄严揭幕。我们设置
这尊鼎，就是要向世人宣告“昭昭前
事，惕惕后人”、“永矢弗谖，祈愿和
平”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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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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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
（2014年12月13日，上午）

习近平

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
（2014年12月13日，上午）

习近平

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新华社记者 霍小光 蔡玉高 蒋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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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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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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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祭仪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和各界代表走进纪念馆展厅，
参观《人类的浩劫——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史实展》。习近平等仔细观看，
在南京保卫战、日军在南京的大屠杀、
对日本战犯审判、南京大屠杀历史见
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展区，习近
平不时驻足，详细了解有关情况。

参观结束时，习近平、张德江在
签字簿上签名。随后，习近平等亲
切会见了参加仪式的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代表和遇难者遗属代表。

马凯、刘奇葆、许其亮、韩启德
一同参加上述活动。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和老
同志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
和江苏省、南京市、南京军区负责同
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
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港澳台同
胞代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
表，二战中国战区和遭受过日本法
西斯侵略的亚洲国家驻华使节代
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遇难同胞
亲属代表，江苏省各界群众代表等
参加公祭仪式。来自中国、日本、韩
国、美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
200 余名中外记者在现场进行采访
报道。

12月13日上午，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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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李学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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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滚长江奔流不息，六朝古都草木枯荣。77
载时光荏苒，一段伤痛记忆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
一股强大力量在民族心中不断积聚——13 日，中
国迎来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历史与现实于此交汇，中国和世界共此悲
恸。“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公祭仪式上深沉而坚定的讲话，
回荡在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上空。这是一个饱
经沧桑的国家对死难同胞的隆重祭奠，是一个走
向复兴的民族面对昔日伤痛的深刻思考，是强大
的正义力量对军国主义分子的严正警告，更是负
责任大国倡导、捍卫世界和平的有力宣示。

昭昭前事，惕惕后人。以国祭之礼缅怀南京
大屠杀及所有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
是为了守护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捍卫一个不容
否认的真相。“卅万亡灵，饮恨江城。日月惨淡，寰
宇震惊。兽行暴虐，旷世未闻。同胞何辜，国难正
殷。”正如公祭鼎上镌刻的铭文，“南京大屠杀惨案
铁证如山、不容篡改。任何人要否认南京大屠杀
惨案这一事实，历史不会答应，30 万无辜死难者
的亡灵不会答应，13 亿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
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掷地
有声的话语，既是对妄图抹杀侵略战争的日本右
翼分子的当头棒喝，亦向世界昭告了中国捍卫历
史真相的坚定决心。

守护真相是一种责任，捍卫和平是一种使
命。“历史告诉我们，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
要维护的。”在光明与黑暗的此消彼长中，历史无
数次昭示着一个真理：国弱则民辱，国强则民立。
国家之沉沦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南京大屠杀中 30
万同胞付出了血的代价；民族之觉醒又能激发怎
样的力量，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
利是最好的答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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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无比
光明的发展前景，告慰着那些在战火中不幸罹难
的同胞，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为了伟大梦想而接
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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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对和平的深情礼赞，蕴含着
中国与世界相处的古老智慧、宏大视野与宽广胸襟。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
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饱经战争磨难，更加懂得和
平的珍贵。“弱肉强食不是人类共存之道，穷兵黩武不是人类和平之计。”正
是这样苦难的历史，这样痛彻心扉的感悟，赋予中国和平发展的坚定意愿以
及与世界共筑和平、同享繁荣的美好期待。今天，虽然和平的阳光普照大
地，但我们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侵略者所犯下的严重罪行。以史为鉴才
能面向未来。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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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高度警惕、予以坚决反对，是所有爱好和平人们共同的责任。

永矢弗谖，祈愿和平。中华圆梦，民族复兴。让历史的记忆化作奋进的
力量，融入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谱系。现在，中国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让我们牢记曾经的苦难，不断增强团结一心
的精神纽带、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
进，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贡献更大的力量。

让战争的阴霾远离人类，让和平的阳光洒满人间——这是13亿中国人
民的共同心愿，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期盼！

（新华社北京12月13日电）

深切的缅怀庄严的宣示
—
—评习近平总书记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重要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