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声声不息 传承不止

（文字稿）

【大题头】

主持人：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

我是侯贞。欢迎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特别访谈《声声

不息 传承不止》。

今天是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古都南京警报长鸣、举城同悼，以

国之名、寄托哀思。

85 年前的今天，也就是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沦陷。在这之后的六个星期内，

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大量平民及战俘被杀害，无数家庭支离

破碎，遇难人数超过 30 万。

历史需要铭记，更需要传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日渐年迈，但他们的后代已经走

向前台。今年 8月，首批 13 名“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获得认证，这意

味着将有越来越多的人正式接过接力棒，成为传承历史记忆、传播历史真相的“主

力军”。

在第九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前，我们采访了其中几位传承人，

用声音讲述真相，让传承永不停歇。

（地点 1：王府园。）

【压混出录音】

常小梅：他母亲死掉以后他就去找他父亲，父亲是跪在地上，然后就推他父亲说：

“爸爸、爸爸。”这么轻轻还没动，人倒下去了。再一看前面衣服有血了，就是

子弹已经穿过了胸膛嘛，所以他一看爸爸妈妈都死了，然后跑过去跟姐姐讲……

（渐弱）

主持人：这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常志强的女儿常小梅在跟我们动情地讲述着当年

的那段历史。

1937 年 12 月 13 日，年仅 9 岁的常志强目睹了父亲、弟弟被日军残杀，胸口被

刺伤的母亲在挣扎着给 2岁的弟弟喂了最后一口奶后死去。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就有一座根据常志强故事创作的雕塑《最后一滴奶》。

常志强如今已经 94 岁高龄，他不断教育后代要铭记和传承那段历史。今年 8月，

常志强的女儿常小梅成为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此刻，我跟随常小梅

来到她父亲一家当年遇害的地点——南京王府园。跟我们一起来到现场的还有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崔巍。两位好！

常小梅：主持人好！

崔巍：主持人好！

主持人：他家住在哪里？

常小梅：在前面。

主持人：你带我们去走到那边看看去。

主持人：父亲现在身体好吗？

常小梅：就这个样子吧，反正就是吃啊什么都很正常，腿不能走路，然后晚上，

其实真的是伤害太大。老年了，他有时候他晚上睡觉他会突然的喊，然后嘴巴里

面在讲。

主持人：就突然间大叫吗？

常小梅：对对对。

主持人：像说梦话一样？

常小梅：说梦话，对。当时小孩趴在母亲身上吃奶，然后血和乳汁全混在一起，

然后就血泡泡一直在冒嘛。

主持人：哎哟，妈妈就是临死前……

常小梅：她就已经是没有力气了，已经都快要死了，然后她就把怀里面衣服拽下

来，意思（要喂奶）。她已经不能说话，她看着我父亲，眼泪就是像泪珠就是一

个个往下滚。

主持人：你爸爸，常志强老人当时是 9岁？

常小梅：9岁。

崔巍：9岁应该有记忆了，而且是这种恐怖的记忆。

主持人：有判断了，有认知了。他看到那个场景，自己的亲生母亲被杀害。

常小梅：父亲也被杀。父亲是跪在地上，然后他母亲死掉以后，他就去找他父亲，

找他父亲以后一看他父亲趴在那边，然后就推他父亲说：“爸爸、爸爸。”然后这

么轻轻还没动，人倒下去了，再一看前面就这里就衣服有血了，就是子弹已经穿



过了胸膛嘛。

崔巍：我估计，你家里这个遭遇是日军刚进城时候。

常小梅：对，他就是刚进城的时候，见人就杀。

崔巍：他没有跑到安全区里面去。

常小梅：对。

崔巍：我个人推测就是说对你父亲这一家人施暴的日军部队，就是谷寿夫的部队，

日军第六师团。

常小梅：对，第六师团。

崔巍：第六师团那支部队就是从中华门过来的。

常小梅：对。

崔巍：当时谷寿夫在受审的时候，还狡辩说他的部队在南京只住了几天，暴行是

其他部队干的，所以他不应该承担刑事责任。但是您的这么一个家庭的经历就可

以有力地反驳，这是施行了重大的暴行的。

主持人：这个路线是吻合的。

崔巍：路线是吻合的，是的。

常小梅：师傅你好，小王府园（怎么走）？

路人甲：小王府园，前面不是有个幼儿园嘛，幼儿园左拐小门进去这一排就是。

常小梅：谢谢哦。

主持人：谢谢你哦。

常小梅：它叫小王府园，因为我父亲讲得很清楚，小王府园。他讲了一个丁字型

路口，可能就是这个地方，所以我父亲讲，因为全部拆掉了，都看不见原来的面

目了，但是他知道就是在这一块，所以他那时候自己会跑过来看啊，弄啊。

主持人：他自己来吗？

常小梅：他自己来，他以前从来不跟我们讲的，他都是自己，他能走，他跑到夫

子庙，跑到纪念馆。



主持人：他自己来，你有没有跟他聊过？这是一个很悲痛很伤心的地点。

崔巍：是的是的。

常小梅：对，但是我们家以前是从来忌讳谈这个，我们从小到大不知道我父亲家

被杀的所有的细节，从来没有提过，如果不是我父亲后来讲（我还不知道）。他

还不是跟我们讲，他是在外面讲。我以前不理解我父亲，因为我父亲很少有笑脸。

在我印象中我父亲是冷漠的，所以我跟他没有多少那种就女儿跟父亲应有的那种

情感。

崔巍：这个说实话，其实幼年时候的创伤在他心中落下的烙印始终挥之不去。

常小梅：对，他没有办法……

崔巍：他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就像你讲的，他才 9岁，9岁的时候，有这样的记

忆话，可能是……

常小梅：它是一个悲惨的经历，所以他没有办法（忘记）。今后你再快乐也改变

不了他脑子里面的那种记忆，所以这种记忆是被雕刻的。

崔巍：对，是的，这是一种精神创伤。

常小梅：他这个创伤还延续，你看我们就觉得有情感缺失，对吧？其实就是一种

延续。

崔巍：是的。

常小梅：也是对我们造成了一种伤害。

崔巍：我个人觉得这种创伤呢，既不能淡忘，但是也不能让它过度地发酵。是吧？

我们要记住这个事情，但是也不能为它所左右。

常小梅：（叩叩敲门声）师傅你好，我又碰到你了，还记得啊？我有一年问你大

屠杀的事情？常志强。

路人乙：哦，常志强啊。

主持人：对，她父亲是常志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您是一直住在这儿吗？

路人乙：我一直住在这儿，60 年了。

主持人：60 年了。

常小梅：对，他就跟我讲了，他父亲和爷爷跟他讲过这个事情，是这边屠杀的事



情。你好，你好。

主持人：这是你儿子吗？

路人乙：对，我跟他说过这个事情。

张同学：我在里面正在学习，然后看到你们。

主持人：小伙子你今年多大，你哪一年的？

张同学：我是 2000 年的。

主持人：千禧年是吧？今年 22 岁了，你怎么称呼？叫什么？

张同学：我姓张，我现在正在准备考研。

主持人：噢，大学毕业了是吧？

张同学：然后我得知你们在门口讲这个事，我就赶紧想出来问一下情况。

主持人：想看一看。

崔巍：这也是一种传承，一种历史的传承。

张同学：对对，我其实挺想加入的，我以为（你们）是纪念馆的。

主持人：想当志愿者吗？

张同学：我一直很想到那边当志愿者。

主持人：为什么想当志愿者？

张同学：说实话每年这个时候，我看了身边的不少同学其实对这段历史是没有什

么感觉的，甚至是有点麻木的，所以每次到这个时候就感觉其实蛮心痛的，所以

我觉得我自己是比较有责任的。

主持人：靠你们年轻人了。常老师，你看年轻人，今天他主动，刚才听到我们讲

话来问，对这段历史他也有自己的想要表示的，你看到是什么心情？欣慰吗？

常小梅：其实我欣慰。我觉得特别高兴，我觉得铭记这段历史，因为你只有铭记

了，你才能知道苦难，你知道了苦难，你才懂得去有忧患意识，然后你才懂得去

珍惜，你才懂得去怎么样去开创未来的美好。

张同学：是的。



常小梅：所以我觉得有年轻人能够记住这段历史，我觉得特别好，你也可以向你

的周围的同学去讲述这段历史。希望你考完研究生以后，然后能去做纪念馆的志

愿者。

张同学：我心里面一直有这个希望。

常小梅：我可以给你引荐。

张同学：我心里面一直有个希望，就是……

主持人：去做志愿者？

张同学：对，去做志愿者，就是把这一份精神发扬出去，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是

很幸福的。社会上面现在普遍弥漫着一种说法，就是说现在生活压力太大了，或

者是生活日子多苦多苦，但是我每每一想到就是这些前辈所受过的苦难，他们都

是连温饱都是个问题，甚至连生存都是个问题，我们还有什么好不知足的呢？

常小梅：是的，讲得太好了。

主持人：好，谢谢你。祝你考研顺利、成功。

张同学：谢谢，谢谢！

主持人：崔老师您以前有没有来过这儿？

崔巍：我经过过这儿，但是具体到这个地方来，我还没来过。

主持人：今天也是第一次。

崔巍：跟着常老师来看，对我自己也是一种教育，也是一种学习。

主持人：二位那边有个地方，我们可以到那儿坐一会儿好不好？

常小梅：好的。

主持人：虽然这个地方已经不是当年的物了、当年的房了，但是就是这个地点，

还有能感觉到历史的那种……

崔巍：厚重感。

主持人：您是什么样的心情、感受？

崔巍：我感觉到我又重新走回了历史，虽然已经物是人非，但是这个地点曾经发



生的事情呢，还是让人非常有感触的。就这么一个小的地点，我们就应该铭记历

史，以小看大、见微知著，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把历史传承下去。也就是说，这

个地点才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主持人：常志强老人他们一家的遭遇比较具体地集中在这个地方。

崔巍：对，是的。

主持人：当时的南京城是个什么样的？您做这个研究的。

崔巍：如果说当时南京城的话，南京大屠杀遍布南京城。我的感觉基本上是现在

南京区域的江南部分，都是南京大屠杀的这么一个部分，集中区域比如说我们大

家都知道的，比如草鞋峡，包括栖霞山这边都有大规模集中暴行爆发地点。另外

就是说分散的暴行，其实城里面都有，因为日军所到之处都有暴行，但是如果说

南京大屠杀的集中的暴行范围，我觉得北可能到长江，包括江面上当时都有暴行，

向南的话就是雨花台、中华门这一带，离这儿就不远了。

主持人：崔老师您作为研究者，你说像常志强老人这种家庭，他是幸存者，然后

现在女儿是历史记忆传承人。你觉得像他们的这种个体的经历，对这种记忆他的

去讲述让更多的人知道，对于史学研究来说意味着什么？

崔巍：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历史资料。因为现在做历史的话，有一种研究法就叫

口述历史。

主持人：对。

崔巍：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的问题，很多历史事件，但是南京大屠杀是重点之一

了。就是说由当事人传给当事人的后代，或者传给他周围的人，然后再一代一代

传下去，把它用文字记下来，既是一种珍贵的历史资料，同时也是一种传承历史

的方式。特别是对于像南京大屠杀这样子，重大的民族的这么一个民族之殇。那

么我觉得这种形式应该推广开来，无论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还是从社会面上普及

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国家的历史遗产记忆的角度，它都是必不可少的。

主持人：常老师您现在已经成为传承人了，接下来您对于这段记忆的传承还有什

么要做的吗？

常小梅：这段历史必须传承。

崔巍：是的。

常小梅：因为有那么多人不知道，对不对？因为你知道了才有一种忧患意识，你

才会觉得我有向上的精神，我要把国家建设得强大，最起码我不让战争再发生，

我不要去再挨打，我不要去再挨饿，我不要被屠杀，这个是最直接的。所以我觉

得为什么要去传承？其实南京大屠杀跟我们每个人真的是有关系的，不是没有关



系。

崔巍：是的。

主持人：还是会继续去讲，讲这段历史？

常小梅：这个必须要讲。纪念馆有需要讲的时候我也会去讲，然后我周围的人，

比如说在适当的时候，我也会去跟别人讲这段历史。

主持人：还有到学校去是吧？

常小梅：学校，对，学校会去讲，也会去月牙湖小学讲述这段历史。

主持人：那我们跟您一起去月牙湖小学好不好？

常小梅：非常期待。

主持人：请我们崔研究员也一起好吗？

崔巍：好，可以可以。非常荣幸。

主持人：好，那我们就一起去。

【片花一】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 85 周年，当年浩劫中幸存下来的孩童如今已是耄耋

之年。时光催老了人们的容颜，但不会改变历史真相，不会消磨人们的勇气。这

段承载了家族伤痛、民族之殇的世界记忆正代代相传，正义之声、和平之声历久

弥坚。

（地点 2：月牙湖小学。）

【出现场声】

常小梅：大家好。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段 85 年前的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在我父

亲脑海里记忆了一辈子，就像梦魇一样的，不时他就会想到那段场景，在脑海中

显现出来……（渐弱）

崔巍：刚才听了常阿姨的介绍，我也是很有触动。说实话，其实我这个家族我也

是南京人，在南京大屠杀当中我这个家族也是有损失的，我的外公的妹妹就在南

京大屠杀中被杀掉的。松井石根我想大家都知道吧，当时他是日本华中方面军司

令官，就是他指挥的日军部队攻陷了咱们当时的南京，而且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

京大屠杀……（渐弱）

李玉瀚：常阿姨好，我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的曾外孙，我叫李玉瀚。我想



问一下，我的太婆和你的父亲有没有什么相同的经历？

常小梅：他们都有遭受了这场屠杀的经历，其实他们都看到了自己的亲人被杀，

他们坚强地活了下来。你和我都有义务将这段历史很好地传承下去。

李玉瀚：谢谢，我也会尽我的所能把这段历史传承下去。

常小梅：好的，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李玉瀚：好的。【现场鼓掌声】

小朋友：我想问一下崔教授，面对日本这种行为，其它国家有没有发表什么观点

和态度？

崔巍：好，谢谢这个同学的提问。你这个提问相当有深度，可以说已经有了一点

国际视野。日本其实它是从它自己的一种……（渐弱）

主持人：我们今天跟孩子们讲了很多，哪一个问题让你印象特别深？

常小梅：问了一个，他太婆和我父亲有什么样的相同的经历，我没想到他会问我

这个问题，小朋友问这个问题。

主持人：说明他也在思考。

常小梅：他在思考。

主持人：他可能听到他家里太婆的故事，但是他可能还不清楚别人那些曾经的经

历，汇集到一起的时候，这样一个个个体的记忆汇集到一起，就拼凑出那个年代

的这座城市之殇。

常小梅：对，太不容易了。

主持人：今天这种跟孩子们面对面的方式，包括你看二位你们讲完之后，孩子们

其实提问很踊跃。

崔巍：对，是的。

主持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直接地和他们的一个交流。

常小梅：对，比如说你去纪念馆你看过，但是你不知道背后的故事，你只是看做

了一个冰冷的雕塑。

主持人：可能看的是一些史料、照片。



常小梅：对，但是你不知道背后是有温度的，是有那种画面感的。

主持人：有情感。

常小梅：有情感，他不知道。但是当你讲出来的时候，他就知道了，那背后的故

事是那么惨烈，扎人心。所以我觉得讲述是有必要的。

主持人：所以这也是您这个身份，传承人的价值。

常小梅：对，我觉得是的。

主持人：其实除了这些小学生们还有很多人，崔教授您觉得我们今天在这么一个

和平的年代，我们还是要去讲述这段历史的意义在哪里？

崔巍：我觉得这个记住历史，不是记住仇恨，只有铭记自己民族的历史，特别是

苦难的历史，那么这个民族才有希望，才能向前走，才能迎接将来的世界。我想，

忘记历史就是背叛，绝不是一句空话。我们应该讲好历史，研究好历史，同时要

把历史呢，可以说在某些层面作为一种工具，就是说让它传承下去，我们不怕揭

一些疮疤，你像这种国耻这些事情，但是我们更要向前看，记住历史就是向前看

的第一步。

主持人：现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经仅剩 54 位了。

常小梅：对。前几天又去世了一位。每次当我听到又走了一个的时候，心里面就

像揪一下。虽然跟我没有那种血缘关系，但是因为我赋予了这个身份以后，我就

感觉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又少了一点什么，特别难过。

主持人：幸存者越来越少，所以你作为幸存者的后人，这个责任也就越来越大。

常小梅：对，是的。这会变成我原本是后台的，现在就是说我必须到前台去了。

每当去世一个人，我就觉得我又要跨前一步了。

崔巍：我觉得我们肩上的担子也更重，因为生老病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规律，已

经过去 85 年了，当事人一个个走掉，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就像常老师作

为幸存者的后人，她要把传承下去，同时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研究者，也应更加要

保存这段历史，研究这段历史，深化这段历史，我觉得我们这个担子就更重了。

主持人：这是传承人，您是历史研究者，你们都有这个责任要去发现这段历史，

去讲述这段历史。那我们普通人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能做什么呢？

崔巍：普通人一方面过正常的生活，另外一方面要留一份家国情怀在自己的心中，

我不能说我是一个普通人，我就对国家大事完全就是冷漠、不关心。

主持人：与我无关？



崔巍：不能有这种心态，只要你自己留有一份中国人的情怀，因为你自己身上流

着中国人的血，那么这样一来的话，我想咱们民族精神就会代代相传下去。

常小梅：其实我觉得，南京大屠杀其实真的跟每个人都有关系，为什么这样说？

如果说我们当年要是国家都强大了，你说老百姓可能遭受这场浩劫吗？不可能，

对吧？所以说你每个人只要你是中国人，我觉得你都有义务维护和平，然后就是

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吧，就把国家建设得强大，这个真的不是一句空话，众人

拾柴火焰高，每个人都去努力了，你说这国家无论从军事到科技，你说都能高速

发展，谁还敢欺负你呢？对吧？所以我说跟每个人是有关系的。

主持人：刚才其实现场也有同学提问，提问的是“其他国家怎么看？”

崔巍：我觉得小学生能提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非常好。

常小梅：很深。

崔巍：给我印象是最深的，说明他们已经开始有国际视野。我们也应该从小培养

咱们的年轻一代这种国际视野，从大的视野来看待历史。那么我想对于我们传承

我们的民族精神，发扬光大我们的民族文化，记住我们民族的苦难，都是很有好

处。

主持人：你以前也曾经几次到过日本去？

常小梅：我去过一次，2018 年，我是作为健在的幸存者后代去的。

主持人：当时也是要去讲述吗？

常小梅：就是做的证言，去了五个城市。

主持人：做证言？

常小梅：对。第一场是到广岛，他们底下人听得特别认真，然后最后就还问了我

一个问题，他就问我，他说你恨日本人吗？直截了当就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后来

我就说，其实我要恨，我是恨杀害我亲人的军国主义，但是我对日本民众我没有

任何恨，今天我能坐到这里，就证明我们是友好的，那么都是为了共同开创美好

的未来，所以他听完以后他特别高兴。在东京，我看到一个日本人等我做完证言

下来的时候，他就一直站在那边，然后说“对不起，对不起”。然后我就觉得怎

么说对不起？然后后来我看看旁边没人，我就问他，我说是跟我说吗？他说是的，

点头，然后他递上来一张纸，他就说他父亲曾经是侵华的日军。然后我还看到日

本年纪比较大的，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老兵，连跪了两次，下跪。所以，其实这场

战争……

崔巍：普通日本人，他们也在觉醒。



主持人：我觉得这也给我们提一个问题。崔老师你觉得我们怎么样让南京大屠杀

那段历史能变成一种世界的记忆？

崔巍：我觉得有几方面合力的，第一方面就是说我们自己要讲好我们自己的故事，

中国人不仅要对中国人讲故事，而且要对全世界的人民讲故事。另外一方面，我

们还要逐步取得一个国际话语权，要讲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让西方了解我们中国

人的一套行为逻辑。第三个就是对这个历史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只有你拿得出令

人信服的一些研究成果，一些史实，打消别人的疑虑，那么我们才能够有说服力。

这一点很重要。前段时间，南京大屠杀的一些档案资料已经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

录，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件事情。这种工作应该继续地开展下去，

深入挖掘更多的这些档案史料。

主持人：谢谢二位。

【片花二】

2022 年 8 月 15 日，首批 13 名“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获得认证，夏天

行、徐宏夫妇就在其中。幸存者后代正式接过传承历史记忆、传播历史真相的接

力棒。

“我叫徐宏，我是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我的母亲叫王素明，她是南

京大屠杀幸存者。我母亲在今年 3月 23 号去世。”

“我叫夏天行，是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我的岳母她叫王素明，她的

父亲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被日本侵略者残忍地杀害。这段历史我们是永远不能忘

记的，忘记了历史就会重蹈覆辙。”

（地点 3：夏天行家。）

主持人：王素明老人有没有跟你们讲过，当时日本人来的时候，她家的遭遇？

夏天行：讲的，那就可怜了。当时她父亲是一个有文化的人，是一个校长。他当

时为了保护进步学生和教师，日本鬼子就来抓他了，抓了以后很快就遇难了，就

（被）杀害了。后来她的生母知道这个事情以后悲愤交加，也很快就去世了。这

样子以后她家里就是家破人亡，家里从此就败落，这个房子也给烧了。就是因为

南京大屠杀是改变了她的一生，她也是南京大屠杀惨剧的一个缩影。她如果不是

南京大屠杀，肯定受过良好的教育，她不会是寄人篱下，过得这么悲惨。

主持人：老人实际上已经走了，她没有看到你们成为了记忆传承人。

夏天行：没看到。

主持人：你觉得她要是能看到……

徐宏：她肯定很欣慰。



夏天行：她看到之后肯定是感到无限的欣慰。作为家族的记忆，能够代代相传。

我会告诉我们的女儿，告诉我们的朋友，告诉我们的外孙。

徐宏：我们到国外也去过，他会用英语。

主持人：你跟外国人会交流吗？

夏天行：简单的会讲一些。2019 年，有一个美国人问你哪个地方的？我说我是

南京，我说南京是个美丽的城市。最后我就跟他讲，但是南京是南京大屠杀的发

生地，我说我的爱人的母亲，就是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我就把这个事情讲给他

听。他们感到非常震惊，不可思议。他们问的最多的就是 why？为什么？

夏天行：所以我们在发现这个事情，我经常看到美国人，或者我在加拿大看到加

拿大人，只要提到南京，我都会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告诉他们。我老岳母的

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日本政府要道歉，要向受害者赔偿，她就这两个愿望。

主持人：以前我看您有一个报道里面是说过有一个美国人听过你的讲述之后，他

还专门跟家人来过南京？

夏天行：来的，照片有的，是戴维。戴维这个人他非常好，他在美国有听我们讲

过这个事情，他也非常震惊，有一年他讲说我到中国去看看，到这来以后，我老

岳母就带他到江东门纪念馆去参观，参观以后他非常吃惊，后来他还在留言簿上

留名，还捐了款。这件事是我老岳母最高兴的事。

主持人：您现在是首批历史记忆传承人，做了传承人之后，有没有做一些什么要

去传承的一些活动，有没有？

夏天行：有。在成为了历史记忆传承人以后，我就更加注意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资

料的收集、整理，要揣摩历史的真相。

主持人：所以我觉得现在你们二位成为传承人，一定是妈妈想看到的。

徐宏：母亲的影响。

主持人：也算是继承遗志。

夏天行：我们要讲，受害者不能保持沉默。

徐宏：我母亲的心愿就是希望我们不要忘记这段悲惨的历史，所以我们有责任和

义务传承下去。要珍惜现在当下的和平和幸福生活，也要呼吁和平。

夏天行：我还要继续地努力学习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一些历史资料，让更多的人知

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了解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起因，绝对不能让历史的悲剧

重演，要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



【片花三】

“我叫马雯倩，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马秀英的重孙女，也是紫金草志愿者。我很

有幸成为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

铭记是最好的纪念。随着时光流逝，幸存者后代已成为传承南京大屠杀记忆的重

要力量，和平的声音代代相传。

“未来我将继续通过志愿服务传承祖奶奶的记忆，也会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平的来

之不易，并且携手共同将和平传递下去。”

（地点 4：马雯倩家。）

主持人：祖奶奶她生前是做什么工作？

马雯倩：年轻的时候当过老师，然后有卖过鱼，然后还有跟着妈妈是卖菜还是什

么的，什么都干过。

主持人：你出生的时候她多大了？

马雯倩：我出生的时候（她）七十几岁。

主持人：1937 年的时候她 16 岁。

马雯倩：对。

主持人：所以她那个时候她应该记忆就很深了。

马雯倩：对，其实都马上成年了都快。

主持人：马秀英老人她就是幸存者，她可能当时那个时候已经看、听很多了，她

有没有跟你讲过？

马雯倩：她有讲过。当时她哥哥是去领良民证，然后路上被卡车拖走了，然后他

们去的时候就已经被拖走了，没有看到他人，就是完全没有联系，找不到了，肯

定是遇害了，因为拖上卡车之后他们肯定都死了，日本人会处理掉。从她的话语

中其实还是能听出她的一些难过的，因为毕竟是她的亲哥哥，她的三哥。她当时

也是躲起来了，一直躲在好像是堂子街家里面门后面的，然后日本人大概搜了一

下，没有发现她，她就一直躲在里面没有出来。

主持人：你是从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在学校里就变成一个志愿者。你把这

个消息告诉她，她是怎么说的？

马雯倩：她其实很开心，然后她希望我们做下去，也希望我能号召我身边的朋友、

同学一起做下去，因为和平来之不易。让我们一定要珍惜和平，然后这件事情做

得很有意义，就很欣慰的感觉。在我做志愿者的过程中，我也有遇到过一个老人，



他是一个城市摄影师，他给我们拍了一张照，然后就说你们做得事情很有意义。

未来我将继续通过志愿服务传承祖奶奶的记忆，也会让更多的人知道和平的来之

不易，并且携手共同将和平传递下去。

【压混出录音】月牙湖小学学生齐声朗诵：《和平宣言》

巍巍金陵，滔滔大江，钟山花雨，千秋芬芳。

一九三七，祸从天降，一二一三，古城沦丧。

侵华倭寇，掳掠烧杀，尸横遍野，血染长江。

三十余万，生灵涂炭，炼狱六周，哀哉国殇。

……（渐弱）

主持人：今天在月牙湖小学，学生们齐声朗诵了《和平宣言》，少年之声铿锵有

力。

就在我们这期节目录制前夕，又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向远松去世了，至此

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下 54 位。

见证人越来越少，传递者越来越多。今年 8月 15 日，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

传承人获得认证，这 13 位幸存者的后代肩负着守护历史记忆的责任。

对一代代中国人而言，尽管每次回望、翻阅和触摸，都令人倍感痛楚，但铭记历

史的伤痛，转化为珍爱和平的自觉、维护和平的担当，应成为每个人的责任。

让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的“90 后”、“00 后”主动走进那段浸满血泪的岁月，

成为历史回声的倾听者、和平理念的传递者，让和平的种子在全世界生根发芽。

也唯有不忘过往、以史为鉴，才能走好未来之路！

【压混出录音】月牙湖小学学生齐声朗诵：《和平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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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