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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12月13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 13 日上午在南京隆重举行
2023 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
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
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并讲话。

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集会广场举行。现场气氛
肃穆，国旗下半旗。约8000名各界代表
胸前佩戴白花，静静肃立。10时整，公祭
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默
哀，南京市拉响防空警报，汽车停驶鸣
笛，行人就地默哀。默哀毕，在解放军军
乐团演奏的《国家公祭献曲》旋律中，解
放军仪仗司礼大队16名礼兵抬起8个花
圈，敬献于公祭台上。

之后，李鸿忠发表讲话。他表示，今
天我们隆重集会，深切缅怀南京大屠杀
的无辜死难者，缅怀惨遭日本侵略者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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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同中国人民携手抗击日本侵略
者而献出生命的国际战士和国际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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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鸿忠指出，今日之中国，已经成为

充满生机活力的中国，中华民族更加巍
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奋进新征程，
我们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大
力弘扬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不断推进
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李鸿忠讲话后，86 名南京市青少年
代表宣读《和平宣言》，6名社会各界代表
撞响“和平大钟”。伴随着3声深沉的钟
声，3000 只和平鸽展翅高飞，寄托着对
死难者的无限追思和对世界和平的不懈
追求。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政隆主
持公祭仪式，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和
中央军委委员、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
华出席。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
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东部战
区、江苏省、南京市负责同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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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及遇难同
胞亲属代表，国内外相关主题纪念（博
物）馆代表，国内有关高校和智库专家
代表，中日韩宗教界代表，驻宁部队官
兵代表，江苏省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公
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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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南京举行
2023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

李鸿忠出席并讲话

▲这是12月13日拍摄的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现场。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新华社记者 蒋芳 邱冰清

今年12月13日是第十个国家公祭
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各类藏品总量已达19.3万件（套）。

自 2014 年设立首个国家公祭日以
来，纪念馆新增860件（套）文物，其中一
级 文 物 63 件（套）、二 级 文 物 204 件

（套）、三级文物593件（套）。文物无言，
历史有声。记者从新增文物中选取四件，
还原历史真相，警醒国人勿忘国耻。

南京保卫战最后一道坚守作
战命令

这是一份成文于1937年12月11日
24时，有关“死守南京”的作战命令——

“卫参作第44号”命令。该命令由当时南
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向教导总队队长
桂永清下达，右上方加盖有“南京卫戍司
令长官关防”章。

作战命令上，唐生智要求第八十三
军和第八十八师、第八十七师、第七十四
军“固守”光华门等区域阵地，并严令“非
有命令不得放弃违者按连坐法治罪”。然
而仅一天之后即12月12日，唐生智奉蒋
介石命令下达守军撤退令。守军各部因
撤退失序，多数滞留城内，被日军大量屠
杀，损失惨重。

该文物由日本友人岩松要辅于2007
年在日本佐贺县唐津市一家书店里发现，
并于2017年3月底捐赠给纪念馆。与该
文物一同捐赠的，还有教导总队的作战计
划、口令、防御工事说明等原始文件。

“完整的作战命令文本十分稀缺，这
份史料使我们对卫戍长官司令部所发作
战命令的数量、指挥模式及撤退前的部
署，有了清晰了解。”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研究员孙宅巍说。

盖有“极密”印章的侵华日军
战斗详报

已经泛黄的封面上，“极密”印章尤
为显眼，这是一份《自昭和十二年（1937
年）十二月九日至十二月十三日 步兵
第三十三联队 南京附近战斗详报》。

负责征集这份战斗详报的日本爱知
县圆光寺住持大东仁说：“战斗详报是日
军的官方记录，是当时、当天记录下来的
日志，非常可信。日本有一部分人不承认
有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但这就是铁证！”

史料显示，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
三十三联队于1937年12月10日抵达南
京东郊，在紫金山附近与中国守军展开
激战；13 日，占领天文台、太平门，在太
平门附近屠杀了约 1300 名放下武器的
中国军人……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卫星认
为，这份战斗详报来自直接参与进攻南
京并实施大屠杀的日军主要部队，记录
了作战命令、战斗经过、战地日志等。从
日方视角印证了南京保卫战之惨烈，反
映了中国军队付出的重大牺牲。

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
庭长石美瑜的印章

1946 年 2 月，中国设立南京审判日
本战犯军事法庭，史称“南京审判”。南京
大屠杀案主犯谷寿夫被引渡到南京接受
审讯，最终被判处死刑。

该法庭判决书显示：“计于中华门花
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峡等处，
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
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 19 万余人。此外
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

万余具。被害总人数达30万人以上。”
当时，担任该法庭庭长的就是石美

瑜，在谷寿夫判决书上，也盖有他的印
鉴。

2004年，石美瑜的儿子石南阳将石
美瑜自存的谷寿夫判决书底稿、部分日
本战犯的审判笔录等文物，捐赠给了纪
念馆。2017 年，石南阳又将石美瑜在判
决书上使用的印章捐赠给了纪念馆。“父
亲最后一次使用这枚印章，就是南京审
判。”石南阳在捐赠仪式上说。

报道日军“百人斩”暴行的美
国报纸

“根据《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两名日
本军官比赛看谁能先杀死100名中国士
兵，结果都杀了超过100人，双方打平杀
了106人，他们又同意重新比赛杀到150
人为止，12月6日是89比78，12月1日是
56比26。”这是1937年12月14日发行的

《芝加哥每日论坛》中，一篇有关两名日本
军官进行“百人斩”杀人竞赛的报道节选。

在1937年12月6日发行的《纽约时
报》中，也登载了有关日军“百人斩”杀人
竞赛的报道。报道称，来自上海前线的一
份电报详细介绍了两名日本军官之间的
一场比赛，看谁先杀死100名中国人。年
纪分别为25岁和26岁的日本军官把赌
注压在了这项“成就”上。

这两份报纸由美籍华人鲁照宁捐
赠。“百人斩”杀人竞赛是日军残酷暴行
的典型案例。这种罪恶行径不仅是杀死
中国人，更是以虐杀为乐，充分暴露侵略
者的本质。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杨夏鸣
认为，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具有重要的
史料、文物和展陈价值。

新华社南京12月12日电

不容否认！新增文物860件（套）实证南京大屠杀

▲12月13日，在黑龙江哈尔滨侵
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内，
学生为死难者献花。当天，各地纷纷
举行悼念活动。新华社记者 张涛 摄

各地举行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活动

据新华社香港12月13日电（记
者 孟佳）香港特区政府13日上午在
特区政府总部举行仪式，悼念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

出席仪式的有香港特区行政长
官、中央驻港机构代表、特区终审法院
首席法官、特区政府主要官员等。

仪式约10时开始，全体人员肃立
并奏唱国歌，之后默哀两分钟。香港
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献花圈，并带
领出席人士行鞠躬礼。最后，李家超
签署纪念册，其他出席人士随后逐一
上前签署纪念册。

香港举行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公祭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