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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法西斯侵华战争中 具代表性的事件。侵华日军在 1937 年 12 月 13 日攻陷南京后,大肆杀烧淫掠,

使得南京生灵涂炭。南京大屠杀给落后中国的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屈辱。它彻底将当时正处于迷茫的中国人唤回现实,

并寻求独立和解放。南京大屠杀给今天的中国人以极大的启示：落后就要挨打,民族必须自强。忆昔抚今,警钟长鸣,民族复兴

的脚步永不停止；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不容忘却,民族精神的火炬必须代代传承；南京大屠杀激发当代青年应该勿忘历史,奋发

图强,重振国威,肩负起时代的担当,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关键词] 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启示 

 

1937 年 12 月 13 日的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法西斯侵华战

争中 具代表性的事件,它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伤害,留

下了沉重的历史记忆。时光的流逝,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

进都无法磨灭国家惨痛的历史和人们心灵上的创伤。2014

年 2月,为悼念南京大屠杀的死难同胞,我国将12月 13日设

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一重大举措对于中国

人民不忘国耻,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有着

重要的意义。探究南京大屠杀启示的目的和意义也正是激励

国人不忘国耻,弘扬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而不懈

努力。学史以明鉴,南京大屠杀是具有警示意义的事件,这段

历史需要我们时常回顾和反思。本文拟在南京大屠杀史实的

基础上从南京大屠杀本身、中国梦的实现和世界发展意义等

方面探讨南京大屠杀对于今人的启示。 

1 南京大屠杀之史实回顾 

一九三七年,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推进,

作为当时中华民国首都的南京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12

月 13日晨,各路日军蜂拥进城。攻入城墙的日军对南京城进

行了扫荡。13日这一天,南京城沦陷了,这是南京人民和全中

国人民 感到耻辱和悲惨的一天。 

日军侵入南京后长达六个星期的大屠杀使古城内外,尸

横遍野,鲜血染红了长江水。1946 年,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认定：“南京大屠杀的被害总数达三十万人以上。”随着日军

的侵入,南京城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日军为供火取暖,随便

用难民的家具,社会公物引火。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认定：

“日军锋镝所至,焚烧与屠杀常同时并施。我公私财产损失,

殆不可以数字计。”性侵犯是日军暴行中的突出表现,远东国

际军事法庭经过认真调查确认了这一事实。日军的性侵犯没

有时间、地点、年龄限制,在安全区内的妇女也难逃此劫。日

军对南京的抢劫,仅据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 1946 年 9

月的不完全统计：书籍字画古玩,食粮牲畜等物品被抢劫殆

尽。损失时价值2317.8 亿元,约合战后价值 2万亿元。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杀烧淫掠的暴行,使得南京生灵涂

炭,一片狼藉。南京市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南京市的

城市面貌和社会生活受到严重的摧残。沦陷一个月后的南京

变得恐怖与萧条,据中央社来自沦陷后南京的报道：“一月中

旬,日军在南京城杀烧淫掠使城内外毫无半分市景。水电方

面,经国际委员会努力,略有恢复,但电话、电报及邮运则毫

无办法。至各种商店已根本捣毁,现在敌人于难民区上海路

一带,新设小摊甚多,所售物品,大部由难民区外抢劫而来,

前往购买者甚少。” 

经日军的肆意践踏、破坏,昔日的“六朝古都”,当时的

中华民国的首都,一片破败,满目疮痍！南京是中国历史发展

的一个缩影,古老而文明的她犹如一座丰碑,向你述说着她

的光荣历史。许多世纪以来,扬子江和紫金山会同一起防护

着这座城市。平日里你可以随处听到街道上的叫卖声,工厂

和农田里的劳作声,孩子们的嬉笑打闹声,这些都是南京往

日辉煌的见证。可是,就在 1937 发生南京大屠杀那年,战争

来到了这座往日里一片欢腾的城市,将我们的家园留在了火

焰中,让我们的街道浸透了鲜血,犹如人间地狱,暗无天日。

这是我们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悲哀！ 

2 南京大屠杀之启示今谈 

2.1 从南京大屠杀本身谈 

2.1.1 人类文明,浑如薄纸 

今天对于“文明”一词的定义是“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

总和,特指精神财富”。我国古书《小戴礼记》中见有“文明”

二字,意为“花样色彩配合的鲜明”。而“野蛮”是黑暗的,“文

明”总是与“野蛮”相对。文明是由人类创造的,也是由人类

破坏的。日军野蛮地残害南京军民,这是对“文明”的挑战,

更是对“文明”的践踏。 

我们对于“文明”还有一种解释,指“社会发展到较高阶

段表现出来的状态”。日本明治维新是日本由封建社会向资本

主义社会过渡的转折点,明治维新后,日本步入了工业文明的

轨道。但遗憾的是,它迅速地走上了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道路,

企图发动侵略战争,称霸世界。可见,这种文明是一种虚假文

明,实则为野蛮。日本南京大屠杀的行为是由一个危险的政府,

在一个危险的时代背景下,把一种危险的理论强加给了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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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种意义上说,南京大屠杀是一场“人类的浩劫”,文明的

人类不应该付诸于屠杀、暴力、血腥和恐怖。 

人类文明就好像是一张薄薄的普通的纸。她可能很伟大,

承载了上千年的人类创造；她也很脆弱,面对南京大屠杀这

样的暴行,她被践踏得体无完肤。南京大屠杀是具有警示意

义的事件,它说明人类是多么容易被塑造成泯灭天良的“高

效杀人机器”。“机器”没有了人的生命、人的情感,它只听

命于“开关”,打开的状态下只会杀人,“杀人机器”完全没

有了“人性”。南京大屠杀用野蛮对抗文明,而对抗野蛮 好

的办法就是更文明,文明必将战胜野蛮。 

2.1.2 强权政治,推波助澜 

世界上研究“大规模杀害”的泰斗拉梅尔发现,政府内强

权越不受限制,政府越容易因其领导人受头脑中的妄想或心

理上的阴暗冲动所驱使而对他国发动战争。日本就是其典型。 

强权政治和军国主义是紧密相关的。19 世纪末 20 世纪

初的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而具备了帝国主义的各种

基本特征。随着日本的逐渐强大,其野心也迅速膨胀。日本

以强权政治为原则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希望成为“东方

之盟主”。 

1890年代,日本首相山县有朋在上呈天皇的奏折中明确

提出了“征服中国,称霸世界”的“大陆政策”。在这种理论

的指导下,日本先后发动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全面侵华

战争以及攫取了独霸朝鲜的特权、制造了南京大屠杀等事

件。这些典型的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强权政治,蓄谋已久,

推波助澜的产物。一个国家的政府内高度集权是致命的,绝

对的不受监督的权力制造了像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剧。日本

有军国主义,强权政治的基因,这是中国以及世界各国必须

时刻警惕的。防止军国主义和强权政治复活,这是我们应有

的教训和启示。 

2.1.3 惨痛教训,必须汲取 

读史可以使人明智,历史会提供给我们诸多的经验和教

训。历史的进程不管怎样发展,南京大屠杀都成为了人类文

明史的一个污点而存在。而这个污点除了侵略者的泯灭人性,

无论用多少语言都难以形容的残忍外,更多的是漠视和不

屑。人性中有一个阴暗面,那就是只要恶行离我们远的不足

以对我们构成威胁,我们就心安理得,袖手旁观。如果不是探

究南京大屠杀相关问题的人可能不会对这种黑暗暴力事件

给予过多的关注。因为人们往往会排斥“悲剧”,觉得“悲

剧”令人压抑,沉闷。但是,“悲剧”更能打动人,产生一种

向上的力量,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生活,勇往直前。南京

大屠杀就发生在我们的国度,时间是在“人类文明”的公元

一九三七年,施暴者正是那些丧失人性的“日本人”。 

历史就在我们身边,历史的时间记录了过去,我们从历

史知道了过去,而历史的过去并未真正地过去,它会影响现

在和未来。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惨痛教训必须汲取,即使

是心灵上的漠视也决不容许,因为心灵上的漠视必然导致行

动上的麻木。我们将这些教训和启示汇聚成强大的力量,使

每一个人都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行动

中去,防止悲剧重演。 

2.2 从中国梦的实现来谈 

2.2.1 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历史是国家、民族的记忆和财富,对历史闭上眼睛的人

没有未来。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是一个国家、民族、人民的

责任和义务。 

南京沦陷后,日军除了公然地制造烧杀淫掠等暴行外,

还用鸦片残害中国人。日本人公开地在大街上出售鸦片,人

们自由地步入鸦片馆而不受到警察的阻挠,而且这些鸦片馆

竟然肆无忌惮地用汉字“官土”作为广告的招牌,“官土”

即为鸦片的专有名词。为了鼓励人们吸食毒品,进而加强对

人民的奴役,日本人在南京的消费是用毒品支付劳力和嫖娼

的费用。他们甚至向幼小的 10 岁儿童提供海洛因香烟。当

时的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迈纳﹒瑟尔﹒贝茨根据其研究得

出结论：南京地区吸食海洛因的人数占当时南京人口的八分

之一。许多倍受蹂躏的南京市民成了毒品的牺牲者,有些人

试图借此来暂时逃避生活中的苦难、有些人则吞食大量的毒

品用来自杀、还有些人则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致使盗匪横行。

日本人利用这些来证明其占领南京是正当合理的,宣扬日本

帝国法律和秩序的必要性。更有甚者,在南京成立的“荣1644

部队”是日本人专门用来研究细菌实验的地方,“科学家们”

经常给中国俘虏注射或喂食各种毒药、细菌和致命气体,并

用专门的焚化炉将实验致死的尸体处理掉。 

日本人的残酷暴行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这是何等

的灭绝人性！这样的国耻叫我们如何能忘记？！前人用鲜血

和生命向我们诉说着：牢记历史,勿忘国耻。不容许任何人

再入侵我们的国家,永远都不要做亡国奴。国家和民族必须

强大,中华民族必须凝聚起来,早日实现民族复兴,防止任何

悲剧的重演。 

2.2.2 民族复兴,永志不忘 

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推动了人类文明社会

的发展。但是进入近代以后,中国因为清朝统治者的封建腐

朽,闭关自守而落后挨打。鸦片战争以后,大多数的帝国主义

国家都曾侵略和掠夺过中国,中国付出了巨大牺牲,真可谓

“侵略中国,发了世界”。签订的无数个不平等的条约、支付

巨额的赔款、割让领土与破坏国家主权和安全使得近代的中

国积贫积弱。1937 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后的南

京大屠杀更是将灾难和屈辱上升到了顶点。面对如此深重的

灾难和屈辱,怎能不使中国人无比愤怒？怎能不使无数仁人

志士义愤填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早已在中国人的

心中扎下了根,并进行了艰苦长久的追梦之旅。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略者蓄谋已久的血腥暴行,希望借

此使中国人民畏服。日本在明治维新甚至更早时期就希望征

服中国,称霸世界,实现它那堪称“伟大”的“幻想”。可是,

与日本侵略者幻想的恰恰相反。南京大屠杀彻底将正处于迷

茫,不知所措的中国人民“唤醒”了。1938 年,逃出南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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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个叫李克痕的人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沦京五月记》

一文,深刻揭示和暴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并强烈呼吁：“同

胞们！时急势迫,事实已不许我们再犹豫了！同胞们,快奋起！

同胞们,快奋起！”南京大屠杀把带着各种想法的中国人唤回

现实,并教会我们化仇恨为力量,必须抗战胜利。从此,南京

人民和全国人民进行了长期英勇不屈的斗争。 

许多南京的受难同胞没有被敌人的屠刀和机枪吓倒,用

种种方式同敌人抗争,决不屈服。据目击者记述,“受难的同

志,全身鲜血淋漓,仍然叫骂怒视,甚至高喊‘打倒日本帝国

主义’的口号。”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和国民

党采取各种形式在南京地区开展对日的军事行动和暗杀行

动。中共领导的新四军于 1938 年 4 月底组成先遣支队,在南

京等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和游击队,鼓励人民大众进行抗日

斗争,为大屠杀中死难的同胞报仇。 

在南京人民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反抗和斗争努力下,日本

帝国主义于1945年8月15日正式宣布投降,中国人民全民族

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南京人民受日伪奴役和蹂躏的历史结束

了,南京军民在遭受大屠杀境遇之后终于可以重新抬起头来,

中国人民终于独立了。战后的两个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

的罪犯进行了判决,南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冤耻得到了昭雪。 

南京大屠杀已经过去整整 81 年了,今日的中国经过自

身的努力,发展壮大起来,昂首阔步地走在民族复兴的康庄

大路上。1978 年以后,中国实现了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转变。改革开放使我们进入了

小康社会。现在,我国已经跃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

国力显著提高,我们距离民族复兴又近了一步。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梦想凝聚了多少代人的梦想,无数个仁人志士为之

探索、奋斗和牺牲。我们现在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

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中华儿女必将乐观自信地走

下去,争取早日实现中国梦。 

2.2.3 民族精神,薪火相传 

民族精神不是自然存在的。自然孕育了人类,人类创造

了文化,人类和文化融合才形成了民族精神。在中国的土地

上孕育了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爱

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我们每一个人必须在心灵

上、精神上,真切地感受到我是一个中国人,肩负起中国人的

责任和担当,身体力行地将中华民族精神传承下去。面对南

京大屠杀,勇敢的中国人进行了奋力抗争。其中, 著名的人

物非李秀英莫属。1937 年 12 月 18 日,有三个日本兵到李秀

英所住的地方抓人行奸,年仅 18 岁并且已有六七个月身孕,

行动十分不便的她勇敢地同日本兵拼命直至昏了过去, 终

身受 37 处刀伤而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如果每一个人都是“李

秀英”,或许历史将被改写。 

今天,我们心中的中国各有侧重,心中的崇拜各有所属,

心中的英雄各有所指。这些英雄中不乏有获得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的屠呦呦；带领中国女排多次获得世界冠军的郎

平；创建“宝贝回家寻亲网”,帮助很多家庭获得重新团聚

的张宝艳；还有甘于奉献,精忠报国的抗战老兵们。他们都

是“感动中国”的人物。感动中国人民的情感是共同的：那

就是当《义勇军进行曲》奏响时、五星红旗升起时,我们心

中产生的自豪感和庄严感,就是我们血脉中的爱国主义精

神。人终有一死,但是精神可以永存。正因为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的传承,所以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从未间

断,无论祖国强大还是落后,无数中华儿女始终与祖国风雨

同舟,荣辱与共。民族精神薪火相传,中国梦终将实现。 

2.2.4 有志青年,奋发图强 

青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南京大屠杀激励了

中国人尤其是青年人的持久抗战,坚韧顽强抵抗到底的决心

和勇气。南京沦陷后,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青年运动一刻

也没有停止过。“青年互助会”、“青年救国社”、“干字运动

实践会”等青年学生团体纷纷建立起来。其中“干字运动实

践会”是 1943 年冬,由中共地下党员何广鑫参与筹划组织

的。“干运会”通过举办学生生活营,出版《干字月刊》等办

法,追求真理,提高思想觉悟,走革命进步的道路,勇敢的同

黑暗势力作斗争。其生活营营歌唱出了所有青年人的心声：

“我们的生活营,……以青年领导青年,……我们是国家的

生力军；我们是民族的新生代。手拉手、肩并肩,青年们,

勇往直前,战胜恶势力,胜利就在明天。” 

中国古语有言：“士可杀,不可辱”,士不可以无志。原

子弹可以屈服强敌,但是优秀的文化、优秀的精神却可胜过

船坚炮利。中国真正的复兴是在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上,在

我们每个人身上,在我们每个人内心的自觉自信上,在我们

每个人的立志上,在我们每个人为实现远大志向而奋斗上。 

生活在和平时期的我们,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修

学上。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学习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好工作

是为了过上好日子。我们学习是为了国家和民族振兴而学,

有国才有家,我们每一个学生都应该立下“为中华之崛起而

读书”的远大志向。我们青年人更应该牢记南京大屠杀这段

悲惨的历史,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奋发图强,我们强大了,肩

负起时代的担当,国家就有力量。青年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胜利就在明天,胜利属于我们青年！ 

2.3 从世界发展意义来谈 

发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

史上规模 大、 为惨烈的战争。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约

6000 万左右,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日本法西斯侵华战

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日本法西斯犯下了滔天罪

行。南京大屠杀使南京变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长久,

不屈不挠的抗争。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

战争的一部分,并且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仅 1937 至 1945 年,中国的伤亡人数

就超过 3500 多万。如果没有中国的抗争和取得胜利,日本法

西斯将进入澳大利亚,印度,中东,世界上将有更多的国家和

人民被卷入战争,其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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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性质的战争中,受苦受难的永远是普通老百姓。

亲人惨遭杀害,无家可归,这对于家庭来说是毁灭性的灾难；

而成千上万条生命加起来,就是国家、民族、全人类的灾难。

对于战争的创伤、战争的记忆是世界各国人民必须面对,全

人类必须永远铭记的历史。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反对战争、

维护和平正是世界发展的意义。我们铭记那些惨痛的历史就

是要以史为鉴,教育今人,警示后人。未来需要和平,和平是

人类命运的共同体,有和平,人活得才有尊严,人类文明才有

发展的动力。然而,和平不只是说说那么容易,和平更需要我

们身体力行地维护。 

二战后,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立国家

公祭日,举行国家公祭活动,以此来增强现代人对国家遭受

战争灾难历史的记忆。例如：波兰每年 1 月 27 日举行活动

纪念奥斯维辛解放；德国设定 1 月 27 日为大屠杀受害者纪

念日；以色列在每年的犹太历尼桑月 27 日举行大屠杀纪念

日活动,悼念逝者,激励生者。 

2014 年 2 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决定以 12 月 13

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这对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的祭奠提升到国家级别。中国举行国家公祭同样是为了铭记

历史,不忘南京大屠杀的惨痛教训,以史为鉴；更是为了防止

悲剧重演,使人类和平相处与共存。这是对历史的尊重、人

民的尊重、和平的尊重。 

南京大屠杀不只是中华民族的记忆,还是世界人民的记

忆。《南京大屠杀档案》已经列入联合国人类记忆遗产名录。

人类共同的记忆可以凝聚信仰和力量,引起全世界热爱和平

的人民的共鸣。 

一个民族如何看待历史,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未来。二战

以后,日本不敢承认战争犯下的罪行,极力掩盖历史的真相,

甚至否认发动侵略战争的事实,妄图美化侵略战争。日本首

相安倍晋三上台后,安倍及其内阁成员经常发表历史修正主

义观点(包括宣称“侵略无定论”、否认日军强征“慰安妇”、

否认南京大屠杀、置疑东京审判等),参拜靖国神社,修改宪

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挑起钓鱼岛争端问题等。这是对遭

受战争伤害的各国人民的再次伤害。历史不能容许,人民不

能容许。 

近年来,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较为紧张,是不是由于

它不去认真反思历史、不敢认罪有关呢？一个国家要想长久

稳定繁荣地发展下去,必须肃清历史问题,放下包袱,轻松地

前行。相比而言,德国深刻反省了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

用实际行动向历史忏悔,一再向受害者道歉,从而获得了民

族的和解与尊重。现在的日本人就面临着这样的抉择：他们

可以继续欺骗自己,随心所欲地美化战争；他们也可以勇敢

地承认事实真相,并向受难者发表声明正式道歉。诚恳认罪,

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人民,并同周边国家友好发展是对历史

的负责,对青年一代的负责。 

中国深受侵略的屈辱,战争的苦难,懂得落后就要挨打,

深知和平的来之不易。历史不容忘却,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

续仇恨,而是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日本

具有军国主义的基因,至今也没有向中国、向世界真诚地认

罪,不认罪就等于“冷战”。反对任何形式的战争,维护和平

是世界各国有良知的人民的追求和福祉。和平是人类命运的

共同体,没有比和平更珍贵的了,只有和平,人类才能继续文

明前进。 

3 结束语 

回顾 81 年前的历史,南京大屠杀给今人以极大的启示。

从南京大屠杀本身来看,南京大屠杀用野蛮对抗文明,面对

野蛮 好的办法就是让自己更文明。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

主义和强权政治蓄谋已久,推波助澜的产物,必须防止军国

主义和强权政治复活。我们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惨痛教训必须

汲取,决不容许任何形式的漠视。从中国梦的实现来看,我们

应该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每个国人都应当坚定志向,传承民

族精神,争取早日圆梦。每个青年更应该肩负时代的担当,

这样国家就有力量。从世界发展意义来看,南京大屠杀是世

界的记忆,只有不忘历史,维护和平,世界才能文明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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