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纯如去世了，但向世界

揭露南京大屠杀的任务没有停

止传递下去。1997 年，张纯如

被加拿大一个华裔社团邀请前

去演讲。台下，一位名叫刘美

玲的华裔女子被张纯如的演讲

打动，从此与揭露南京大屠杀

的历史任务结下深厚的缘分。

刘美玲出生在香港，20 岁

时留学加拿大并定居。后来，在

企业任高管的她毅然辞职，加

入了当地一家名为“史维会”的

公益组织，致力于在西方社会

宣传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在刘美玲的努力下，加拿大

安大略省修改了中学历史教科

书，将当地青少年所知甚少的

南京大屠杀写入高中课本，关

于日本在亚洲的战争罪行被列

为该省十年级历史必修课议题，

扭转了当地二战史中亚洲史缺

位的状况。

为了让加拿大人更真切地了

解南京大屠杀历史，2006 年，

刘美玲带领当地中学的老师来

到南京，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老师来

现场后，才能更好地讲给学生

听”。同年，刘美玲带领团队拍

摄纪录片《张纯如：南京大屠杀》，

“ 我 们 拍

摄 这 部

纪 录 片

的意义，

不仅是揭

露 日 军 暴

行，也要鼓励

年轻人，发扬张纯如追求正义

的勇气与精神”。

这部耗资150万加元的纪

录片，被翻译成 7 种语言传播。

2008 年 1月，多伦多教育局通

过决议，为当地每所中学订购

《张纯如：南京大屠杀》影片光

碟，供历史老师教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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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0 月 26 日，加拿大

安大略省通过一项动议，决定

把每年的 12 月 13 日作为“南

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日”。

这是海外第一次设立“南

京大屠杀”纪念日，这其中，

刘美玲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更

主要的人物，是用了近一年时

间，召集了 10 万人签名的安大

略省华裔议员——黄素梅。

2016 年 12 月 5日，加拿大

安大略省自由党议员黄素梅向

省议会提出了设立南京大屠杀

遇难者纪念日的提案。为此，

她向安大略省所有华裔和热爱

和平的人士倡议，希望他们能

够签名支持。

安大略省华裔人口有60万

左右，10万签名很快就征集够

了。但在此过程中，加拿大当地

日本文化会馆曾发起反对设立

纪念日的签名征集活动，日本执

政的自民党还以“部分有志议员”

的名义，要求加拿大安大略省

议会停止审议相关议案。

但是，安大略省议会最终

通过了一个名为“66 号”的动议，

这意味着加拿大成为西方第一

个 设 立

“南京大

屠 杀 遇

难者纪念

日”的国家。

在听到提

案通过的那一刻，黄素梅哽咽

落泪，情难自已。

岁月无声流逝，历史却从未

走远。张纯如、刘美玲、黄素

梅三位巾帼女子，即便移民他国，

也没有忘记中华民族，而是奔走

呼号，让西方世界知道了“南京

大屠杀”。此情此举，岂不壮哉。

她们让世界记住被遗忘的

70 岁的松冈环此前是日本

的一名小学教师。在教学中，

她发现日本的教科书极力渲

染日本民众在战争中的悲惨境

遇，却绝口不提日本对包括中

国在内亚洲各国的加害。

为此，松冈环决心把真

相告诉日本的学生。2002 年，

松冈环编著的《南京战·寻找

被封闭的记忆——侵华日军

原士兵102人的证言》一书在

日本出版。她还制作了基于各

方证言的纪录片《南京——被

撕裂的记忆》。

今年11月26日，松冈环

在大阪市举办南京大屠杀 80

周年纪念活动，能容纳 500

人的大厅座无虚席。

松冈环说，从当初到现在，

自己的目标并未改变，就是希

望日本政府道歉，对受害者作

出弥补，并能在日本学校的教

科书中记录真实的历史，让下

一代认识真相。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女

子明妮·魏特琳担任金陵女子

文理学院院长和教育系主任。

因其英文名“Vautrin”中的“V”

字像“华”字发音，因此她也

被称呼为“华小姐”。

魏特琳留下了一部日记，其

中详细记载了她亲身经历的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日

记里曾写到这样一件事：南京

陷落后，日军让金陵女子大学

交出100 个女人，以供他们奸

污，不然就要在校园驻军，施

以更残暴的手法。其时，有二

十多名妓女挺身而出，保护了

未经世事的女学生。2005 年，

华裔女作家严歌苓以此为创意

写下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

并被张艺谋改编成影片。

在炮火中，魏特琳四次拒绝

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的要求，而

是坚守南京，利用学校保护了上

万名妇女和孩童。她为此遭受

到日军的要挟，几回面临险境。

1940 年回到美国后，在南京的

那段经历就像噩梦般折磨着魏

特琳。不久后，她就自杀了。

魏特琳去世后，她的墓碑

正面刻着四个中国汉字：金陵

永生。

张纯如：第一个用英文揭露南京大屠杀的女子

真正让西方国家第一次全

面了解南京大屠杀的，是一名

美籍华裔女子。20 年前，一部

震惊世界的著作《南京暴行：

被遗忘的大屠杀》出版。作者

用自己的一生，为 30 万沉睡的

亡灵奔波，自己却抑郁饮弹身

亡。她叫张纯如，被称为“南

京城的女儿”。

张 纯 如 原 本 前 途 光 明。

1989 年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毕

业后，她又在约翰霍普金斯大

学获得写作硕士学位。她的第

一本书《蚕丝——中国飞弹之

父钱学森》也广受好评。

在张纯如关于南京大屠杀

的书籍出版之前，西方社会对

这一浩劫知之甚少。是张纯如

回到中国，走访多位大屠杀幸

存者，研究综合多方史料；她

还发现了南京大屠杀的重要史

料《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

有力佐证了日军所犯下的罪行。

1997 年，张纯如在南京大

屠杀 60 周年时出版了“人类史

上第一本‘充分研究南京大屠

杀的英文著作’”——《南京暴

行：被遗忘的大屠杀》（语出威

廉·柯比，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

该书的序言也是他撰写的——

编者注）。

这本书籍引起了极大反响，

之前登上《纽约时报》热销书

排行榜10 周之久，至今全球发

售近 100万册，众多专家学者

给予高度评价。专栏作家乔治

·威尔说：“对大屠杀的忘记等

于第二次屠戮……张的这本书，

终结了对南京的第二次强暴。”

但在写作过程中，张纯如经

常被那些鲜血淋漓的过往“气得

发抖、失眠噩梦、体重减轻、头

发掉落”。成书后，她又得面对

日本右翼势力的报复。夹着子弹

的信件出

现 在 她

的信箱，

她 还 不

断接到威

胁电话，这

使得她被迫频繁

变换号码，不敢随便透露丈夫和

孩子的信息。她曾对朋友说，这

些年，她一直生活在恐惧之中。

后来，张纯如患上了抑郁

症。2004 年，36 岁的她在车中

开枪自杀。据不完全统计，仅在

美国，就有 230 多家报纸、电台、

电视台发布了这一消息，并向这

位年轻的华裔女子致以敬意。

2017 年 4月，张纯如纪念

馆在江苏淮安开馆。这是缅怀

她揭露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真

相的永久性纪念，也将成为海

内外中华儿女铭记国耻、珍爱

和平的交流平台。

刘美玲：让南京大屠杀写入外国教科书的女子

黄素梅：推动加拿大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女子

她们，用自己的方式
让世界铭记历史
年轻力量 >>

一根自拍杆，一部手机，

100 美元，你能拍出什么？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

的南京姑娘骆翼云，她的外婆

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她

就是通过一段低成本、时长仅

一分钟的短片，告诉世界上不

同肤色的人，有这么一段历史，

应该被更多人知道。

今年的国际艾美奖青年创

意组评奖中，骆翼云的这部短

片《金陵止戈人》在全球征集

的两百多部入围竞赛短片中脱

颖而出，成为“女性和平使者”

竞赛单元最高奖项三名获得者

之一。

骆翼云说，外婆讲述的关

于南京大屠杀的经历就一直

影响着她。但在国外留学时，

骆翼云发现，说到大屠杀，大

家都知道犹太人的遭遇，却很

少人知道南京大屠杀，有些人

甚至不知道中国是二战的国家

之一。

“我一直希望有更多的人

知道这段历史。”骆翼云说，

在看到国际艾美奖“女性和平

使者”这样一个题目时，她便

想到了南京大屠杀，想到了外

婆，想到在屠杀中保护了数万

人的“华小姐”……随后，她

以此为思路，制作了这部短片。

她为南京大屠杀拍下一分钟的“厚重短片”

正视历史 >>

日本女教师致力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 30 年

整理 / 陈泱

12 月13 日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了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的公祭仪式。
历史之鲜活，在于世人铭记 ，但这段 30 万人惨遭屠戮，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残害，诸多儿童死于非命的惨痛过往，在很长一段时

间里都被世界所忽略——西方国家知道纳粹，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却不知道侵华日军在中国古都金陵犯下的罪行。
那一年战乱如麻，如今我们有幸拥有锦绣年华，但鲁迅说过：“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就有这样几名女子，

她们身在异国，却为了让全世界的人们了解那个黑暗时刻而奔走呼号，也是她们，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了一段段深刻的记忆。

链接 >>

“华小姐”与《金陵十三钗》

（据新华社、凤凰网、澎湃新闻、《南充晚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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