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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 13 日上午在南京
隆重举行 2020 年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
公祭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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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国旗下
半旗。3000余名各界代表胸前佩戴白花，
默然肃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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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市全城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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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旋律中，解放军仪仗大队
16 名礼兵将 8 个花圈敬献于公祭台上。
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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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深沉悠远的钟声，3000 只和平鸽展
翅高飞，寄托着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无
尽哀思和对世界和平的向往坚守。

今年公祭仪式比往年多了“医护元素”，
参与撞钟的医护代表、抗疫英雄邱海波说，
“这次参加公祭仪式不仅体会到和平的重
要性和生命的可贵，也更加体会到医务人
员在和平环境下守好生命防线的重要性。”

落合纯子是南京晓庄学院外国语学
院日籍老师，她说，6 年前刚到南京时
就参观了纪念馆，当时心里受到很大冲
击，深切地感到和平的可贵，希望两国
的孩子们能有更多的交流，更好地维护
和平，也希望更多日本人能来南京看看，

了解那段历史的真相。
12 月 13 日下午两点半，《命运与

共——约翰·拉贝及家族与中国的友谊》
展览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开展。“展览以‘拉贝之门’为入口，
这是拉贝故居办公楼大门的场景复制。”
回顾那段历史，不惑之年的陈诗皓百感
交集。他的祖父陈文书是约翰·拉贝的
秘书，“83 年前，在这扇大门里，拉贝
戴着头盔，接听电话，写日记；在这扇
大门内，收容了前来避难的难民。这是
希望之门，这是生命之门！”

曾经深受苦难的城市，更懂得和平的
可贵。“世界和平法会”在南京大屠杀遇
难者名单墙前进行。与此同时，日本东京、
京都、长崎也举办了和平法会。中日人民
共同镌刻和筑牢这段历史的记忆，向两国
乃至世界发出和传递和平的声音。

烛光莹莹，哀思沉沉。连续多年的“烛
光祭·国际和平集会”是人们在这个特殊
日子里的最后一个仪式表达。德国人尼克
是第二次参加烛光祭活动，他曾与同事常
晅一起翻译了原创歌剧《拉贝日记》的德
语版本。尼克说，“不同行业、不同年龄
的人们都来悼念死难者、祈愿世界和平，
从他们眼神中，我看到了所有人对和平的
渴望，我也将会继续向西方世界讲述那段
历史，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 文  孙庆  付岩岩  朱娜  陈澄

回望历史深处，以国家名义祭奠同胞

国家公祭日

意大利江苏总商会在米兰举办纪念活动

2020 年 12 月 13 日晚，国家公祭日烛光祭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白色的花圈围绕着一个巨大的奠字，下方是熊熊燃烧的长明火。冬日的夜空中，小号演奏的《南

京记忆》如泣如诉，现场庄严肃穆。在和平颂的歌声中，纪念馆工作人员、医护工作者和在校大学生
用蜡烛点亮象征和平与希望的紫金草蜡烛。� 图  万程鹏

当地时间 12 月 13 日下午，中国国家公祭日，
意大利江苏总商会联合各旅意商会在米兰举办纪
念活动，通过线上、线下活动，追忆历史，表达
热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心声。

活动中，与会者共同观看国南京大屠杀纪录
片，并进行了在线座谈。大家纷纷表示，生活在

幸福年代，更需要珍惜和平、努力耕耘，即使远
在海外，也要高举爱国旗帜，将维护世界和平的
信念传递下去。

座谈会后，举办了“烛光祭”，为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默哀。
� 文  刘浏

点点烛光寄托深深哀思，声声诵念祈愿世界和平

一场跨越83年的人道主义精神传承
1937 年，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既是南京之殇，也是中国之殇、人类之殇。

鼓楼医院成了黑暗时刻中的微光，留守的医务人员，不分国籍，以勇敢无畏的医者仁心
从日军的屠刀下救治伤者，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幸存者带来重生的希望。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广大白衣天使挺身而出、勇赴国内外抗疫一线，
他们逆行的英姿是抗疫前线最美的身影，他们的坚守是人道主义传承的最好诠释。

一位日本僧侣，一位医生后人，一位抗疫战
士，一位德国学者。第七个中国国家公祭日前夕，
他们共同发声：铭记历史，携手合作，应对挑战。

12 月 9 月，刚吃完早饭，日本真宗大谷派南
京友好访华团秘书长、真宗大谷派僧侣山内小夜
子就匆匆回到办公桌前，与团员们讨论在日本京
都的东本愿寺为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而举行和
平法会的流程细节。

山内小夜子是东史郎案“日本后援团”秘书长，
她的外祖父是曾参与侵略南京的一名士兵。“我
们不能忘记祖父辈时代的加害历史，要正视并学
习历史，诚挚面对南京大屠杀受害者，通过谢罪
反省构筑新的关系。”

距第七个国家公祭日还有 3 天，已过古稀之年
的周锦碚说，每年这个时候他都格外关注南京的
相关报道。周锦碚的父亲周纪穆当年是威尔逊医
生的医务助理，冒着生命危险在鼓楼医院坚守 144
天，参与救治 5000 多人。“去世前父亲一直都想
再去他战斗过的鼓楼医院看一看，由于身体原因，
抱憾离世。”周锦碚一家与威尔逊医生的后人在
南京相聚过，“威尔逊很伟大，美国大使馆多次
劝他撤离，但他还是留下来保护南京人民。这段
历史和人道主义精神在我们家一直代代相传。”

80 多年过去了，这种救死扶伤的精神一直都
在鼓楼医院流传着。鼓楼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
师唐健就是其中一位传承者，入职 24 年以来，她
始终谨记“健康所系，性命相托”这句誓言。作
为江苏第五批援湖北医疗队成员，唐健在武汉同
济医院光谷院区战斗了 50 天，共收治 90 多名重症
新冠肺炎病人，每天都与死神赛跑，唐健和同事
们坚定地“守好生命最后一道防线”。

2007 年的 12 月 13 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二期扩建完成重新开放，南京大
学德语精英班教师尼克随团前去参观，“很压抑，
情难自控，在参观结束后看到那尊洁白的和平女
神雕像，那种意象深深刻在我脑海里，那一刻我
真的感受到了和平的光芒。”

去年7月，原创歌剧《拉贝日记》赴欧洲巡演，
德语剧本就是尼克和同事常晅一起翻译的，“我很
荣幸能帮助这段历史走进西方世界”�。� 文  朱娜

齐晓敏作为南京鼓楼医院的代表，参加了第
二届江苏慈善论坛暨 2020 全省社会组织展示交流
会并捧回第五届江苏慈善奖“最具影响力慈善项
目”大奖，她第一时间与远在加拿大的布莱迪一
家分享这一好消息。“真为你高兴，齐医生！”
斯蒂芬·布莱迪醒来后第一时间回复“又是一年
12 月，可惜今年咱们仍是无法见面”�。

理查德·布莱迪，1931 年至 1942 年在南京
鼓楼医院工作。提起祖父，斯蒂芬·布莱迪满怀
敬重：“1937 年，祖父帮家人在香港安顿下来后，
立刻设法回南京。当时南京城禁止出入，辗转多
地后，他第一批进入了南京城。”斯蒂芬·布莱
迪的女儿、18 岁的梅根说：“曾祖父在我心里就
是英雄，他可以跟全家一起去安全的地方，但他
义无反顾地返回战火中救助难民。”

南京，就这样与布莱迪一家紧紧联系在一起。
2008 年，斯蒂芬带着家人来到鼓楼医院，热心的
齐晓敏接待了他们，并与布莱迪一家成为朋友。多
年来，斯蒂芬多次带全家来南京探访，用齐晓敏的
话说“就像走亲戚似的”�。齐晓敏自2016 年起，
每年两次前往位于非洲的坦桑尼亚桑给巴尔，参
与江苏海外医疗队援助项目。不巧的是，这几年布
莱迪一家每次来南京，齐医生都恰好在桑给巴尔。
除了遗憾不能跟老友见面，斯蒂芬也一度为老友
的安危担心。齐晓敏告诉他，援外医疗队队员们
每次都尽可能做好防护。“再危险也还是想去！”

老友忘我投入的精神，让斯蒂芬想起自己的
祖父。“我的祖父 83 年前在南京救人，齐晓敏如
今在非洲援助，他们都是和平与人道精神的传递
者，”他说，“我为他们感到自豪，他们所在之处，
便是安全区。”�� 文  陈澄

“他是一位美国公民，也是一位人道主义英
雄。”“他将因为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英
勇抗争行为而永远被我们怀念。”美国加州阿卡迪
亚市，罗伯特·威尔逊医生纪念碑上的碑文向人们
讲述着他的事迹。在南京鼓楼医院 1892 楼，威尔
逊救治患者的黑白照片至今仍保存完好，展现着他
医者仁心、救死扶伤的职业操守。

罗伯特·威尔逊出生在南京，1929 年获哈佛
医学院博士学位，1936 年成为鼓楼医院的一名外
科医生。1937 年 11 月，日本侵略军逼近南京，美
国大使馆多次催促侨民撤离。但是，对南京深厚的
感情，医生的职业道德都让威尔逊选择留下来——
“我们怎么能离开病人呢？”

当时的鼓楼医院，患者数量骤增，医护人员锐
减，威尔逊一直处于超负荷状态。伍长德、梁庭芳、
李秀英等后来参加东京审判、南京审判的重要证人，
都得到过威尔逊的救治。

威尔逊的儿子小罗伯特·威尔逊说，“作为一
名外科医生，父亲总是尽力救治那些被日军残害的
平民，有时候甚至一天工作 20 个小时。他在履行一
名医生的职责，这也是源于对中国人民的爱。”在
父亲影响下，小罗伯特·威尔逊也成为了一名医生。

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72岁的小罗伯特·威
尔逊不能去墨西哥义诊。但让他感动的是，他父亲
当年工作过的鼓楼医院，有很多医护人员勇赴疫区。
中国政府赴委内瑞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成员、鼓楼医
院重症医学科主任顾勤就是其中之一。“疫情这么
严重的时候，他们前往委内瑞拉，为需要帮助的人
提供援助，非常令人钦佩。”小罗伯特·威尔逊说。

“大家都在为人类健康一起努力，这是没有国界的。”
顾勤说。� 文  卫鑫   陈雨

12 月13日，德国海德堡约
翰·拉贝交流中心，烛光在约
翰·拉贝塑像前如约亮起。

约翰·拉贝的名字在中国
几乎家喻户晓。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期间，拉贝等人发起建
立南京安全区，为 20 余万中国
平民提供避难场所，《拉贝日
记》也成为揭露日军罪行的铁
证。83 年后的 2020 年，他的长
孙托马斯·拉贝成为另一段感
人故事的主人公。

今年 4 月，托马斯·拉贝
和家人疑似感染新冠肺炎，并
伴有明显症状，但德国境内有
效药品已断供，医院的防护物
资也出现紧缺。情急之下，他
把求援电话打到中国驻德国大
使馆，使馆与江苏省和南京市
政府沟通。短时间内，南京市
政府迅速筹集了 3 万只口罩、
620 瓶药品和 200 套防护服，
于 4 月21日送达海德堡。

看到托马斯·拉贝接受捐
助的消息时，刚刚结束在武汉
抗疫前线工作不久的鼓楼医院
呼吸内科主任医师苗立云心中
一阵温暖。拉贝的事迹他很熟
悉，《拉贝日记》中多次提到
的鼓楼医院就是他工作的场所。
“无论面对战争还是未知的病
毒，向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
是每个有能力、有良知的人的
本能反应，相信拉贝先生和鼓
楼医院的前辈们也抱着同样的
想法。这些国际友人身在异国、
孤立无援，他们义无反顾地坚
守，表现出对生命的尊重，真
正地体现出人道主义精神。”
� 文  刘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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