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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不滅，情感不息。因應南京大屠殺慘劇發生86周

年，為悼念當時罹難的三十多萬同胞，以及在抗日戰爭

中犧牲的中國軍民，讓年輕一代銘記歷史，反思並珍愛

今日來之不易的和平，約600名香港學校師生及教育界

人士出席了昨日由特區政府教育局主辦、國史教育中心

承辦、多個辦學及教育機構協辦的「銘記歷史．珍愛和

平」—南京大屠殺86周年學生悼念活動暨學生作品展

覽。特區政府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寄語同學能夠銘記歷

史、毋忘國難，學效先賢先烈保家衛國、勇於承擔的愛

國精神，好好裝備自己，並且自覺維護國家安全，同時

亦要學習寬恕、放下仇恨，共同維護世界和平，一起為

人類美好幸福的未來而努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學效先烈精神 自覺維護國安
港600師生公祭日悼死難同胞 蔡若蓮寄語毋忘國難

特區政府辦公祭悼南京大屠殺死難者 特首：牢記歷史珍愛和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昨日是南京大屠殺
慘案發生86周年。為有效及全面推動新時代愛國教
育，加深香港年輕一代的民族認同及民族情懷，中
國文化研究院早前推出一系列抗日戰爭歷史學習資
源，包括在香港學界首次採用人工智能技術（AI）
製作出「與抗日戰士AI對話」，讓學生透過模擬面
對面與抗戰老兵對話的「現場感」，「觸摸」及學
習到抗戰歷史。項目推出以來，香港6間中小學已

向約1,000名學生試教，約600名師生透過一體機與
AI抗戰老兵「對話」，一體機將於明年起在全港學
校輪流展出。

明年起全港學校輪流體驗
中國文化研究院日前舉辦「抗日戰爭歷史專題講

座暨『與抗日戰士AI對話』與虛擬體驗學習資源介
紹」活動，冀在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前
夕，與一眾師生學習及銘記為了戰爭勝利獻出生命
的民族英雄事跡。研究院院長邱逸與抗戰老兵、時
任港九獨立大隊小鬼交通員及護理員林珍，在活動
前分別向傳媒介紹「與抗日戰士AI對話」和虛擬體
驗等抗日戰爭歷史學習資源，以及分享抗日事跡和
參與製作的感受。
邱逸介紹，研究院用了兩年進行設計、資料搜
集、平台開發、後續測試及先導計劃，通過AI合成
技術把3位老兵，包括「飛虎隊」中國籍飛行員陳
炳靖及第六軍無線電通訊兵黃光漢製作成3D個人影
像，學生則可用廣東話及白話文與老兵「交流互
動」，而答案內容亦非一式一樣，情況如同與真人
對談，增加學生研習這段歷史的「現場感」。6間中

小學向約1,000名學生試教，師生普遍認為教材有
趣、富真實性和相當動人。自計劃推出兩個多月
來，已有約600名師生到訪愛國教育支援中心與一
體機「互動」，正計劃明年於全港學校間輪流放置
一體機，並利用AI自我學習功能更新更多問題與答
案內容，讓更多師生好好地學習和了解抗日戰爭的
歷史。
研究院總編輯陳愛娟補充，研究院同時設計了一系

列的學與教資源教材套，包括抗日戰爭遺蹟360全景
圖、專題展板及立體虛擬展覽館等，亦有相應的學習
工作紙和教學簡報等，方便老師設計不同的學習方
案，為師生開啟全面的歷史、民族精神、價值觀、國
情與國安等課題的探秘及研修。
林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提起當年參加港九

獨立大隊經歷時一度哽咽，她指向公眾講述參軍原
因容易，但要解釋參軍背後的故事卻十分複雜，
「而且隨着自己年紀愈來愈大，唔講得幾多次。」
因此，第一次能以AI科技把自身寶貴的經驗、抗戰
經歷及歷史等更好地保存下，同時能更快更廣地讓
民眾認識這段歷史，她予以大力支持。
她強調中國人民英勇抗日的歷史永遠不能被忘

記，希望透過科技不斷向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一代
講述自身的經歷，讓他們認識和了解更多抗日戰爭
的殘酷細節，將愛國精神一直傳承下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健文）教聯會
黃楚標中學3名中四學生，在校長許振隆
帶領下參與了昨日的悼念活動。其中，
鄧皓元同學與香港文匯報分享，對86年
前發生的慘劇感到非常悲痛，希望表達
對死難者的懷緬之情。他表示，這次活
動讓他深切體會到要銘記歷史、以史為
鑑，「只有這樣才能夠在今後發展的道
路上作出正確決定，避免重蹈覆轍。」
同時認識到只有國富民強才能讓人民安
居樂業，「今後更要發奮讀書，為祖國
的建設添磚加瓦。」
李熠陽同學表示，自己在整個悼念活
動過程中都感到十分沉痛，並從專題講
座中了解到，國家繁榮強大的基礎除了
要有優越的國防力量之外，也需要人民
的團結和自信，年輕人作為國家未來的
棟樑，應該努力裝備自己，將來為保護
國家、保護社會作出貢獻。
黃可銘同學表示，對日軍當年犯下的
殘暴罪行感到震驚和憤怒。他提到，透
過參與這次活動，自己對於南京大屠殺
慘案歷史有更加全面的了解，也體會到
和平來之不易，是由先輩們用鮮血換來
的，希望未來全國人民都能夠團結努力
去維護和平、珍惜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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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AI老兵「對話」生動學習抗戰史

◆林珍與一體機中的AI抗戰老兵「對話」。
香港文匯報記者金文博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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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
日，「中國香港同心護港總會」自發製
作花圈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團體一
行十多人高舉國旗，由中環環球大廈遊
行至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請願，嚴厲譴
責日本屠殺超過30萬南京同胞，強烈要
求日本政府道歉及糾正錯誤。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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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代表上台向遇難者獻花。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全場人士肅立為遇難者默哀。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左起：鄧皓元、李熠陽、黃可銘、許
振隆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出席公祭儀式各界人士向南京大屠殺死難者
行鞠躬禮。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特首李家超致獻花圈。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2023年是南
京大屠殺慘案發生86周年，昨日是第十個南
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香港特區政府昨
日上午在政府總部舉行公祭儀式，悼念南京大
屠殺死難者。出席儀式的有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李家超、中央駐港機構代表、特區終審法院首
席法官、特區政府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
立法會議員、特區全國人大代表、特區全國政
協委員、原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成員、退伍
軍人團體代表以及學生代表等。
儀式約10時開始，全體人員肅立並奏唱國

歌，之後默哀兩分鐘。李家超致獻花圈，並
帶領出席人士行鞠躬禮。接着，李家超簽署
紀念冊，其他出席人士隨後逐一上前簽署紀
念冊。
是次活動上，主辦方分別用粵語、普通話、

英語講述這段歷史：1937年12月13日，侵華
日軍在南京開始對我國同胞進行長達四十多天
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三十多萬人慘遭殺戮，製
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慘案。在此大家向
死難者致以崇高敬意。主辦方希望藉此表明中
國人民堅決維護國家主權領土完整，以及對世

界和平的堅定立場。
李家超於活動後在Facebook上發帖文表示，

他出席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儀式，悼
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慘遭日本侵略者殺
戮的死難同胞，緬懷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獻出

生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他強調：「我們
必須牢記歷史、不忘過去、珍愛和平。」

來自培僑中學3名中三學生吳曦辰、溫謹暢
和李焯軒亦有份出席活動。他們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說，我們現在生活在這個安穩和平的

年代，國家也更加強大，但對於過去發生的事
情，像南京大屠殺，我們會銘記，絕不應該忘
記，也不能允許外界玷污這次事件。作為學生
大家也對自己更有要求，要為祖國將來的發展
與和平而更加努力。

昨天是第十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是次悼念活動於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長

沙灣）舉行。悼念儀式開始先由全場人士肅立為遇
難者默哀，然後由蔡若蓮致辭，並由各嘉賓及學生
代表上台向罹難者獻上白菊花，以及由學生代表讀
出《和平宣言》。除了超過500名現場師生代表
外，另有逾百所學校近6,000名師生於網上透過直
播參與活動。

囑國人肩負傳承歷史責任
蔡若蓮致辭時向奮力抗戰、英勇殉國的志士英雄
表達崇高敬意和感謝。她指出，前事不忘，後事之
師，南京大屠殺慘案以及抗日戰爭歷史不會因為時
代久遠而被遺忘，亦不應該被遺忘，而是要以史為
師、銘記教訓，並且要世世代代牢牢記住，「銘記
歷史，珍愛來之不易的和平。」她提到，南京大屠
殺倖存者現時只餘39人在世，寄語所有中國人都
應肩負起接力繼承歷史傳承責任。
她強調，只有民族團結、國家富強，才不會被人

欺負。她並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的講話：「和平是

人類共同事業，需要各方共同爭取
和維護。只有人人都珍愛和平、維
護和平，只有人人都記取戰爭的慘
痛教訓，和平才有希望。」

學生代表向倖存者致敬
教育局於早前舉行了「致南京大

屠殺倖存者的一張明信片」及「獻
給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的一件藝術作
品」比賽，向3位南京大屠殺倖存
者—夏淑琴、艾義英和岑洪桂致
敬。昨日活動上多位中小學生代表
介紹獲獎的優秀作品，並分享他們
從創作中表達對南京大屠殺的感想，銘記歷史和珍
愛和平的信息，以及向倖存者致敬。每份作品都蘊
含着溫情和敬意，展現了對國家民族的感情。活動
現場亦舉行學生作品展覽，展出多份獲獎實體作品
讓一眾出席嘉賓人士參觀，國史教育中心網頁亦同
步進行虛擬展覽。
昨日活動亦設歷史專題講座環節，由中日關係史

專家學者黃天主講，圍繞南京大層殺慘案細說日本
侵華的真相與始末。
黃天表示，作為歷史研究學者，有責任把這段極

其殘忍、慘痛的歷史真相講述予更多年輕人認識，
同時提醒只有國家富強才能夠珍愛和平，作為中國
人有未完的責任，應該對這段歷史作出深入研究，
並且為國家的繁榮富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