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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烟远去，国殇难忘。当天上
午 10点多，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参观入口已经
排起了长队，不少前来参观的观众
都自发带了一束菊花，缅怀南京大
屠杀死难者。

来自湖南的小林带着女儿前
来参观，她告诉记者，自己提前一
个星期就预约了票，想在清明节的
时候来此参观，缅怀当年不幸遇难
的同胞，也希望女儿能对这段历史
有更深的了解。小刘和朋友从山
东过来，他们也早早就预约了门
票，小刘说：“之前就了解过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这次我们
把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放在了游玩的第一站，
希望能更多地了解南京。”

还有不少游客因为没有预约到
票，隔着栅栏拍摄雕塑广场的雕塑，
留作纪念。当天上午11点，现代快
报记者查询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
难同胞纪念馆预约情况发现，南京
大屠杀史展区、“三个必胜”专题展
区、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
清明小长假期间均已约满。

在入口处，也有不少身穿紫色
马甲的志愿者在引导观众，其中一

位志愿者手捧一束白色百合花站
在路边。

他是南京审计大学大二学生
李凯录，这是他第一次来纪念馆做
志愿者。“就在几分钟前，一位女生
带着这束花过来参观，但是她没有
预约到门票，就把这束花交给我
了，希望我能替她把花带进去，缅
怀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李凯录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女
生把花交给他之后就往前面走了，
没有来得及问她姓名。“我很感慨，
也谢谢这位有心的观众，打算等会
把花带进去，放在和平广场。”

没约上门票，也要托志愿者献束花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成不少游客到访南京的第一站

清明，是追忆先人、踏青游玩
的时节。4月4日，清明小长假的
第一天，现代快报记者探访看到，
中山陵景区、莫愁湖公园等景区春
色如许，迎来踏青人潮。同时，也
有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在这一天自
发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缅怀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有的游客即便没约上门票，也
要到这里来，请志愿者代为献上一
束花，令人动容。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然 徐梦云 裴诗语 文/摄

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
出城。清明也是踏青赏花的好时
节，节日当天，不少市民游客来到莫
愁湖公园，感受春日的温暖与生机。

公园内，垂丝、西府海棠已进
入花期的尾声。春风拂过，花瓣洒
落于桥边，留下无尽的诗意。莫愁
水苑内，飘落的海棠花就像雨丝一
样，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合影。

湖北、紫花海棠次第盛开，空
气中弥漫着紫色的芬芳。与其他
海棠的安静淡雅不同，紫花海棠以
鲜明的紫红色调，迸发出勃勃生机
与热情。那一抹鲜艳的色彩，赋予
白墙灰瓦灵动的气息。

胜棋楼前，郁金香正在怒放，
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灵动。许多
游客俯下身，记录花朵最美的身

影。
飘摇的衣袂、翩飞的裙裾……

公园内随处可见穿着汉服的游客，
置身于层层叠叠的花树下。随手一
拍，就是金陵春日的“限定明信片”。

水上赏花也是莫愁湖特有的
春日打开方式。湖面上，各色船只
往来。游客在赏花之余，感受着春
日湖面的宁静与美丽。

当天上午9点半，现代快报记
者从苜蓿园地铁站出站，前往钟山
风景区观光车站点，此时游客已排
起长队。虽然队伍很长，但整体上
车速度很快，记者排了十分钟不到
便顺利上车。

“梧桐大道也太美了！”一路
上，同车游客发出声声赞叹，纷纷
拿出手机拍照，生机盎然的绿色森
林让人感受到南京春日的魅力。
观光车的底站便是中山陵景区，当
天上午10点，门口已排起长队，但
多个闸机口全部开启，进园速度很
快。记者查询中山陵景区预约情
况发现，每天的门票分为四个时间

段，游客可以选择相应的时间入
园，4月 5日门票已约满，4月 4日
和4月6日的部分时间段尚有少量
余票。不过没有约到门票的游客
也不要着急，还有机会。景区会在
入园当日提前1天下午4点投放部
分门票，当天也会根据每个时段的
检录情况，在后面的预约时间段适
时投放退改名额，可实时关注。

进 入 景 区 内 ，游 客 熙 熙 攘
攘。博爱牌坊前，会集了不少游客
合影留念，跑华东线的导游小张正
举着导游旗，在这里歇脚。她告诉
现代快报记者，这一次她带了一个
28人的云南团到南京来，中山陵是

他们南京之行的第一站，当天还将
去夫子庙、雨花台风景区，“最近的
团特别多，在华东线里，南京是必
来的一站，一般都会停留一到两
天，游客们都很喜欢南京的风景、
文化和美食。”据了解，随着中国免
签“朋友圈”持续扩容，南京入境旅
游市场也显著升温。节前，中山陵
园票务中心提档升级了景区票务
服务设备，在景区官微、人工窗口、
自助预约机等线上、线下平台增设

“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证件服
务选项。持证游客预约、购票成功
后，使用电子票二维码或该证，均
可检录入园。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门票已约满，没约上的游客请志愿者代为献花

中山陵景区
游人如织，坐观光车得排队

莫愁湖公园
穿汉服赏花，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百岁老人捐赠
英烈母亲结婚证、结婚照

雨花台烈士陵园管理局去年征集到文物史料及相
关资料686件（套）

现代快报讯（记者 刘静妍）
“我要到雨花台去，再看一眼我
的母亲。”4月 4日上午，在信仰
如炬大道远行——2024“雨花·
清明祭”特别活动现场，雨花英
烈姜辉麟的女儿、百岁老人黄宗
英动情地说。当天祭扫仪式后，
雨花台烈士纪念馆举行文物捐
赠仪式，黄宗英老人捐出了父母
的结婚证、结婚照，这是家族珍
藏超过百年的“压箱底”宝贝。

现场，姜辉麟烈士的结婚
证、结婚照首次公开亮相：历经
百年，依然保存完好。照片中，
新娘凤冠霞帔、端庄秀丽，新郎
长袍马褂、神清骨秀。结婚证上
工工整整的正楷字写着“新娘姜
焕琳年十九岁”，落款“民国四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订”。当年，姜
辉麟的家庭条件非常优渥，但她
为了信仰，抛弃优越的生活，义
无反顾地献身革命。值得注意
的是，结婚证上姜辉麟的名字是

“姜焕琳”，这是新发现的姜辉麟
烈士曾用名。

姜辉麟牺牲时，她的女儿黄
宗英才8岁。如今，黄宗英老人
已有百岁高龄，在家人的陪同

下，从济南来到南京雨花台，只
为再看母亲一眼。“朝思暮想，每
天都在想着母亲。”回忆起儿时
和母亲一起生活的时光，母亲的
话仿佛穿越时空犹在耳畔，“‘看
好弟弟妹妹’‘好好学习’‘我不
回来吃饭，你们别等’……每一
天，就是这几句话。在家里，她
看文件写材料，我们坐在她旁边
写作业。”

虽然依依不舍，黄宗英老人
依然亲手将母亲的遗物捐赠给
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姜辉麟
烈士的孙子黄世立说：“这两件
文物对我们来说非常珍贵，但把
它们捐赠给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弘扬英烈精神、教育子孙后代的
意义远大于放在我们家里。”

当天还有许多雨花英烈亲属
来到现场参加祭扫活动。高波烈
士的女儿高安莉年过七旬，她依
旧如往年一样，来到雨花台参加
祭扫活动，纪念父亲。此前，高安
莉陆续向雨花台烈士纪念馆捐赠
了父亲的钢笔、眼镜、家书等。这
次，纪念馆工作人员将钢笔、眼镜
的复制件还给高安莉，留作纪念。

同样捐赠文物的还有来自福
建福安的文物收藏家林志锋，他
捐赠的是自己收藏的“文萃三烈
士”陈子涛、骆何民、吴承德追悼
会的入场券。他表示：“希望更
多人能关注并参与烈士文物的
保护和传承工作。”

为进一步丰富雨花台烈士纪
念馆馆藏文物，用好用活雨花台
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雨花台烈
士陵园管理局在2019年发起了
综合性革命文物征集活动——

“红星计划”。2023年，面向海内
外征集到文物史料及相关资料
686件（套）。

百岁老人黄宗英

黄宗英捐出的父母结婚照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施向辉 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外手持菊花的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