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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太原 8 月 15 日电(记者吕
梦琦、王学涛、陈昊佺)淅淅沥沥的秋
雨里，太行山深处山西盂县七东村格
外安静。一座崭新的农家院里，一间偏
房已空空荡荡，正房内摆放着老人的
遗像——— 96 岁的曹黑毛老人已经去
世 20 余天。

“妈妈年纪大了吃不进饭，走得很
安详，没受啥罪。”曹黑毛 45 岁的养女
李贵花说，老人晚年一直跟随她住，度
过了一个幸福的晚年。

然而，少女时期的曹黑毛曾遭遇
日本侵华战争带来的苦难与屈辱。十
几岁时，她惨遭日军蹂躏，曾两次怀
孕，但孩子都没存活，她也因此失去了
生育能力。

幸存的“慰安妇”们将噩梦深埋心
底，然而那段恐惧的经历一直压得她
们喘不过气。曹黑毛老人也不例外，她
曾主动找到有“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
第一人”之称的张双兵进行倾诉。

今年 65 岁的张双兵是一名退休
乡村教师，他用 30 余年时间走访记录
了一百多位“慰安妇”受害者的状况，
并先后带 16 位受害老人实名起诉日
本政府，要求公开道歉、赔偿。虽然此
案经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判决败诉，但
张双兵至今仍在坚持抗争。

“罪可是遭尽了，官司赢不赢吧，
反正他们都死了。”曹黑毛老人在“慰
安妇”题材电影《大寒》剧组采访的视
频中说。

可以想象，这样的“放下”是需要
强大内心、力量和底气的。然而，过去
的惨痛记忆却刻骨铭心。90 岁的郝月
连老人白天黑夜睡觉时总梦见有人打
她。

“谁打您呢？”记者问。
“不知道！恨死日本兵了，把我抢

走了。”说完，老人陷入沉默。
郝月连老人也曾向张双兵倾诉自

己的不幸遭遇。年仅 15 岁时她被日本
兵两次押解到武乡县的南沟据点，最后被爸爸和哥哥悄悄
救出背回家里，但从此失去生育能力。后来她嫁给一个八路
军，抱养了一个女儿。

在养女程爱仙位于太原市清徐县的家中，记者见到了
老人。郝月连住在堂屋的里间，程爱仙夫妇住在她隔壁的外
间，方便照顾她。屋里收拾得干净整洁，身材瘦小的郝月连
坐在床边，行走都需要人搀扶。

提起侵华日军，老人有些激动，脸上露出难过的表情。
“咱恨着他，他跟咱们道歉。”

相比老人，程爱仙已经把道歉和赔偿看淡，她只想让母
亲安享晚年。“妈妈年轻时受了害，我要格外对她好，啥也依
着她。”

让程爱仙感动的是，近年来每年都有不少人来看望老
人，有山西、北京、上海、香港等地的，甚至还有外国人。老人
床头摆放着的小狗、小鸡、小羊的毛绒玩具，以及老人戴着
的银手镯，都是好心人送给她的。

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有约 40 万名亚洲女性沦为日军“慰安妇”，其中包括
逾 20 万名中国妇女。

目前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剩 15 人。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
良介绍说，这些老人平均年龄超过 90 岁，最年长的已 98
岁，她们普遍身体不好，大部分有后人照顾，而且越来越多
的社会爱心人士在关爱她们。

曾经对日起诉的中国大陆 24 位“慰安妇”受害者原告
均已辞世，无一人得到道歉与赔偿。在老人们弥留之际，张
双兵常做出承诺，有好消息了一定到坟头上告诉她们。“官
司打了十多年，我不知道拿什么去面对老人。我也想过放
下，可良心上说不过去。”

被张双兵的事迹感动，导演张跃平创作了电影《大寒》。
影片在 8 月 14 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天全国复映。这部
电影以张双兵调查“慰安妇”幸存者的心路历程为视角，讲
述了日军侵华战争给主人公崔大妮及村民带来的苦难和耻
辱，战争过去 70 多年，她一直用自己的体温慢慢融化心里
头的“冰疙瘩”，最终，她从心底发出“打春了”的呐喊。

“‘慰安妇’三个字承载了民族的苦难和屈辱，我们一定
不要忘记用自己体温融化‘冰疙瘩’的艰难过程，铭记历史、
敬畏历史，只有这样，未来的路才会走得更坚实。”张跃平说。

正如曹黑毛老人生前所说的那样：“娃子们，以后把咱
家的门可得看住了。再不能让人家说踢开就踢开，说进来就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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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南京 8 月 15 日电(记者蒋芳、刘宇轩)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战败投降。 73 年后的今天， 98 岁的南
京大屠杀幸存者祝四孜老人去世。今年以来，已有 14 位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相继离世，目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不足
百人。

祝四孜出生于 1920 年 6 月，家住浦口区珠江镇西门
外的朱庄村。 1937 年南京城破之际，祝四孜家中 8间瓦
房全被烧毁，未满 18 周岁的她和家人躲在黑暗的地洞里
才逃过一劫。后来为了躲避侵略者的持续骚扰，老人与姐
姐、表嫂等又在地洞里躲藏了两个多月，生前提起这段经
历时，祝四孜既伤心又气愤，“那不是人过的日子，煎熬
呀，都是丧尽天良的日本鬼子害的。”

8 月 14 日清晨，终年 94 岁的幸存者吕金宝老人去
世。他曾因日军轰炸而头部受伤，因当时医疗条件差，未
能取出残留弹片，致使双目失明。老人生前曾说：“日本
人犯下滔天罪行，我们要教育后代，铭记历史。”

据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统计，今年以
来，陆续已有祝四孜、吕金宝、仇秀英、张翠英、王翠
花、陈凤英、陈玉兰、沈桂英、刘庭玉、李素云、李高
山、杨秀英、顾秀兰、马淑勤等 14 位老人离世。截至目
前，登记在册的幸存者已不满百人。

“不少幸存者由于各种原因一直未能来馆登记，但总
体上新发现并登记的幸存者远远追不上老人去世的速
度。”纪念馆馆长张建军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一个特
殊的群体，他们既是战争的受害者，又是历史的“活
证”。去年，纪念馆对幸存者证言再一次进行了抢救性征
集，下一步，还将动员社会各界加强对幸存者的关爱，特
别是精神关爱。

今年以来已经有 14 位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离世

73 年前的今天，在付出了 3500 万人伤亡
的惨重代价后，中华民族终于迎来扬眉吐气的
时刻：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日本侵略者，低
下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头，宣布无条件投降。从
鸦片战争开始笼罩在神州大地上的“外辱”阴
霾，从此也一扫而净。

今天，有太多的人通过各种形式，回顾那

段血泪屈辱的岁月、回望那场痛彻心扉的磨
难、回味那份民族胜利的荣光，依然悲喜交
加、心潮澎湃。更多的人，是在“铭记胜利
勿忘国耻”的评论中传递着一种力量，在
“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跟帖中凝聚着一种
信心：站起来的中华民族，再也不要任人宰
割；富起来的中华民族，再也不要靠人施
舍；强起来的中华民族，要万众一心逐梦圆
梦。

在这个一雪民族耻辱、庆祝伟大胜利的
特殊纪念日，人们更能理解何谓“今天的幸
福来之不易”。是的，当年我们把侵略者赶

出了国门，并没有马上迎来丰衣足食、幸福
安康，反倒是千疮百孔的祖国母亲，需要一
次痛苦而伟大的新生。即便如今是在和平岁
月的阳光下，依然要经受国内改革发展的考
验、承受国际政治变幻的冲击。先辈们之所
以能冲出迷雾、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康庄大道 、实现改革开放 40 年的巨大发
展，靠的正是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一
代又一代人的矢志不渝。

今天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先辈们用鲜
血和汗水筑牢的幸福根基，更不会忘记，唯
有和平与发展，才能为我们追求更加幸福美

好的生活提供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
接近伟大复兴的目标，这也正是历史交给我
们这一代人的光荣使命。牢记并担负起我们
的历史使命，就是要筑牢让屈辱永不再现的
信念，激发为幸福不懈奋斗的力量，坚定为
人类社会开创更好未来的担当，如此，我们
今天的纪念才具有应有的时代意义。

屈辱与自豪，都会在历史的台阶上永远
镌刻。唯有自强不息，方可告慰先烈；唯有
奋发有为，方可不负芳华。

（记者罗争光）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

牢记使命奋发有为是对抗战胜利最好的纪念

73 年前的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
降，中国人民战胜日本侵略者。纪念“8·15”，是
为了铭记历史，守护和平。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
下，中日关系得到改善，重新回到正常发展轨
道。如何保持两国关系的改善势头，妥善管控分

歧，推动中日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不仅关
乎两国人民福祉，也关乎世界的和平、稳定与
繁荣。

历史告诉我们，战争只能带来灾难，走和
平、友好、合作之路，是中日双方唯一正确选
择。中国人民没有忘记，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
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从“七七事变”到
南京大屠杀，那段历史记忆至今印在中国人
民脑海中。在长达 14 年的抗日战争中，中华
民族付出 3500 多万军民伤亡的沉重代价。

日本的侵略战争，也将本国民众拖进苦难

深渊。至今，日本国内爱好和平的人士不断反
思。当年参加侵华战争的日本士兵山本武之子
日前专程来华，讲述战争真相，并替父谢罪。日
本知名作家渡边淳一曾以《一百种理论不如一
份良心》为题发表文章，回忆中国和朝鲜半岛
民众因日本侵略而遭受的非人待遇。这就是一
种对历史事实的正视和良心的发现。

遗憾的是，目前在日本国内，仍存在美化
侵略历史等一些影响中日关系健康发展的因
素。如果否认侵略历史，歪曲侵略事实，不与军
国主义划清界限，反而去做伤害被侵略民族感

情的事，只能失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重要邻邦，和平
友好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中方愿同日方继
续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遵循中日
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维护政治基础，深化
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日关系长期
健康稳定发展。

今天的纪念，是为了擦亮历史的镜子，让
正义的警钟长鸣，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推动
中日关系行稳致远。

(记者闫亮)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

在纪念中推动中日关系前行

8 月 15 日，是日本
宣布无条件投降 73 周年
纪念日。在中俄边境小城
东宁，虽然天空飘着细
雨，但仍阻挡不住人们反
思战争、追寻和平的脚
步。

“预计今天参观人
数能突破 5000 人。”东
宁市要塞博物馆馆长丁
述志说。一大早，他就
来 到 馆 内 准 备接待工
作。在他身后，树木繁
茂、偶有毒蛇出没的山
林里，隐藏着一座巨大
的军事要塞遗址。

二战期间，为防御和
进攻苏联，日军在中苏边
境修筑了 17 处军事要塞
群，东宁要塞便是其中之
一。

在东宁市要塞博物
馆内， 3 具中国劳工的
尸骸陈列于此，其中一
具双腿被整齐锯断，含
冤惨死的他们甚至没有
留下姓名。

“这些尸骸就是当
年 参 与 暴 动 逃 跑 的 劳
工，被抓到后遭日军活
活锯断 双 腿 ， 杀 害示

众。”东宁市要塞博物馆研究员王宗仁
说， 1994 年黑龙江省专家小组对当地 8 个
劳工坟进行挖掘，发现尸骨 18 具，其中 3
具在此陈列。

东宁要塞由阎王殿要塞、胜哄山要塞、
出丸山要塞等 20 余处要塞构成，当时侵华
日军强征 17 万余中国劳工来修建，死伤不
计其数。

在博物馆的塑像区，日本籍抗联战士福
健一夫的雕塑和碑文让人不禁垂泪——— “他
在掩护抗联队友突围时壮烈牺牲，被日伪军
肢解、身首异处，肢体四弃”。这位日籍工
人来到中国后被抗联俘虏，被释放后坚定地
加入了抗联，他曾说：“我们日本国侵略你
们中国是不对的，不对的战争，谁都应该制
止。”

尽管室外温度在 20℃以上，但记者一
走进由劳工血泪浇筑的东宁要塞，却从后脊
背感受到阵阵寒意，即使穿上厚秋装也不觉
得温暖。

昏暗的灯光下，墙壁上的水珠不时滑
落，如同迷宫一样的巷道四处延展通向山体
深处，如果不是文物保护部门修建的标识牌
指引，我们很难分清弹药室、指挥室和伙房
等构造。

这些被侵华日军自诩为“亚洲最坚固堡
垒”的要塞，并未让侵略者躲过惩罚。
1945 年 8 月 26 日，东宁要塞内的日本守军
打着白旗走出要塞，随后被抬出来的还有
100 多具尸体。

“还有不少鲜活的生命在战争的‘绞肉
机’中弃尸于野，这是历史带给世界的警
示！”丁述志指着馆内的一块展板读道：
“我们是为了和平而收藏战争，为了未来而
收藏过去。”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73 周年之际，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平发展愿景逐渐成
为世界共识。

如今，在东宁出丸山要塞的山坡上，一
片松树林郁郁葱葱，一块“中日友好和平
林”石碑静静伫立。这块石碑由两位日本老
人——— 山城照寿、今井照治捐建。

远处的战壕和碉堡早已残破不堪，被炸
弹炸碎的混凝土残块淹没在杂草中，一切仿
佛都在提醒世人：

——— 不要忘记那些战争中的哀鸣！
(记者邹大鹏、李建平、强勇)

新华社哈尔滨 8 月 15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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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视历史 、反省战争未有终点

新华社北京 8 月 15 日电针对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捐献祭祀费一事，外交
部发言人陆慷 15 日答记者问时表示，中方
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
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有记者问，今天是日本战败纪念日，目

前没有日本内阁成员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捐献了祭祀费，一些国会议员参
拜。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陆慷说，中方注意到目前没有日本内阁
成员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注意到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捐献了祭祀费，一些国

会议员参拜。
“靖国神社供奉着对侵略战争负有直接

责任的甲级战犯，我们坚决反对日方的错误
做法。”陆慷说，中方敦促日方切实正视和
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
邻国和国际社会。

外交部发言人就日方涉历史问题消极动向答记者问

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侵略历史

综合新华社东京 8 月 15 日电(记者沈红
辉、姜俏梅、王可佳)今年 8 月 15 日是日本
宣布无条件投降 73 周年纪念日，日本政府在
东京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

日本天皇：对战争深刻反省

1945 年 8月 15日，当时的日本天皇裕仁
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从 1963年起，日本政府
每年 8月 15日举行“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

日本明仁天皇定于 2019 年 4 月 30 日退
位，日本届时将告别年号“平成”。也因此，今
年的“8·15”受到日本国内特别关注，明仁天
皇和安倍首相的各自致辞内容也备受瞩目。

以往，日本天皇在历年追悼仪式上的讲
话基本沿用一套不变的措辞，但在 2015 年，
明仁天皇打破惯例，在“8·15”讲话中首次提
及对战争的“深刻反省”。今年，84 岁高龄的
明仁天皇在添加“寄思战后悠长的和平岁月”
这一新措辞的基础上，连续第四年表示对战
争的“深刻反省”。他表示，在此回顾历史，深
刻反省的同时殷切期盼战争灾难不再重演。

日本历史学家山田朗说，这是明仁天皇
退位前最后一次出席战败日纪念仪式。明仁

天皇的讲话意在提醒日本社会要珍惜和平，
将深刻反省战争的姿态保持下去。

安倍晋三：继续回避“加害”

责任和“不战誓言”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众参两院议长以及
战争遗属代表等 6500 多人出席当天的追悼
活动。安倍在致辞中表示要谦虚面对历史、发
誓绝不让战争灾难再次上演，但他并未提及
对亚洲各国的加害责任。

山田朗指出，安倍的讲话对战争的(侵
略)性质问题等没有具体触及。

自 1994 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市以来，历任
首相均在日本战败日的致辞中提及日本对亚
洲各国的战争责任，并重申“不战誓言”。但安
倍 2012 年 12 月第二次就任首相后，在 2013
年“8·15”致辞中取消了上述表述，从而模糊
了日本的“加害”责任。今年的“8·15”致辞中，
安倍连续第六年回避触及“加害”责任和“不
战誓言”。

明治大学特任教授纐缬厚认为，对于因
日本侵略战争而遭受损失的亚洲各国人民，
首相的讲话本应致以哀悼，但安倍只聚焦于
日本人。而明仁天皇的讲话重点在于忠告日
本人不要重蹈战争惨祸，就历史认识而言，天
皇比首相的讲话显然“更加深刻”。

当天，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体“大家一
起参拜靖国神社”约 50 名国会议员集体参拜

供奉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安倍未去参拜，
但他连续第六年以“自民党总裁”名义自费向
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

反思、反省没有终点

在日本国内，随着战争亲历者越来越少，
传承历史记忆面临困境，“应该面向未来，而
不是拘泥于历史”的杂音不绝于耳。但诚如日
本《朝日新闻》15 日在社论中所言，“日本战
败已过去 73 年，但经过这些岁月，日本仍未
在亚洲实现和解……中日民众之间依旧存在
复杂的感情”。

纐缬厚认为，承认、正视历史是日中两国
人民加深理解、增强互信的重要前提。日本政
府和各界应正视历史，抓住今年《中日和平友
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的重要节点，积极推动
两国关系进一步改善和发展。

山田朗说，这些年，日本国内反思战争偏
重“受害”意识，对“加害”责任的认识越来越
淡薄。而那场战争对中国等亚洲各国造成了
更为严重的损害，提及这些史实才是日本首
相应具有的反省姿态。以史为鉴、反省侵略战
争是日本与有关国家建立互信的基石。

分析人士指出，在两国共同努力下，中
日关系目前出现明显改善势头。日本必须切
实正视并深刻反省侵略历史，这样日中关系
才有可能重回正常轨道、实现长期健康稳定
发展。

▲ 8 月 15 日，日本神户·南京心连心会访华团成员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献花。

当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升国旗·撞响和平大钟”仪式化参观活
动，来自日本、美国、泰国等国的国际友人和社会各界代表共同默哀追悼、祈愿和平。

新华社记者孙参摄

南京举行国际和平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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