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在亲人搀扶下献花 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上的名字“描新”

夏淑琴：
等日本承认南京大屠杀

1937年冬，侵华日军在南京大肆屠戮，
夏淑琴一家九口人中的七口被日军残忍杀
害，只有8岁的夏淑琴和4岁的妹妹夏淑芸
侥幸活了下来，夏淑琴身上至今留有伤疤。
约翰·马吉记录下了夏淑琴一家遇害的现
场，成为南京大屠杀的铁证。

95岁的夏淑琴，白发苍苍，年事已高。
但是她心中一直有一个声音：等到日本承认
南京大屠杀暴行。家祭现场，她站在“哭
墙”前对亲人说：“我来给你们献花了，日本
人能承认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杀的，我就满
足了，到现在还不能。”

艾义英：
日本人来了我就没有书读了

在家祭现场，看着亲人的名字，艾义英的
思绪一下回到 1937 年那个黑暗的冬日。
1928年出生的艾义英，当时家住南京麒麟门
附近的东流许巷村。“日本人冲进来，把我的
叔叔、堂哥都带走了。我当时就拖着爸爸哭，
喊着说我也跟你走，弟弟才两岁，你走了我怎

么办，你不能走。”艾义英回忆起和父亲分别
的场景。

她的父亲、两个叔叔、一个堂哥共5人被
日军残忍杀害，另外2人则是身受重伤，其中
一位没过几年就去世了。之后，刚刚生产的
母亲带着艾义英姐弟3人继续逃命，被迫丢
弃了刚出生不久的女婴。

96岁的艾义英说：“我到现在还在想我
爸爸，我是家里的第一个小孩，我爸爸最喜
欢我。日本人来了，我就没有书读了，当时
我刚上一年级。现在日子好过了，那些悲惨
的事永远不会再有了。”

刘民生：
希望子孙后代铭记这段历史

“我希望子孙后代们，能永远记住这段
历史，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今年90岁的南
京大屠杀幸存者刘民生来到家祭现场，回忆
起家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经历，他心情沉
重。“1937年，日军闯入难民区把我父亲抓
走，我哭闹不止，日军朝我刺了一刀。”

刘民生告诉记者，当时他只有3岁，这
些事情都是母亲后来告诉他的。父亲被带
走后，再也没有回来，留给自己的只有腿上
一道触目的伤疤。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梦云 史童歌）“日
本人能承认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人杀的，我
就满足了，到现在还不能。”95岁的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站在“哭墙”前，对着亲
人的名字呼唤。12月 1日，第十一个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活动”在侵华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遇难者名单墙
（又称“哭墙”）前举行。

1937年12月13日，日军侵入南京，制
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长达六
周的时间里，30多万同胞惨遭杀戮。如今
时间的证人正在凋零。据统计，2024年已
有6位幸存者离世，他们是：程福保、陈桂
香、刘素珍、高如琴、石秀英、周智林。截至
目前，由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
记在册的在世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 32
位，平均年龄超过94岁。

在冬日的寒风中，工作人员抬着祭奠
花篮走向“哭墙”。人们面朝由黄白菊、松
柏枝围就的“奠”字，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三鞠躬。

“我来给你们献花了，日本人能承认南
京大屠杀是日本人杀的，我就满足了，到现
在还不能。”95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
琴在家人的搀扶下，向逝去的亲人和死难
同胞献花。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民生手捧菊花，
向“哭墙”鞠躬，“安息吧，死难的同胞。”从
那场劫难中死里逃生，刘民生时常对后辈
感叹如今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珍惜如今
的和平生活。

96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艾义英满头
白发，拄着拐杖，来到“哭墙”前祭奠亲人。
当年日本人侵入南京，艾义英父亲、叔叔、
堂哥来不及躲避，都被侵华日军残忍杀害。

“哭墙”上一万多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的名字，诉说着曾经的苦难，他们不该被遗
忘，也不能被遗忘。祭奠现场，幸存者后代
代表、学生代表等为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
单墙上的名字逐一“描新”，寄托哀思。

“夏淑芬、夏淑兰是我外婆的姐姐和妹
妹，每年这个时候外婆都惦记着要来，我替
外婆再写一遍亲人的名字。”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夏淑琴的外孙女夏媛说。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桂香的曾孙蒋秉
錞也参加了家祭活动。今年3月，陈桂香
老人与世长辞。今年重阳节，蒋秉錞成为
第三批历史记忆传承人。“今天怀着沉痛的
心情参加‘家祭’，既是对南京大屠杀死难
同胞的纪念，也是对太奶奶的纪念。”他说，
作为历史记忆传承人，身上有份责任，今后
会发挥自己所学的播音与主持专业优势，
将太奶奶的经历讲述给更多人听。“我也正
在走访其他幸存者家属，计划拍摄一部纪
录片，传承好这段历史。”

87年，无法抹平创伤
为历史作证，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祭活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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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家庭祭告活动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遇难者名单墙前举行。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幸存者后代和死难者遗属代表，以及青少年代表手持菊花肃立，祭奠在87年前遇难的亲人和同胞。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被称为“哭墙”，这些名字背后，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生命，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沉
痛过往，是一段不能忘却的记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艾义英、刘民生在“哭墙”前向亲人献上鲜花，表达
哀思。87年的时间，依然无法抹平幸存者心中的创伤。

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32人。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梦云 史童歌/文 顾炜 顾闻/摄

夏天行：
有责任和义务传承这段历史

夏天行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王素明的
女婿，“我岳母的父亲在南京大屠杀中惨遭
侵华日军残忍杀害，虽然南京大屠杀已经过
去87年了，但是失去亲人的痛将永远埋藏
在我的心里。”

他表示，作为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
传承人，有责任和义务把南京大屠杀这段历
史传承下去，让更多人知道了解南京大屠杀
这段历史。

葛凤瑾：
父亲临终前叮嘱我一定要把

这段历史传承下去

“2023年除夕父亲去世，临终前他握着
我的手说，一定要把这段历史传承下去，让
我接好这个棒。”回忆起父亲，南京大屠杀历
史记忆传承人葛凤瑾难掩心中悲痛，眼泪止
不住地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葛道荣生前
一直致力于传播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他一

遍一遍地讲述在安全区的遭遇，他为了保护
弟弟妹妹，被日军用刺刀刺伤了右腿。

“这个痛苦的记忆，伴随着父亲的一生，
他把他晚年的精力全部投入到历史记忆的
传承中，是那样的执着、认真，我要向他学
习。我父亲最欣慰的是，在他晚年能看到有
那么多年轻人加入到传承的队伍中，这也是
我希望看到的。我们传承的最终目的就是
要铭记历史，传递和平之声。”

夏媛：
外婆最大的心愿是日本人承

认这段历史

当天上午，夏媛陪着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夏淑琴一起祭奠亲人，她说：“南京大屠杀这
段历史对我外婆来说创伤非常大，她突然之
间失去了除了妹妹以外的所有亲人，今天站
在‘哭墙’前，外婆还在说为什么日本人不能
承认那段历史，我想这是外婆最大的心愿。”

如今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
者仅剩32人，作为历史记忆传承人，夏媛意
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希望外婆
有生之年，能看到日本人承认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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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淑琴外孙女：
我替外婆
再写一遍亲人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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