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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記歷史•珍愛和平」   

南京大屠殺周年學校悼念活動 

校長／教師代表致辭要點 

 

示例一 

 

 XX 年前的今天，即 1937 年 12 月 13 日，侵華日軍佔領南京，屠殺幾十萬中國軍

民，全城滿目瘡痍、生靈塗炭，為中華民族帶來極大的苦難。為悼念南京大屠

殺及抗日戰爭的死難者，國家自 2014 年開始把 12 月 13 日定為「南京大屠殺死

難者國家公祭日」。 

 

 南京大屠殺發生至今已過了 XX 個年頭；然而，大屠殺與日本侵華對中國人，

特別是倖存者所造成的傷痛是永不磨滅的。為銘記及反思這場對近代中國發展

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讓我們今天一起悼念所有在南京大屠殺及抗日戰爭中遇

害的死難同胞，以及為保衛中國人民和國土獻出生命的抗日先烈，並宣示珍愛

和平的莊嚴立場。 

 

 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透過了解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情景、聆聽倖存者傷

痛的故事，我們更能體會及明白國家安全對民族存亡及人民福祉的重要性。眼

見不少戰爭倖存者及其後人為歷史公道而奔走，這份堅持值得我們由衷的致敬。

同時，我們亦看到不少國際友人（如美國傳教士約翰•馬吉、德國商人約翰•

拉貝等），在危難中本著人道精神，無畏地在戰爭中保護受害民眾，這種無私大

愛的精神同樣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 

 

 日本侵略者犯下的滔天罪行，鐵證如山，昭然天下，不容篡改。不過，舉行南

京大屠殺等抗日戰爭的相關紀念活動，絕非為了延續民族仇恨，而是要喚起世

人對和平的嚮往和堅持，好好珍惜和守護來之不易的和平時代。我們一方面要

銘記歷史，毋忘國恥，並且要以史為鑒，維護正義和良知。同時，同學亦可從

中學懂寬恕，放下仇恨，領悟和平的珍貴，為營造和諧社會與大同世界而努力。 

 

 我期望同學更認識、體會中國軍民在抗日期間的艱苦困厄中所展現的共赴國難、

守土衛國的堅毅精神，有了他們的承擔與犧牲，奮勇抗敵，才有抗戰的勝利，

令中華民族得以繼往開來。因此，當我們處身在和平安樂的年代，要更深入認

識國家，認同中華文化，並按自身的潛質與才能，好好裝備自己，與香港並肩，

與國家同行，精誠奮進，服務社會、貢獻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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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二 

早會分享：遺忘不了的歷史之痛  裘錦秋學校（屯門） 陳月平校長 

 

        戰爭在歷史中從未停止過，人類自編自導自演的戰爭，演出的卻是一幕又一幕沒

有觀眾的血腥場面。1931 年 9 月 18 日，揭開日本侵華的序幕。 

 

        1937 年 7 月 7 日，盧溝橋事變是中日全面戰爭的開始。7 月 17 日，蔣介石發出命

令——「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抗戰到底。」1937 年 11 月下旬，日軍兵分六路進

攻。12 月 8 日，日軍突破中國軍隊防線，直逼南京城。12 月 13 日南京失守，日軍屠殺

幾十萬中國軍民。我們中國人稱這件泯滅人性的可怕侵略為「南京大屠殺」。 

 

        ＸＸ年過去，我們從戰敗中學習到什麼？中國人是否真的反思為何被侵略？是因

為積弱而導致國力衰弱嗎？戰爭總是與國力直接掛鈎。我們看看當時中日的國力如何？

當時中國人口有 4.5 億，2.5 億為男性；日本只有 7 千萬。中國的人口是日本的 7 倍。

中國國土是 960 萬平方公里，日本是 37 萬，日本是中國的 4％。但中國人眼中的蕞爾

小國居然打敗天朝大邦？再加上兩國的改革時間相若，與明治維新相若的時間是洋務

運動。但中國在經濟、科技以及精神文明方面有什麼進步或變化嗎？中國人有否深入

了解當時的改革為中國帶來了什麼？ 

 

        作為中國人，我們無法忘記過去的傷痛，無法忘記為了後代子孫而犧牲自己的前

人，但謹記中國被入侵，被日本打敗的意義絕對不是仇恨，而是希望從血與淚的歷史，

尋找我們中國人的前路，如何令所有同胞平安、幸福地生活，以至全世界的人類能和

平共處？ 

 

        因為日本的入侵，中國人血流成河，屍骸遍野，家破人亡，為了國家民族，志願

軍組成義勇軍救國，中華民族勇往直前，不屈不撓的戰鬥精神保護家國。義勇軍進行

曲原本是《風雲兒女》的主題曲。新中國成立後，成為國歌。今日，當我們唱起自己

的國歌，看到自己國家的旗幟在飄揚，心中有否對國家英雄的崇敬？ 

 

        我們的平安是前人的英勇衛國的福蔭，在中國被侵略時，不少人犧牲個人的性命

保家護國。在今日，ＸＸ年過去了，我們不僅悼念在戰爭中的死難者，更重要的是努

力向上，希望每一位同學都盡己所能，做好自己的本份，這樣國家就可以興盛。希望

從戰爭中銘記和平的重要。要國家長治久安，我們要努力建立穩固的法制，發展經濟

和科技，更重要的是要有文明的素質。我們要各民族不分膚色與種族以文明、先進、

和平的方式共存。 

 

        最後，向各位同學推薦兩本書，分別是張純如《被遺忘的大屠殺：1937 南京浩劫》

和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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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三 

校長演講稿：勿忘歷史珍愛和平 吾輩自強振興中華     洛陽市第二外國語學校 

 

         2014 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每年的 12 月 13 日設立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

日。設立國家公祭日，舉行國家公祭儀式，體現國家的意志和尊嚴。其意義在於讓國

民勿忘歷史、追求和平的同時，激揚起民族精神。歷史，應該也必須這樣銘記！  

 

         1937 年 12 月 13 日，日軍侵佔南京後，公然違反國際公約，大肆屠殺手無寸鐵的

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南京三分之一的建築被毀壞，市內發生近兩萬宗強姦、

輪姦的暴行，大量公私財物被掠奪，死難者總數根據戰後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判決

達 30 萬以上，古都南京遭受了一場空前的劫難。 

 

        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後，美國《紐約時報》、《生活》雜誌、英國《泰晤士報》、蘇

聯《真理報》、中國《中央日報》、《新華日報》等中外媒體，均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作

了大量的報導。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以及陸續回到南京的歐美外交官記錄或秘密拍攝

了日軍在南京的暴行。當年親歷或目睹日軍暴行的南京軍民，留下了大量的證言。曾

經參與南京大屠殺的日軍官兵，也留下了相關記錄。 

 

       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均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進行了

審理與判決。2015 年 10 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南京大屠殺檔案」列入《世界記憶

名錄》。南京大屠殺慘案是日軍在侵華戰爭期間製造的無數暴行中最慘酷的悲劇，是野

蠻對文明的扼殺，是人類的一場浩劫。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都不應忘記。 

 

        一個優秀的民族，必定是一個敬重歷史、牢記歷史的民族。我們紀念歷史，並不

是一味地宣泄仇恨，而是希望我們的國家、民族和每一位中國人，包括海外的炎黃子

孫，要有憂患意識和自強精神。我們紀念歷史，是為了避開悲劇不再重演。是為了正

告那些已經、正在或者妄圖對中華民族施加罪孽、圖謀不軌的國家和民族︰團結、堅

毅的中華民族是不可能被戰勝的。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讓我們記住，30 萬同胞慘遭日軍殺害；讓我們記住，十四

年抗戰，有 3500 萬軍民付出了珍貴的生命。勿忘歷史，勿忘恥辱，更要懂得珍惜，珍

惜革命先烈用血拼出來的天下，珍惜我們生活的環境，珍惜來之不易的生活，明白落

後就要挨打，落後就恆久處於被動受辱的位置；任何時候，都要努力強大我們自身，

只有中國強大了起來，立於世界強國之列，那我們才真正是不戰而勝。我們唯有時刻

睜大警惕的眼睛，以強烈的憂患意識和高度的民族自愛心、自尊心、自信心，自覺把

愛國之情轉化為報國之行，努力為祖國的繁榮富強作出自己應有的貢獻才是我們共同

的目標！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我向同學寄予一點期望：在你們今後的每個發展階段，做一

個勇於承擔的中國人。在學習的階段，好好學習就是你應盡的責任，不要荒廢了青春

的大好年華；到了工作的階段，努力工作就是應盡的責任，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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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請記住一個簡單的原則並實踐它：「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多做正能量的事，

少做或者不做負能量的事」，這就是你對國家與民族的強大應該承擔的責任。華為公司

創始人任正非說的非常好：「一個人一輩子能做成一件事，已經很不簡單了。我們幾個

把豆腐磨好，磨成好豆腐，你那幾個企業好好發豆芽，把豆芽做好……我們 13 億人民

每個人做好一件事，拼起來就是偉大的祖國。」把這段話送給每一位同學。讓我們通

過了解國家公祭日背後的歷史意義，做勇於承擔的中國人。用我們今後的實際行動，

走好每一步，為把祖國建設得更加強大貢獻我們應盡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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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例四 

校長演講稿：不忘國恥  發奮學習  強身健體  振興中華   延安巿新區高級中學 

 

各位老師、同學： 

 

早安！我今天所講的主題是《不忘國恥 發奮學習 強身健體 振興中華》。 

 

今天是個特殊的日子，是國家紀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公祭日。86 年前，1937 年 7

月 7 日，日本帝國主義藉口一個士兵失蹤，悍然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12 月

13 日，侵華日軍野蠻侵入南京，對我同胞實施長達 40 多天的血腥大屠殺。據南京大屠

殺案調查機構調查結果顯示：南京淪陷之時，雨花臺區有軍民二三萬來不及退卻，經

敵人掃射，哀聲震地，屍積如山，血流成河。八卦洲爭相渡江的軍民，全都被掃射，

屍體掩蓋了江面，江水一時變成了紅色。日本憲兵隊更任意捕殺人民群眾，以繩索或

鋼絲捆起，懸在空中，腳不著地，有的被押解到醫藥試驗室，將各種有毒細菌注射入

身體之內，做細菌實驗，讓他們生不如死。二萬多的強姦、輪姦暴行更是慘不忍睹。

城中商店住戶，所有衣物器皿珍寶，任意搜刮，所劫財物，全都被搬運一空。種種慘

狀，山川為之含悲，草木為之變色！有多少小孩從此失去父母？有多少母親失去兒子？

有多少婦女失去丈夫？一萬？還是十萬？都不是！是 30 萬！我們的同胞就這樣變成了

累累白骨！ 

 

曾經領導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建立蘇聯的列寧曾說：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時

間可以消逝，但記憶不會風化，我們一刻也沒有忘記這段血的歷史。曾經的恥辱帶給

了我們這樣一個道理：落後就要挨打，發展才能強大！只有強大的國家才不會任人宰

割！ 

 

銘記，不只是民族的悲愴，還有落後必亡的訓誡。紀念，從不為宣揚復仇的怨念，

只為許下吾輩當自強的復興承諾。 

 

同學們，少年興則國興，少年強則國強。現在，我們的國家正邁步走進新里程。

你們是祖國和民族的希望，你們是新時代的建設者和生力軍，民族復興的重任就落在

你們肩上。 

 

同學們，不要在該奮鬥的年齡選擇了安逸。把書讀好就是最大的愛國，把身體鍛

煉好才有報效祖國的資本，希望你們立足當下，做好當前的每一件小事，上好每一節

課堂，做好每一道習題，過好每一天生活，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和行為習慣，用智慧

和強健的身體揚起理想的風帆，用堅實的本領、超強的才識，建設香港，報效祖國。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