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為歷史的親歷者和
見證者，南京大屠殺倖存
者正在逐年凋零。截至目
前，南京侵華日軍受害者
援助協會登記在冊在世的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僅剩54
位，平均年齡超過92歲。

日軍違國際公約

闖難民區抓捕
大屠殺發生時，馬庭

寶還不到2周歲。身為回
民的他和家人當時住在南
京七家灣，那裏是南京傳

統的回民聚居區。日軍破城後，馬庭寶一家和大量
南京市民逃進難民區避難，沒想到日軍公然違反國
際公約，肆意闖入難民區抓捕，馬玉泉等人被日軍
用繩子捆綁着押上卡車，從此再無音信。

「我的母親她們都把頭髮剪了，臉上抹上黑
灰，日本人就沒有抓她們。」 馬庭寶說，他和哥哥
馬庭祿也因為年幼逃過一劫，從此跟着倖存的母親
等人靠賣菜、做小工維持生活，家庭非常貧困，直
到兄弟二人成年參加工作以後，生活才逐漸好轉。

如今馬庭寶一家已是四世同堂，生活非常幸
福，但他一直對那段慘痛歷史念念不忘。 「日本人

進城的時候到處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但是現在他
們還不承認這段歷史！」 馬庭寶提高聲音說道，作
為中國人，他希望中國和日本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不要戰爭，永遠和平，但是對於過去的歷史一定不
能忘記。

「希望日本人承認這個事」
「一定要記住這段歷史，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

更加強大。」 94歲高齡的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艾義英
老人也一再強調， 「希望子孫後代記牢日軍在南京
殺死30萬中國人，也希望日本人承認這個事。」

1937年還只有9歲的艾義英親眼看到，爸爸艾
仁銀、兩位叔叔艾仁炳和艾仁林、兩位堂哥艾義生
和艾義榮，還有她的平姓姑爹父子倆都被日軍抓
走。

「我還記得當時我拉着爸爸問他什麼時候回
來，他說不久就回來，結果這一去就再也沒能回
來。」 85年後，滿頭白髮的艾義英回憶起這一幕，
忍不住老淚縱橫。她說，爸爸被抓走的第二天一大
早，就有村民來報信說艾家人在平家崗出事了，趕
去現場一看， 「真是太慘了，爸爸身上全是血。」

被抓走的7位親人中，只有堂哥艾義榮還有一
口氣，最後被救了回來。艾義英說，那時候家裏只
剩下女人們帶着孩子，被大家叫作 「艾家寡婦」 ，
生活極其艱難。

不過，如今艾家已從滿門寡婦到四世同堂，變

化真可謂翻天覆地。 「現在真是天上過日子，生活
舒服得不得了。到處都是高樓大廈，我四個兒子家
都有小汽車，孫子孫女都是大學生。」 說到現在的
生活，艾義英非常滿足。

她認為，現在生活越來越好，但是也不能忘記
過去的苦難。她經常跟孫子孫女說起當年的經歷，
希望子子孫孫都記住家族的慘痛歷史，好好努力，
為國家作貢獻。

「爺爺用生命保護了我」
「我孫子上小學以後，我就告訴他，爺爺的爺

爺當年是怎樣被日本鬼子殺害，教育他要為祖國的
強大和世界的和平作貢獻。」 另一位南京大屠殺倖
存者阮定東也希望青年一代永遠記住南京大屠殺的
慘痛歷史，而且要讓日本人特別是日本領導人承認
這段歷史。

侵華日軍攻佔南京時，阮定東一家的住房連同
店面遭到轟炸。爺爺阮家田抱着當時只有7個月的
阮定東逃到南京燕子磯江邊時，被追趕而來的日軍
刺傷大腿及腹部。阮家田強忍劇痛，緊緊摟住小孫
子，拚命爬上一條小船過江，最終還是因傷勢過重
去世了，阮定東則僥倖撿回一條小命。

「是爺爺用生命保護了我！」 阮定東激動地
說，日本政府現在還沒有承認南京大屠殺這段歷
史， 「我一定要把這段歷史講給子孫後代聽，告訴
他們永遠不能忘記。」

除了在國內不厭其煩地講述歷史外，多位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還曾遠赴日本參加證言集
會，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向日本民眾講述侵華日
軍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

2014年12月，艾義英和另一位倖存者陳德
壽先後應日本 「中國戰爭受害者證言集會邀請
會」 和日本熊本縣日中友好協會邀請，前往日

本多個城市參加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證言集會。
艾義英的兒子黃興華當時陪同母親赴日。

在去日本之前，黃興華原本以為參加集會的日
本民眾可能寥寥無幾，但是想不到每場集會的
與會人數都非常多。

「很多日本人原來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殺，
有些年輕人還反問： 『真有這個事嗎？』 後來
聽了我們的講述後他們才相信，還說日本政府
不承認這段歷史是不對的。」 日本民眾的反應
出乎他的意料， 「我們還到了一個日本老兵家
裏，他看到我們很慚愧。他說到過南京，還記
得南京挹江門，但是他當時沒有殺過人。」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常志強也曾於2005年赴
日本參加證言集會，他的小女兒常小梅則於
2018年作為倖存者後代去日本參加證言集會。

「在東京那場證言集會上，有一個年紀比

較大的日本人當時就跪下來，一直在那邊說對
不起。」 常小梅說，這個日本人的父親在日軍
侵華時曾是一名特種兵，到了老年的時候經常
痛苦地大喊大叫，因為當年在中國殺人的場景
一直在腦海裏揮之不去。

這讓常小梅意識到，不光是受害方，加害
方只要人性還沒有泯滅，心理上也會受到折
磨。隨後，她將父親的經歷寫成一本書——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常志強的生活史》，並於
2019年先後出版中、日、英三個版本，向中外
民眾講述自己家族和國家當年的慘痛歷史，讓
更多人了解南京大屠殺真相。

常小梅希望現在的年輕人看了這本書以
後，對南京曾經遭受的恥辱，對倖存者的痛苦
有更深刻的了解，然後能夠珍愛和平，遠離戰
爭，為開創美好的未來作出自己的貢獻。

「我父親生前經常說，落後就要捱打，只
有中國強大了才不會任人宰割！」 李真銘是已故
南京大屠殺倖存者、曾參加南京保衛戰的抗戰老
兵李高山之子，在父親離世後，他接過接力棒，
繼續向世人講述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

李高山1925年出生於廣東茂名的一戶農民

家庭，10歲時父母相繼去世，成為孤兒，生計
無着的他便頂替了參軍名額，被編入粵軍一五四
師三營三連，擔任勤務。兩年後，12歲的李高
山隨部隊參加南京保衛戰，南京失陷後被日軍抓
捕，集體槍決中僥倖死裏逃生，後來被南京一戶
人家收養才活了下來。2018年2月25日，李高山
因病離世，享年94歲。

李真銘回憶道，父親生前多次痛心疾首地
說，當年日軍之所以能在南京橫行，主要還是因
為中國國力弱小，只能任由人家吞食，幸虧那麼
多先輩拋頭顱灑熱血，才有了現在的幸福生活。

「他一直告訴我們要珍惜，要努力學習，
好好工作。」 李真銘說，隨着父親和越來越多的
倖存者相繼離世，他感覺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

因為自己也年近古
稀，作為倖存者的後
代，有責任在有生之
年把南京大屠殺這段
歷史完完整整、原原
本本地講給下一代
聽。

如今，李真銘已
成為首批 「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傳承人」 之一，
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擔任志願
講解員，向觀眾講述父親的經歷。 「我現在就是
要多做多說，讓更多的人知道這段歷史。」 他
說， 「我們不是讓更多的人增加仇恨，而是激勵
國人發憤圖強，立志建設我們的國家。」

「Never forget Nanking
Massacre！」 面對記者採訪時，
夏天行一再飆出幾句英語，提醒國
人特別是青年人千萬不能忘記南京
大屠殺這段歷史。

夏天行是南京大屠殺倖存者
王素明的女婿。1937年，王素明
的父親楊代福被侵華日軍殘忍殺
害，小小年紀的她被家人送給其
他人家撫養並改名換姓。今年3
月23日王素明離世後，夏天行成
為首批 「南京大屠殺歷史記憶
傳承人」 ，接力講述岳母的經
歷。

「南京大屠殺不僅是我們的
家族記憶，也是全世界都應該知
道的歷史真相。」 夏天行說，他
在和外國朋友交流時，發現外國
人幾乎都不知道南京大屠殺，
「他們只知道二戰和納粹對猶太
人的大屠殺，每次我講完南京大
屠殺，他們都特別震驚。」

為此，夏天行自學英語，專
門買來南京大屠殺英文資料學
習，並經常在和外國朋友的聚會
上，講述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
相。夏天行說，他女兒目前在國
外，自己今後也會去國外和女兒
一起生活，他不僅要把南京大屠
殺的歷史真相作為家族的記憶代
代傳承，還要在國外不斷講述，
讓更多的外國人和海外華人知道
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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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日作證 獲侵華日軍後代謝罪

抗戰老兵遺言：落後就要捱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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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1937年年1212月月1616日日，，日軍在南京安全區內日軍在南京安全區內
大肆搜捕大肆搜捕 「「敗殘兵敗殘兵」」 。。凡手上有老繭及剃光凡手上有老繭及剃光
頭的青壯年頭的青壯年，，均以均以 「「敗殘兵敗殘兵」」 的名義抓走的名義抓走，，
並予以集體屠殺並予以集體屠殺。。

▲▲19371937年年1212月月1616日日，，日軍在中山路難民區中捕獲日軍在中山路難民區中捕獲
的五六千的五六千 「「俘虜俘虜」」 ，，連老人連老人、、孩子也未能幸免孩子也未能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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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5日，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及死難者遺屬代
表參加家庭祭告活動。 大公報記者賀鵬飛攝

▲南京安全區內被日軍集體逮捕的青壯年市民。

▲馬庭寶

▲阮定東

▲艾義英 ▲常小梅

▲李真銘

▲夏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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