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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南京大屠杀受害者“代言”
文/王可佳 颜亮 高山

历史真相不容混淆 别让正义的声音被淹没

! ! ! !今年 !"月 !#日是南京大屠杀
惨案发生 $%周年，也是第四个南京
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历史，早就把日本军国主义的

这一暴行钉在耻辱柱上。但在日本
国内，总有一些势力妄图否认南京
大屠杀。与此同时，国外也有不少勇
敢的有识之士，一直用各种方式追
寻和传播这一段历史事实。

!不仅是为了中国人"

日本市民团体“铭心会”会长松
冈环说：“我想成为南京大屠杀受害
者的代言人，为了将来终有一天能
画下句号，我们必须勇往直前。”
“铭心会”为探寻南京大屠杀历

史事实而设。松冈环 !"#$年第一次
到南京实地调查，她与其他会员在
随后近 %&年间追访、追查数百名受
害者和日军侵华老兵的经历，把他
们的证言集结成书、拍摄成纪录片。

松冈环曾是小学历史教师，日
本教科书肆意歪曲侵华战争历史，
激发她追寻真相、呈现真相。
“现在仍有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存活于世，我们把他们的经历告诉
世人，告诉大家战争是什么，和平又
是什么。不少日本人一直否认南京
大屠杀的事实，日本 $&年前所发动
的侵略战争至今仍未画上句点，对
日本人来说是一种不幸，责任百分
之百在日本一方。”
松冈说，近年与北美学者交流，

她得知当地人想法，如果不了解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亚洲的悲惨遭遇，
不仅无法了解整个二战的全貌，也
无法体会和平的可贵。“和平很容易
在不知不觉间崩塌。大家一定要充
分了解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才
能建立更稳定的和平基础。”
松冈说：“我这么做不仅是为了

中国人，更是为了日本人。这是日本
人能获知真相的机会”。
“我们现在仍不能放弃，”她说，

“我总认为，即使是星星灯火也可成
为点亮前路的光源。”

'()部队问题专家、日军侵华
战争历史学者森正孝现在日本国立
静冈大学教授和平学课程，先前担
任中学历史教师。他从 !"$*年开始
揭露日军侵华战争的真相。

森正孝曾拍摄、制作多部有关
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还原日军
暴行的纪录片，还曾多次到中国黑
龙江、浙江等地寻访细菌战受害者，
在日本追查大批 '()部队原队员，
获得大量珍贵的细菌战影像资料。
森正孝说：“对中日两国民间交

流来说，历史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
问题。”若想获得真正友好关系，必
须首先正视历史，向现在的日本人
民揭露战争历史真相，然后大家一
起去克服、解决这个问题。“这将成
为日本与中国甚至亚洲各国之间真
正友好关系的基石。”
“如何向下一代人更好地讲述

历史真相是个重要课题，也是我的
重要使命，”他说，“虽然我年纪也不
小了，但我会继续下去，直到我生命
终结的那一天。”

十年写就#南京不哭$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华裔教授郑
洪现年 $+岁，出生在卢沟桥事变和
南京大屠杀发生那一年。,&-.年，
郑洪所写英文小说《南京不哭》在美
国出版。小说写了十年，十易其稿。
英文不是他的母语，南京不是

他的家乡，但一种使命感推动着他：
他在为自己写，为与他一样在战乱
中长大的同辈人写，也为不知道那
场战争之痛的年轻一代写。

-""*年 /月 -(日下午，两名
同事在办公室找到他，让他去听一
场讲座。郑洪到场时，/名学者正向
,++多名听众讲述美国在日本投原
子弹之事。那 /人是麻省理工学院
荣誉退休教授菲利普·莫里森、历史
学教授约翰·多佛、达特茅斯学院历
史学教授马丁·舍温和日本法政大
学日本历史学教授袖井林二郎。
他们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因为美国投掷原子弹，日本民族受
伤甚重、苦难最多。郑洪热血冲脑，

举手要求发言。“如果一群强盗闯入
你家中，强暴了你的妻子，杀死了你
的儿女，还要割破你的喉管，警察进
屋来制伏了强盗，救了你的命。请问
台上 /位尊贵的先生，这是警察在
暴力执法吗？”台上台下一片安静。
一名美国主讲人回应几句，又回到
原来话题……
郑洪决定写一部以“南京大屠

杀”为主题的小说，因为那是日本侵
华最典型的罪证。《南京不哭》
（&'()*(+ &,-,. /.*,0）是继张纯如
的《南京大屠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被遗忘的大浩劫》后，又一部以南京
大屠杀为题材、由美国华人学者写
就的作品。

与张纯如冷峻的纪实风格相
比，《南京不哭》以两对男女的悲欢
离合为主线，既痛述国殇又弘扬人
性温情，让读者体会南京大屠杀的
惨烈，也领略中国的风俗人情之美、
器物文化之美。
《南京不哭》面世后，连续数周

在美国亚马逊网站上卖到脱销，多
次加印。郑洪认为，掌握话语权很
重要。“日本右翼势力出版了 .++

多本与二战历史相关的书，严重歪
曲历史，美国主流社会相当大程度

上受到这些言论误导。相比之下，在
西方主流社会发声的华裔作者屈指
可数。”
他说：“西方社会对日本战时的

暴行显然已经忘记了大半。我们的
声音，在美国的学术界渐渐被淹没
了。这个时候，我们更应对世界发
声，把历史的真相用种种不同的方
式表达出来。”

讲述父亲当年壮举
玛乔丽·威尔逊·加雷特觉得匪

夷所思：时至今日，竟仍有人试图否
认南京在 $+年前发生过一场大屠
杀。玛乔丽是南京大屠杀见证人罗
伯特·威尔逊医生的次女。“耶鲁大
学图书馆收藏了我父亲的信件，清
楚地证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
罗伯特·威尔逊 -"(.年 -月至

-"/+ 年 $ 月在金陵大学鼓楼医院
任外科医生。日军 -"('年 -,月进
攻南京，威尔逊让妻子带着半岁大
的长女离开，自己留下，与其他一些
西方人组织国际委员会，设立难民
安全区，庇护南京市民。同时，他用
文字记录日军暴行。

说起父亲，玛乔丽不禁哽咽：
“他目睹日军的暴行，同时作为一名
外科医生，尽力救治那些遭日军伤害
的平民。他日以继夜做手术，极少休
息。这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压力。”

--月 -,日，加州阿卡迪亚市
举行威尔逊医生纪念碑落成仪式，
玛乔丽带着弟弟和儿孙一起参加。
.++多名华人在现场迎候，向威尔
逊医生的后人表达感激和敬意。
玛乔丽希望让更多美国人了解

南京曾经发生的一切。-,月 -日，
玛乔丽受邀在阿卡迪亚一家社区俱
乐部演讲。她问：有多少人知道南京
大屠杀？大约一半人举手。
“现场有这么大比例的民众听

说过南京大屠杀，我很开心。”于是，
玛乔丽讲起父亲在南京的经历，人
们静静地听着，她讲完时，“他们纷
纷过来与我握手、拥抱。”

她说：“$+年过去，我们还是要
向年轻一代讲南京大屠杀这段历
史，讲述我父亲的事迹，要让他们明
白人性可以很伟大。”

法国画家作品

揭露日军暴行
! ! ! ! !"日!法国画家克里斯蒂

安"帕赫在南京将其创作的包

括#南京痛苦的嘶吼$在内的多

幅%慰安妇&系列油画作品赠予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

馆' (当我听到)看到*慰安妇+

的故事! 仿佛感到那些女人的

眼泪依然在流淌'&他希望通过

这组作品揭露日军在侵华战争

期间犯下的反人道罪行'

帕赫是国际知名油画艺术

家! 法国功勋和奉献联盟委员

会委员! 曾被法兰西学院授予

法兰西骑士院士荣誉'

今年 #月!帕赫的第 "$次

中国之行来到南京! 参观了位

于南京市秦淮区利济巷的慰安

所旧址陈列馆! 并在那里工作

生活了整整一个月'

(泪洒一面墙&是陈列馆内

以(泪&为主线展陈的其中一个

部分!墙上 !%颗硕大的(泪滴&

凝重而悲怆!(泪滴& 右侧的墙

面上!密密麻麻拓印着当年(慰

安妇&的黑白头像照片!每个人

的眼中都含着悲愤的泪水,,

帕赫说-(那段历史令我的

情绪被悲伤侵袭! 我必须拿起

画笔!把 &$年前女性在战争中

遭受的屈辱呈现出来' &

一个月的时间里! 帕赫让

自己沉浸在陈列馆悲伤的氛围

中! 创作出 .地域的眼睛$.说

(不&的女人$.体检$等多幅作

品!从不同侧面反映日军(慰安

妇&制度的暴行'

回到法国后!帕赫继续(慰

安妇&主题作品的创作' .南京

痛苦的嘶吼$这幅画长 !'&米)

宽 !'((米!从左至右勾勒出数

个日军欺凌女性和征用 (慰安

妇& 的场景! 背景是一座慰安

所!多名女性被关其中!在痛苦

与绝望中挣扎'

(我查阅了很多史料!在陈

列馆里进行创作! 尽可能地想

象那些女人的遭遇' 她们的家

被摧毁! 自己成为日本人的性

奴隶! 更不用说她们在战后忍

受怎样的心理创伤! 在恐惧中

度过余生,,&帕赫说!他希望

观众能被作品展现的暴行所触

动!从而去了解那段历史!铭记

战争带给人类的痛苦'

&$年后的今天!战争仍未

远离世界'帕赫说!他希望用画

作记录历史! 唤起人们对战争

的关注!对和平的坚守' 韩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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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尔逊医生的子女在加州举行的纪念碑落成仪式上 本版图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