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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名南京学子完成“行前一课”
国际博物馆日，《为什么是她——张纯如与<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专题展开幕

一生追求真相与和平 中国著名学者章开沅先生辞世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戚振安、金同和离世

截至6月25日，纪念馆与南京市教育局共建的“行前一
课”2021上半年课程结束。来自全市19所学校共计1115名准
留学生，先后在纪念馆完成了有关历史与和平的课程，他们将
肩负使命，成为和平的种子，撒向世界各地。

这些学生分批来到纪念馆参加“行前一课”课程。大家在
纪念馆公祭广场撞响和平大钟，参观《南京大屠杀史实展》，
并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敬献菊花。他们还跟随纪念馆工作人员
动手折叠和平之花紫金草、听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讲述亲身经历。
由南京市各中学历史老师等组成的“行前一课”讲师团，分别
为他们讲授历史与和平课程。参观学习结束后，纪念馆张建军
馆长为学生们颁发“和平使者”结业证书，寄语他们“铭记历
史、珍爱和平，为民间友好交流多做贡献。”

1115名南京学子完成“行前一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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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中国南京，正值炎炎盛夏。无论您身处地球的哪一

个方位，我们在此向您传递近期来自中国南京的和平讯息。
欢迎阅览。

南京长江北边的浦口码头，记载着老南京的历史，见证了
无数的悲欢离合。1937年12月，南京长江边，曾是侵华日军屠
杀中国军民的地方。而长江北岸浦口是极少数中国人得以逃生
之所。

1968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轮渡的过江需求极大缓
解，中山码头的客流量也开始下降。新南京人慢慢遗忘渡船这
种过江方式，但是老南京人依然继续钟爱着轮渡。

浦口码头老旧、破损的建筑不能满足长江岸线整体景观要
求。今年4月，江北新区公建中心对其进行封闭改造。6月2日，
经改造后，轮渡复航。升级后的浦口码头，呼应周边浦口火车
站等文物建筑风格，功能上也与商业配套更好地融合在一起，
成为现代化的游轮码头。

南京浦口码头升级 轮渡复航

4月30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戚振安离世，享年91岁。 5
月18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金同和离世，享年92岁。目前登记
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剩66人。

戚振安生前回忆道：“日本马队追上了我们，有个日本兵
要强奸我家大姐，他把拴马的绳子拴到自己身上，去扒我家大
姐的裤子，大姐哭着一直喊救命，我大妈想撑伞盖在姐姐脸上
不让她看日本兵，伞一开哗啦’一声，马受惊拖着日本兵跑远
了，得救的我们跪下来感谢老天爷。”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戚振安、金同和离世

金同和生前回忆道：“那时候我才8岁，我的父亲被日军
抓走杀害了，你说我们这一家怎么生活啊！老的老，小的小，
悲惨得不得了，生活没有着落，后来母亲靠做小买卖来养活我
们一家。”

南京城市建设与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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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下午，由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牵头的“拉贝日记
与和平城市”国际云科考项目正式启动。本次活动在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德
国费希塔大学与海德堡大学的大力支持下举办。

德国费希塔大学的Egon Spiegel教授进行了现场连线。
Spiegel教授结合自身的和平学研究成果，为同学们介绍了德
国的和平学研究状况，并预祝本次科考项目圆满成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刘
成与同学们就“和平是什么”展开讨论。他呼吁大家共同学习
“和平的志愿者”精神，牢记历史、珍爱和平，“因为忘记历
史即是背叛，而追求和平是对创伤历史最好的记忆和修复。”

“拉贝日记与和平城市”国际云科考启动

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为什么是她——张纯如与<
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专题展在纪念馆揭幕。“至纯
至美”“至韧至勇”“一个人的力量”三部分展出内容还原了
张纯如三十多年的人生轨迹，彰显出她还原南京大屠杀历史、
捍卫正义与和平的精神。

 张纯如生前以强烈的使命感、责任感、正义感撰写了有关
南京大屠杀的英文著作《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本次
展览共展出50多件张纯如生前用过或和她有关的物品，其中有
25件（套）为2000年12月，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女士赠予纪
念馆。

本次展览采用AI技术，复原了张纯如的形象和声音。当年
陪同张纯如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纪念馆原副馆长段月萍、
江苏省行政学院教授杨夏鸣、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卫星来到
现场。段月萍说：“我非常佩服她，这么年轻，对全世界的正
义和和平做了这么大的贡献。”

《为什么是她——张纯如与<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开展

纪念馆资讯

5月28日8时15分，享誉海内外的中国著名历史学家、教
育家章开沅先生在中国武汉离世，享年95岁。

章开沅先生生前围绕《贝德士文献》对南京大屠杀历史展
开研究，硕果累累。

贝德士（M.S.Bates）是一位美国传教士，也是一位历史
学家。南京大屠杀期间，他是金陵大学（今南京大学）历史系
教授，负责保护校产。他积极倡导并参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
员会”的建立，为揭露日军暴行、保护中国难民做了大量艰苦
卓绝的工作。贝德士去世后，他生前保存的全部文献都转交到
耶鲁神学院图书馆保存。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将其命名为《贝德
士文献》（Bates Papers），归入“中国文献项目”（China 
Records Project, Miscellaneous Personal Papers Collec-
tion），收藏于该馆的特藏室（Special Collection）中。章
开沅教授是最早发现并系统研究且积极向学界推介《贝德士文
献》的中国学者。他发现了一大批“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的档案，包括该委员会的往来公文及其许多成员的私人信件、
日记、文稿、备忘录等。章教授马上意识到，“这些都是研究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最宝贵的原始资料”，不久，就开
始了对这一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1995年，章教授两部著作——《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
《南京：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五月》先后问世，让
世人对南京大屠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章教授不止一次地说：“我们回忆充满恐怖与罪行的往事，
决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寻求真理与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为
了汲取历史经验，教育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世界人民，反对侵略
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南一生追求真相与和平中国著名学者章开沅先生辞世

6月9日国际档案日，纪念馆在档案墙前设立“花语”装置，
并精选了四组《南京大屠杀档案》珍贵资料供观众翻阅，让珍
贵档案触手可及。

从家国情怀到世界记忆让《南京大屠杀档案》触手可及

5月18日，纪念馆与南京艺术学院共建的国际和平艺术中
心揭牌，该中心将以艺术为媒介，向世界发出来自南京的和平
之声。国际博物馆学文献中心也于同日揭牌。

“国际和平艺术中心”、“国际博物馆学文献中心”在纪念馆揭牌

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