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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文选粹】勿忘苦难 勇毅前行

编者按：

2021 年 12 月 13 日是第 8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84 年前的今天，日本侵略军
攻占南京，进行了四十多天的血腥屠杀，30 多万同胞惨遭枪杀、活埋、火烧……如果以秒计
算，平均每 12 秒钟就有一条人命消失。岁月漫漫，1937.12.13 永不能忘。那是一座古城的苦
难记忆，也是中华民族的伤心历史。祈愿和平，勿忘国耻，蹈厉奋发，朝乾夕惕。“光明每前
进一分，黑暗便后退一分”，中国人民砥砺复兴志，永葆进取心，才有了站起来的人民、强起
来的中国。84 年，沧海桑田。从“恐怖之城”到“和平之城”，南京的命运变迁足以证明和
平是何等珍贵。如今，中国早已成为有能力保卫人民和平生活的伟大国家。铭记历史、珍爱和
平、开创未来，中国一以贯之的和平誓言，彰显出坚定的信念、磅礴的力量。

勿忘苦难 勇毅前行
题目即观点，简洁明
了。

①“国行公祭，法立典章。铸兹宝鼎，祀我国殇。”古朴庄重
的国家公祭鼎，静静安放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公
祭广场上，160 字铭文向人们诉说着南京大屠杀历史和国家公祭日
的设立。国家公祭，是民族苦难的沉痛追思，是国家记忆的深刻固
化，是维护和平的庄严宣示。

开篇由安放在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公祭广场的
国家公祭鼎上的 160
字铭文引出国家公祭
的话题。

②历史，不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反而在一次次记忆唤醒中显
得愈发明亮。翻开 1937 年日历，卢沟桥畔的枪声揭开了全民族抗战
的序幕，淞沪战场的炮火打破了日军“三月亡华”的迷梦。南京保
卫战的硝烟里，守城将士唱响金陵悲歌，誓与南京共存亡，为保卫
南京战至最后一刻。12 月 13 日，南京沦陷，30 万生命被践踏、被
杀戮，永远倒在了持续 6 个多星期的南京大屠杀中。孩童的恐惧、
妇女的泣血、老人的绝望……成为这段黑暗历史最令人心痛的一页。

指出举行国家公祭的
原因：提醒国人勿忘
苦难和民族的耻辱。

③勿忘苦难，要加强历史记忆的传承传递。在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家庭祭告活动现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在儿女的陪伴下向遇
难同胞名单墙献花。98 岁高龄的谢桂英老人忍不住哭诉 84 年前不
堪回首的往事，曾经三次死里逃生，头上的伤疤依然清晰可见，惨
遭日军侵害的经历深埋心底 80 多年后，才鼓起勇气揭露侵略者的暴
行，那是不忍触碰的伤痛，还有对遇难亲人没有断过的思念。纪念
馆里，遇难同胞名单墙上密密麻麻的名字，档案墙上一万多盒历史
证人的档案，幸存者照片墙上 1 213 双警醒世人的目光，是对一切
违反人类文明、践踏人类尊严、挑战人性底线的侵略暴行的正义谴
责和深刻警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所有在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惨
遭侵略者杀戮的英雄烈士和无辜同胞，在历史记忆代代相传中化作
了城市的记忆、民族的记忆、国家的记忆。

勿忘苦难方法一：加
强历史记忆的传承传
递。

④勿忘苦难，要感悟珍爱和平的深刻意义。“战争是一面镜子，
能够让人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 5 000
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但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
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
民饱受侵略战争的蹂躏。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团结带领中国人民
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建立了
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从此中华民
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有侵略者可以
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肆虐。铭记苦难历史，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是中国人民从近代以来屈辱史、血泪史中得出的深刻结论。亲历过
战争的苦痛，更深知和平的宝贵，更要对任何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
的言行保持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

勿忘苦难方法二：感
悟珍爱和平的深刻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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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勿忘苦难，要砥砺开创未来的奋发之志。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只有清醒，才有不忘国耻的自觉；教育后
人，才能激发圆梦中华的担当。中华民族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
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不断在磨难中成长、从磨难中奋起！
今天的中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今天的南京，正聚创新之能，乘开放之势，走
共富之路，向着全面建设人民满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典范城市的目
标迈进。只有不断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不断把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让一切欺负、压迫、奴役中国人
民的妄想彻底破灭，让一切阻挡中国发展进步的图谋彻底失败，才
是对抗战英烈和死难同胞的最好告慰。

勿忘苦难方法三：砥
砺开创未来的奋发之
志。

⑥大变局的世界和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我们以史为鉴、开创
未来，常怀远虑、居安思危，汇聚起家国情怀的磅礴伟力。让我们
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伟大梦想，
以“强国有我”的昂扬姿态，勇毅前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
大道上，惜时、努力，再奋斗！

总结全文，发出号召：
勿忘昨天、无愧今天、
不负明天。

来源：2021 年 12 月 13 日 《光明日报》作者：江东平

【时代警语】
大变局的世界和新时代的中国，更需要我们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常怀远虑、居安思危，

汇聚起家国情怀的磅礴伟力。让我们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

伟大梦想，以“强国有我”的昂扬姿态，勇毅前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康庄大道上，惜时、

努力，再奋斗！

【思维串联】

【考点精练】
1.在下面一段文字的横线处补写恰当语句，使整段文字语意完整连贯，内容贴切，逻辑严密，
每处不超过 15 字。

勿忘苦难，要感悟珍爱和平的深刻意义。“战争是一面镜子，（1）。”和平、和睦、和
谐是中华民族 5 000 多年来一直追求和传承的理念，但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后，国家蒙辱、人
民蒙难、文明蒙尘，（2），中国人民饱受侵略战争的蹂躏。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团结带领
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3），实现了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从此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再也没有侵略者可以在中
国的土地上横行肆虐。
2.读写一体化训练（开放性试题）

（1）日本侵略者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惨案震惊了世界，震惊了一切有良知的人们。第二次
世界大战胜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对南京大屠杀惨案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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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从法律上作出定性和定论，一批手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日本战犯受到了法律和正义的审判
与严惩，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2）在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历史的态度仍然顽固。在连锁酒店大肆摆放美化侵略战争的
书籍，大规模篡改历史教材，阻止有良知的日本国民追寻事实真相……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越
来越少的今天，日本右翼还在不断寻找各种借口对当年的军国主义罪行百般抵赖，扭曲历史，
美化战争，颠倒黑白，并企图通过修宪复活军国主义。

（3）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一切罔顾侵略战争历史的态度，
一切美化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论，都是对人类和平和正义的危害。对这些错误言行，爱好和平与
正义的人们必须高度警惕、坚决反对。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擦清历史的镜子，抹去灰尘，以史为
鉴，走好未来的路。2021 年 12 月 13 日是第 8 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请结合以上
材料，联系实际谈一谈设立国家公祭日的现实意义。不少于 500 字。

扫描二维码关注“新课标大语文”公众号
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本篇解析老师：山东省青州实验高中 李玉荣）

【相关链接】

历史绝不可以忘却

1937 年 12 月 13 日，侵华日军野蛮侵入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惨案，30 万

同胞惨遭杀戮，无数妇女遭到蹂躏残害，无数儿童死于非命，三分之一建筑遭到毁坏，大量财

物遭到掠夺。面对侵略者的枪炮刺刀，六朝古都满目疮痍，中华大地硝烟弥漫，成为我们至今

无法忘却的民族悲歌。

84 年过去了，时间的风雨洗刷着昨天的记忆，我们用鲜血铸就的和平格局是否坚实？现

实中有一些对比引人深思：在德国纽伦堡，审判二战战犯的遗址，成为反省历史“看得见”的

教材。而东京审判后关押战犯的巢鸭监狱，却在 20 世纪 70 年代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当时亚

洲最高的摩天大楼之一。时任德国总统高克表示“不承认奥斯维辛就枉为德国人”。而南京大

屠杀档案申遗时，日本政府却故作不解，右翼更是激烈“抗议”……

从参拜靖国神社，到解禁集体自卫权，从修改历史教科书，到否认战争罪行，我们看到的

不是真正的歉意，却是不时闪现出回避历史、不顾公义的狂妄和嚣张。正如美国华裔作家张纯

如在《南京大屠杀》中愤然写道：日本作为一个国家仍然试图再度掩埋南京的受害者——不是

像 1937 年那样把他们埋在地下，而是将这些受害者埋葬在被遗忘的历史角落。

然而，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南京大屠杀惨案铁证

如山、不容篡改。任何人要否认这一事实，历史不会答应，30 万无辜死难者的亡灵不会答应，

14 亿多中国人民不会答应，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都不会答应。

此时此刻，我们要告慰所有在南京大屠杀惨案中不幸罹难的同胞们，告慰所有在日本侵华

战争中不幸死难的同胞们，告慰所有在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中英勇牺牲的同胞们，告慰

所有在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伟大斗争中英勇献身的同胞们：今

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保卫人民和平生活坚强能力的伟大国家，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

受欺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正在意气风发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中华民族的发展前景无

比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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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什么角度书写历史、以什么样的历史观解读历史，决定着我们会塑造一个怎样的世界、

走向一个怎样的未来。如果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收获经验，就难以书写正史、形成正见、

走上正路。如若遗忘甚至曲解了历史，和平也不过是流沙上的大厦，承担战争的精神责任、保

持对历史的敬畏，是走向战后和解的唯一道路。

因此，中国的国家公祭日不仅是民族的纪念，也是向世人宣告“昭昭前事，惕惕后人”“永

矢弗谖，祈愿和平”的心愿，更是向世界的呼吁：独立、生存、发展，每一项权利的实现都离

不开和平稳定的环境，和平发展才是当今世界的主流。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来源：2021 年 12 月 12 日 中国西藏网 作者：孙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