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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凛冽寒风凛冽，，冬雨绵绵冬雨绵绵。。南京的大南京的大

街小巷已落满法桐的黄叶街小巷已落满法桐的黄叶，，侵华日军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的松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的松

柏依然苍青柏依然苍青。。昨日昨日，，南京在寒冬中迎南京在寒冬中迎

来第三个国家公祭日来第三个国家公祭日。。

77 时时，，天刚刚亮天刚刚亮，，国旗在侵华日国旗在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缓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前缓

缓升起又徐徐半降缓升起又徐徐半降，，为遇难同胞下半为遇难同胞下半

旗志哀旗志哀。。

1010 时整时整，，庄严的国歌声响起庄严的国歌声响起，，公公

祭仪式开始祭仪式开始。。80008000 余名各界代表统余名各界代表统

一列队一列队、、胸佩白花胸佩白花、、肃穆而立肃穆而立，，雨水打雨水打

湿了人们的脸庞湿了人们的脸庞，，却几乎没人抬手去却几乎没人抬手去

擦拭擦拭。。耄耋之年的幸存者和抗战老耄耋之年的幸存者和抗战老

兵也站在雨里兵也站在雨里，，戴着的帽子也都捏在戴着的帽子也都捏在

手里手里。。据统计据统计，，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

者仅存者仅存107107人人，，平均年龄超过平均年龄超过8585岁岁。。

1010 时时 0101 分分，，凄厉的防空警报响凄厉的防空警报响

起起，，江上的轮船江上的轮船、、路上的汽车跟随鸣路上的汽车跟随鸣

笛笛，，轰鸣声震荡着古城南京的大街小轰鸣声震荡着古城南京的大街小

巷巷。。纪念馆里雨声淅沥纪念馆里雨声淅沥、、万人肃立万人肃立，，

纪念馆外行人驻足纪念馆外行人驻足、、车辆停驶车辆停驶。。人们人们

在同一时间为遇难同胞默哀在同一时间为遇难同胞默哀。。

这一分钟这一分钟，，在这个城市在这个城市，，时间仿时间仿

佛凝固了佛凝固了。。

静默的人们仿佛陷入了回忆静默的人们仿佛陷入了回忆：：7979

年前的这一天年前的这一天，，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

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30 万同胞惨遭万同胞惨遭

屠戮屠戮，，六朝古都满目疮痍六朝古都满目疮痍，，无数民众无数民众

流离失所流离失所。。那是南京城历史上最黑那是南京城历史上最黑

暗的一天暗的一天。。

在南京城内在南京城内 1717 个丛葬地个丛葬地，，鲜花鲜花

铺满了纪念碑铺满了纪念碑，，市民们自发进行悼市民们自发进行悼

念念。。在北极阁丛葬地在北极阁丛葬地，，人们身着黑人们身着黑

衣衣、、手捧菊花手捧菊花、、低头默哀低头默哀。。退休市民退休市民

侍建伟已经连续侍建伟已经连续 88 年来参加悼念活年来参加悼念活

动动。。她说她说：“：“没有强大的军事没有强大的军事、、国力国力，，

中国人永远都不能站起来中国人永远都不能站起来。。血的教血的教

训应该化作民族振兴的动力训应该化作民族振兴的动力。”。”

一分钟默哀后一分钟默哀后，，街头的人流车流街头的人流车流

恢复恢复，，纪念馆里的仪式继续进行纪念馆里的仪式继续进行。。7979

名南京青少年代表宣读了名南京青少年代表宣读了《《和平宣和平宣

言言》：“》：“前事不忘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后事之师，，殷忧启殷忧启

圣圣，，多难兴邦⋯⋯多难兴邦⋯⋯””

当纪念馆里的和平大钟撞响当纪念馆里的和平大钟撞响，，

30003000 只和平鸽飞向天空只和平鸽飞向天空，，人们对遇人们对遇

难同胞的缅怀并没有随公祭仪式而难同胞的缅怀并没有随公祭仪式而

结束结束。。2222 岁的南京市民刘龙在悼念岁的南京市民刘龙在悼念

活动后说活动后说：“：“悼念让我们更深刻地认悼念让我们更深刻地认

识到民族的苦难与和平的可贵识到民族的苦难与和平的可贵。”。”

（（据新华社据新华社））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介绍，新中

国成立后，我国在1984年、1997年

还曾经两度开展过大规模调查，试

图用“大海捞针”的方式找到一些

散落在乡野的历史细节。

1984 年 5 月至 8 月，为建立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作普查。这次普查是在南京市

的 6 个城区、4 个郊区范围内进行

的，虽然时隔近 50 年，不少幸存者

已经逝世，但仍有较多的幸存者、

受害者和目睹者健在，经过 4 个多

月的普查，发现幸存者有 1756 位，

积累了一批珍贵的第一手口碑证

言资料。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

集》。

1997 年，纪念馆发动 14000

多人进行调查。这些人主要是高

校和高中学生，其中包括 26 名来

自日本的大学生。他们经过专门

培训后，在 40 天内对南京市 15 个

区县所有 70 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

调查，回收有效调查结果 1213 份，

从中确认了一部分遇难者名单。

第三个国家公祭日

全城共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哭墙”在延伸 直到每位遇难同胞都有名字

国家公祭日前夕，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的遇难者
名单墙上又新增了 110 个姓名，总数达到 10615 个。这是被民间称作“哭
墙”的第五次延长。历史不容忘记，随着南京大屠杀研究调查的不断深
入，名单墙仍将艰难地延伸。

最早一次对死难者进行的调查是

1945 年 12 月。当时，尚未重返南京

的国民政府发出公告，动员南京市民

“尽情陈诉遭受敌伪暴行迫害的事

实”，并设置了首个敌人罪行及南京大

屠杀案的调查机构——“南京敌人罪

行调查委员会”。

“这次调查涉及面广、参加部门众

多，其产生的档案史料，是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名单来源的主体。”南京市档

案馆夏蓓研究员介绍，此外，当时还有

“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和“临

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

委员会”等三个调查机构，对日军在南

京烧杀淫掠以及破坏城市建设、经济

发展等方面的罪行进行调查。

记者在南京市档案馆查阅，从1946

年7月1日《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记录》这份档案来看，

“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负责人陈光

虞在会议上宣布，“已得一可靠数据，即

为敌人惨杀者为295885人，其后救济总

署加入对被害人家属予以救济，因之续

有数百户人民申请救济，由此续得到统

计为96260人，共计已有39万人。”

2007年12月3日，作为55卷《南

京大屠杀史料集》的重要组成部分，8

卷《遇难同胞名录》在南京出版。该名

录采取卡片的形式，以档案文献、口述

资料及群众来函等为基础，收录了

13000余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较为详

尽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

籍贯、住所、职业、被害时间、被害地

点、被害方式、调查人、陈述人等。

研究者究竟如何从历史档案、一

份份调查表中找到遇难者和幸存者的

姓名，制作成名录和词条？

“早在 2000 年开始，学者们便开

始搜集整理资料，一点一滴地从这些

60年前的资料中，积累遇难者和幸存

者的名字。同时，还必须确保每位遇

难者信息，均有史料或出处，且尽量能

够相互佐证。”名录主要编纂者南京大

学教授姜良芹说。

姜良芹举例，在一份1946年6月

15 日由市民袁福生向南京法庭提供

的证言里，编辑者们看到了高大有遇

难的经过。而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593－27 敌人罪行调查表之七，编辑

者们也看到了关于高大有的记录。于

是，这个叫高大有的遇难者被收录在

名录中。

两次“大海捞针”

退休前，费仲兴是南京炮兵学院

的数学老师。该校坐落于南京汤山，

是南京的东大门。2001年，他从汤

山地区的老人口中了解了更多南京

大屠杀的日军暴行。“南京陷落后，日

军在城东扫荡时进行了疯狂屠杀，其

延续时间又比城内长得多。”

2004 年，费仲兴正式退休，有

了充足的时间。从南京师范大学申

请了专项基金资助后，费仲兴开始

蹬着他那辆400元买来的“二八”永

久牌自行车，开始了为期3年，对汤

山地区 3 个镇、90 多个自然村的漫

漫走访之路。在3年的调查中，费仲

兴总共访问了350多名当地的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用田野调查的方式

为遇难者名单增添了834个名字。

仍然有很多像费仲兴一样的

人，在继续研究档案、开展实地调

查，纪念馆也一直在努力与海外的

南京人取得联系，开展遗属登记，

希望以多种途径获得更多新的线

索，为更多亡灵找到身份。

“每一个准确姓名的背后，就

是一张真实的面孔，一个鲜活的生

命。不管寻访遇难者的工作有多

难，我们都会一直做下去。”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

馆长王伟民介绍，目前，还有数千

个遇难者的姓名有待进一步考证，

确认后都将一一增刻到“哭墙”上。

（（据新华社据新华社））

自行车上的田野调查

从档案里找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