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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祭
据新华社南京 12月 13日电 13日，南京

在寒冬中迎来第九个国家公祭日。10时 01
分，凄厉的防空警报响起，江上的轮船、路上的

汽车跟随鸣笛，警报声、鸣笛声响彻大街小巷、

长江两岸。

这一分钟，南京的时间仿佛凝固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

肃立着约 3000名胸前佩戴白花的各界代表。

85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

屠杀——30万同胞惨遭杀戮，古都南京满目疮

痍，无数民众流离失所……那是南京城历史上

的至暗时刻。

自 2018年起，南京将“默哀一分钟”明确

写入条例，确保国家公祭仪式的庄重感和仪式

感，传递了一座城、一城人对历史的敬畏，对和

平的坚守。

喧嚣繁华的南京商业中心新街口，车辆停

驶，行人驻足；早高峰刚过的地铁站里，人们停

下脚步观看电视直播国家公祭仪式；在全城十

几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人

们低首默哀、缅怀逝者。

“我们很快就会渡过这个难关，群魔乱舞

之后，安宁和秩序将会重新来临……”南京大

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内，学生们朗诵着

《拉贝日记》选段，将亲手折叠的和平鸽放置在

约翰·拉贝塑像前，表达谢意，祈愿和平。

“龙盘虎踞，彝训鼎铭，继往开来，永志不

忘……”国家公祭仪式进行到尾声，85名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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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托着对死难者的深沉哀

思和对世界和平的坚定向往。

八十五载，痛感未敢忘。南京之痛，不仅

仅是一座城市的悲剧和灾难，还是国家之殇、

民族之痛，也是人类之劫、文明之耻。

12月 13日，全国抗战主题纪念（博物）馆

同步举行悼念活动；全国 40多所小学通过网

络云课堂同步举行“童心记历史 云上共朗读”

主题班会；晚上 6点半，“烛光祭·国际和平集

会”线上线下同步举行，来自日本、美国等地的

国际友人手秉白烛，通过网络为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致哀。

“外敌的蹂躏和战争的磨难，使中国人民

更加懂得和平的珍贵。”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

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

周峰表示，我们坚决反对否认和美化侵略、伤

害民族情感的言行，在每一次悼念中敬畏生

命，在哀思中凝聚奋进之力。

无声证言！731部队再添新罪证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 731部队）旧

址是世界战争史上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

细菌战遗址群。在第九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之

际，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改陈工

程完工。2万余件（页）新遗物、新档案、新史料

首次展出。一件件物证，为 731部队进行人体

实验、研制细菌武器和实施细菌战再添新铁

证，揭露着无法掩盖的历史真相。

731部队留守名簿 揭开“恶魔”之脸

走进陈列馆，用六种语言书写的“反人类

暴行”映入眼帘。

二战期间，侵华日军以研究防治疾病和饮

水净化为名，实则用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等

进行活人实验，研制和生产细菌武器，这支驻

扎于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秘密部队便是 731
部队。

在展厅的玻璃柜内陈列着一页页泛黄的

名簿，封面上用日语写着“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留守名簿”，多媒体展示屏上，部队成员的签

名、人员来源、身份构成、职级、亲友信息、印章

等清晰可见。

“经过几十年的线索梳理，我们在日本国

立公文书馆的一个分馆，找到了这个名簿的线

索。经过几年的认证许可、严格审查，终于以

展览的形式对外开放。”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

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

据名簿记载，731部队共有成员 3497名。

金成民说，这些档案揭开了这支“恶魔部队”

的秘密面罩，与其生物战、人体实验、战后贻

害等罪行一起，昭告其反人类、反文明、反伦

理暴行。

电流孵卵器 为细菌实验再添铁证

陈列馆内，一个高约一米的四方形金属柜

首次亮相。这是一个电流孵卵器，内装有铁丝

网，外面有一层金属门，里面还有一道玻璃门，

顶部有可调控通气阀，外门上有“株式会社”

“电流孵卵器”等字样，制作精良。

“这是 731部队进行细菌实验的铁证。731
部队捕捉、饲养老鼠，目的就是繁殖鼠疫菌，并

用于人体实验、发动细菌战，所以 731部队也被

叫作‘老鼠部队’。”金成民说，731部队细菌生

产部有一个生产班，每天组织人员进行鼠疫菌

的培养。据统计，至少有 3000人在这里被 731

部队用于人体实验。

专家指出，包括鼠疫、霍乱、炭疽等各种传

染病病原菌，这些在军事行动中用以杀死人、

牲畜和破坏农作物的致命微生物、毒素等，被

称为细菌武器。它是与化学武器、核武器并列

的三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之一。731部队的细

菌研究实验从 1932年开始，到 1941年基本完

成，但并没有完全停止，一直延续到 1945年日

本战败。

2000余件战争遗物力证日军毁灭证据

除了“跨国取证”、科研发现，对相关遗址

的持续考古挖掘也是 731部队罪证研究的重要

一环。

四方楼遗址是 731部队进行细菌实验和人

体实验的核心区域。70多年过去，遗址破损严

重，考古人员从埋藏坑和下水道里挖掘出 2000
余件战争遗物，包括铁器、玻璃器、铜器、陶瓷

等，其中玻璃器、铁器居多。据了解，这些器皿

多用来盛放实验研究所用的各种制剂。

“为了公众安全，一些可能装着有毒物品

的容器没有展出，但在挖掘中能够看到容器上

写着‘毒’等字样。”黑龙江省文物博物馆学会

理事长李陈奇说，据资料记载，为销毁罪证，

1945年 8月日军撤退前，曾匆忙就近销毁实验

设备，并将细菌实验室炸毁。这些文物，是日

本侵略者企图毁灭罪证的第一手证据。

（据新华社哈尔滨12月13日电）

这是土陶制细菌炸弹（复制品）。

玻璃器皿。 细菌培养箱内匣。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