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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12 月，13 岁的伍正禧和一
家十口人避难于国际安全区，然而安全
区并不安全，3 个哥哥与 1 个叔叔被日
军抓走后枪杀，卧病在床的爷爷被日军
连刺三刀身亡，奶奶被打伤。

“我爷爷双目失明，当时躺在床上，
他听不懂日本兵的话，就被日军连捅三
刀，刺刀捅在胸部和大腿，当即死亡。
我恨日本人！”伍正禧说。

1945 年 8 月 15 日，伍正禧在自家
经营的老虎灶（开水房）干活，巷子里日
本药房的收音机开得很响，整条巷子都
听得见。一个男人用日语念着什么，语
调缓慢。他起初没有在意，但从柜台望

出去，开店的日本人齐刷刷跪在店门
口，穿和服的日本妇女也不例外。他又
跑到巷子外的大街上，看见穿军装的日
本兵也当街跪下，有的还在哭。

“当时就有个在日本药房工作的中
国女工跑回来，一路喊‘投降了，鬼子投
降了！’我当时吓了一跳，有点不敢相
信。”伍正禧说，当时日本兵手里还有武
器，中国人虽然高兴但也没敢做什么。

今年已经 92 岁的伍正禧是个刚烈
的老人，他至今仍然生活在当年发生惨
案的地方。说起心愿，他说：“希望在有
生之年能看到日本政府真诚道歉，而不
是一次次的歪曲和否认史实。”

看见日本兵当街跪下痛哭，当时不敢相信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
事长藤田高景 14 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不正视历史真相的安倍政府没有未
来。以史为鉴，才能真正实现日本与亚
洲各国和解，共创亚洲的未来。

“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由日本政
界和学界人士于 2013年底发起成立，旨
在坚持反省二战中日本的侵略和殖民行
为，推动日本继续走和平、非战道路。

藤田说，70 多年前，日本错误地走
上战争道路，进行了侵略和殖民统治，
给中国等亚洲地区人民造成了深重苦
难，“但安倍首相从未承认那场战争是
侵略战争，也从未承认殖民统治等给他
国造成了灾难”，藤田指出，安倍去年 8
月 发 表 的“ 安 倍 谈 话”事 实 上 否 定 了
1995 年的“村山谈话”，还宣称日本的
下一代不必对那场战争道歉，“这种姿
态无法实现和亚洲人民真正的和解”。

近来，安倍政府多名阁僚等政要一
再参拜靖国神社。对此，藤田批评说，
靖国神社供奉着甲级战犯，日本政要，
特别是阁僚和首相去参拜靖国神社，就
意味着肯定侵略战争，决不可容忍。

藤田认为，安倍政府在安保、修宪

等领域的一系列动作，正是与这种错误
的历史观息息相关，“安倍试图重建战
前日本，以武力侵略亚洲，以武力进入
世界”。

关于日中关系，藤田说，“日中是一
衣带水的邻国，本应走上共存之路，但
日本却一再煽动中国威胁论，并在外交
上构筑对华包围网”。安倍周游全球散
布中国威胁论，以此为强推新安保法解
禁集体自卫权寻找借口。安倍政府上
台后，日本军费开支连续 4 年增长，试
图使日本成为军事大国，这既不符合日
本利益，也不符合亚洲的利益。

藤田说，和平宪法对安倍首相的企
图构成障碍。日本民调显示，日本社会
护宪意见仍占上风。日本过去发动的
侵略战争确实是一段负面历史，向日本
国民讲述这段负面历史是日本政府的
职责和义务。应在教科书中详述侵略
战争、殖民地统治、南京大屠杀等历史
事实，而不是像安倍政府那样极力从教
科书中清除这些负面历史。从长远视
角看，铭记负面历史，有助于实现与亚
洲各国和解，实现亚洲的共存和繁荣。

据新华社东京8月14日电

今年日本战败投降日
女防卫大臣暂不拜鬼

光明重来的日子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记忆中的“8·15”日本投降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援助协会目前登记在册在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仅剩130位左右，其中年龄最大的已超过百岁。这些耄耋老人至今仍难以忘怀71
年前，得知日本投降那一刻的复杂心情。

如果说“12·13”标志着被黑暗吞噬，那么“8·15”则意味着光明重来。

89 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余昌祥
回忆，1937 年 12 月，侵华日军占领南京
后进行大规模屠杀，年幼的他跟随家人
躲进了家门口扫帚巷王全胜粮行下面
通往长干桥的大管道的地洞里，没能来
得及逃走的生父被日军杀害，养父被捅
了 7刀。

“我在地洞里躲了十几天，养母他
们待了 1 个多月。长干桥那边通往秦
淮河，所以有水源，再加上地洞上面是
粮行有吃的，我们才存活下来。”余昌
祥说。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

件投降。余昌祥提起那天的场景，一切
仍历历在目。“我当时从外面回到家，就
突 然 听 说 广 播 里 播 了 日 本 投 降 的 消
息。大家奔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很
快整条街都沸腾了。我和邻居心情激
动走上街，听见好多市民都在欢呼‘日
本投降了！’‘我们打败日本人了！’大家
都高兴再也不用受日本鬼子的残害，终
于可以扬眉吐气了。”

“现在我经常看新闻，每当看到日
本右翼分子否认侵华史实、否认南京大
屠杀的时候，就非常气愤，事实摆在这
里，怎么能不承认呢？”余昌祥说。

广播里听到日本投降，整条街都沸腾了

92 岁的幸存者岑洪桂回忆，1937
年 12 月 侵 华 日 军 攻 占 南 京 时 ，他 在
汉 中 门 外 城 墙 根 的 家 被 日 军 烧 了 ，
他 被 日 军 士 兵 推 入 火 海，腿 部 烧 伤，
至今留有伤疤，未满 2 岁的弟弟被活
活烧死。

“ 我直到今天还能想起来那片火
海，我跑出来的时候，弟弟离我只有几
十米，日本兵就是不让我把他抱出来，
眼看着火烧了一会儿，就没有哭声了。”
岑洪桂说完，沉默了很久。

1945 年 8 月 15 日，正在南京打工
的岑洪桂从一个当兵的老乡那里得知
了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大家
都拍手叫好，非常兴奋。他一下子就想

起了自己的小弟，特别想把这个消息告
诉他，让他安息。

“当年的经历想起来就非常痛苦，
我们胜利的那一刻应该被记住。”岑洪
桂老人感慨地说，没有当年的浴血奋战
取得的胜利，就不会有现在的和平以及
幸福的生活。

2013 年，岑洪桂老人受日本熊本
县日中友好协会邀请，前往熊本、长崎、
福冈等地进行证言。“普通民众还是好
的，除了少部分顽固派。每次碰到这种
否认历史的人，我都会说请他到南京来
看看，到大屠杀纪念馆看看现实，看看
那些成堆的白骨！”

据新华社南京8月14日电

我们胜利的那一刻应该被记住

以史为鉴才能真正实现
日本与亚洲各国和解

——访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改组内阁后，
“新班子”中的防卫大臣、极右翼女政
客 稻 田 朋 美 是 否 会 如 往 年 一 样 在

“8·15”日 本 战 败 投 降 日 参 拜 靖 国 神
社，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最终，这名靖国神社“ 常客”决定
在这一敏感日期不去参拜，而是于 13
日动身前往非洲国家吉布提，开始上
任以来的首次出访。

稻田被视为自民党内鹰派人物，
是安倍的心腹，两人政治理念相近。她
不承认“东京审判”，否认南京大屠杀和
日本强征“慰安妇”，甚至主张日本拥有
核武器。2006 年首次当选国会议员以

来，她一直在 8月 15日日本战败投降日
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在今年“8·15”即将到来之际，稻田
却在 13 日前往吉布提访问，返回时间
定在 16 日。由此，她无法如往年一样
在 15日前往靖国神社参拜。

自 民 党 一 些 议 员 拆 穿 了 稻 田 的
“小花招”。根据这些议员的说法，稻
田为这次是否参拜左右为难。如果前
去参拜，将给紧张的邻国关系火上浇
油；如果不去参拜，则会被认为是屈从
于外部压力。在这一背景下，稻田想
出了前往非洲的折中方案，算是给自
己一个台阶下。 新华社专特稿

菲德尔·卡斯特罗 1926 年 8 月 13
日出生于古巴一个西班牙移民家庭，
1950 年毕业于哈瓦那大学，获法学博
士学位。1959 年 1 月，卡斯特罗领导
的古巴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独裁统
治，建立革命政府。此后，在这个距

离美国仅 145 公里的加勒比岛国，卡
斯特罗勇敢面对强大的美国，建立了
社会主义制度，在 20世纪的拉丁美洲
历史上留下重要一笔。

自 2006 年 因 病 将 权 力 交 给 劳
尔·卡斯特罗以来，卡斯特罗极少公

开露面。尽管已退出政坛，但他对于
古巴人民而言仍是抵抗强权的化身，
是古巴教育、卫生、体育、科技等领域
的众多成就的设计师。

如今的古巴，面临的国际环境明
显好转，经济和社会改革稳步推进。
一个欣欣向荣、充满活力的古巴是对
退休的卡翁最好的安慰。

“或许，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在这
个会场发言。我们必须告诉拉丁美
洲和全世界的兄弟们，古巴人民将会
取得胜利。”几个月前的古共七大上，
卡斯特罗的这番话颇有告别演说的
意味。虽然已到耄耋之年，这位为古
巴革命奋斗不息的老人还在续写他
精彩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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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瓦那8月13
日电 古巴民众 13 日以各种
形 式 欢 庆 革 命 领 袖 菲 德
尔·卡斯特罗 90 岁生日，聚
焦近半个世纪以来古巴在
卡斯特罗领导下取得的重
大社会经济成就以及他的
精神遗产。

生日当天亮相生日当天亮相
首都庆祝现首都庆祝现场场

在首都哈瓦那街头，印
有卡斯特罗 头 像 的 各 种 横
幅和宣传牌四处可见；国家
电 视 台 也 不 断 播 放 有 关 他
种 种 不 寻 常 经 历 的 采 访 和
各种庆祝活动。从图片展、
演出，到录入吉尼斯世界纪
录 的 超 长 雪 茄 …… 古 巴 全
国各地以不同方式向这位前
领导人致敬。

卡斯特罗当天傍晚意外
现身在哈瓦那卡尔·马克思
剧院举办的庆祝活动现场。
据古巴官方报纸《格拉玛报》
报道，当卡斯特罗身穿运动
服，和他的弟弟、古巴现任领
导人劳尔·卡斯特罗一起出
现时，全场 5000 多名观众长
时间起立鼓掌，欢呼：“菲德
尔！菲德尔！菲德尔！”“祝
贺，父亲！”

《格拉玛报》当天为卡斯
特罗生日印发特刊。卡斯特
罗为特刊撰写《生日》一文，
感谢来自各界的生日祝福，
表示他会用“继续斗争”作为
回报。他还回忆了执政几十
年间与美国的交锋，抨击美
国给人类带来的“危险”，并
指出俄罗斯和中国这样的大
国不应受到“任何有能力使
用核武器国家”的威胁。

卡斯特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和中国几代领导人都结下了深厚的
友谊。

2008 年 3 月，《卡斯特罗访谈传
记：我的一生》中文版出版，在序言

《致中国人民》中，卡斯特罗写道：“革
命使两国人民结成兄弟，肩并肩为社
会主义而斗争。”

古巴是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拉
美国家。1960 年 9 月 28 日，中古两国
宣布正式建交。1995 年，作为古共第
一书记的卡斯特罗第一次访华。这
次访问持续了 8 天之久，其间他参观
了北京、西安、上海、深圳、广州等 5座
城市。当卡翁到达上海时，许多百姓
自发来到街上夹道欢迎这位远方的

客人，想亲眼目睹这位拉美硬汉的风
采，这样的场景让他很是感动。

1999 年，飓风“艾琳”肆虐古巴，
致使首都哈瓦那的电力供应大规模、
长时间中断。前中国驻古巴大使刘
玉琴回忆，那次风灾过后没多久，卡
斯特罗就来到了中国大使馆，询问受
灾情况。当得知使馆已经断电 26 个
多小时后，卡翁一言未发。可令人没
想到的是，几天后，古方政府就给中

国大使馆送来了一台发电机。
“上世纪 90年代古巴的经济特别

困难，然而在这样的条件下，卡斯特
罗作为古巴最高领导人，还想着中国
使馆的工作人员，想给我们提供好一
点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现在想起来都
还挺感动的，”刘玉琴回忆道，“直到
现 在，这 台 发 电 机 还 放 在 中 国 大 使
馆，偶尔还能派上用场，成了一个时
代的见证。”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委内瑞拉、俄罗斯等国家领导人
当天向卡斯特罗送去生日祝福。委
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上午飞抵哈瓦那，
与卡斯特罗及其家人一起为卡斯特

罗祝寿。随行的 50 多名委内瑞拉民
歌手将在 14 日为卡斯特罗献上一场
音乐会。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当

天向他送去了生日祝福，并称他为
“亲爱的朋友”。克里姆林宫在官方
网站公开了普京致卡斯特罗的电报
内容。电报写道：“您是出色的政治
家，奉献一生为古巴人民服务，在俄
罗斯享有盛誉。您为我们两国友谊

与合作所做的个人贡献难以估量。
我祝您健康长寿、活力永驻！”俄总理
梅德韦杰夫当天也与卡斯特罗通电
话并表示，卡斯特罗为古巴和国际社
会立下卓越功勋，并为发展俄古传统
友谊和盟友关系作出巨大贡献。

12 日晚，古巴官方媒体公开了一
封由卡斯特罗署名的长信。在信中，
他就各界人士为他庆生表示感谢，回
忆了年轻往事，并不忘猛批美国总统
贝拉克·奥巴马。

在公开信的最后，提及了奥巴马
今年 5月在日本广岛发表演讲呼吁废
核一事。

在卡斯特罗看来，奥巴马虽然是
首位访问遭核爆城市的美国总统，但

他拒绝就美国在二战结束前使用原
子弹轰炸日本道歉，这样的表态欠缺
诚意。

卡斯特罗写道，奥巴马“没有表
态请求宽恕”，这样的讲话缺乏“道德
高度”。

近些年，卡斯特罗尽管较少公开

露 面，仍 不 时 在 古 巴 共 产 党 机 关 报
《格拉玛报》发表文章，点评古巴和美
国关系及其他国际大事。今年 3 月，
卡斯特罗在一篇文章中回顾了奥巴
马对古巴的首次访问，批评奥巴马在
讲话中回避美国政府封锁古巴的责
任，称古巴“不需要美帝的礼物”。

发表公开信猛批奥巴马发表公开信猛批奥巴马

古巴人民的革命领袖古巴人民的革命领袖

8月 13日，在古
巴首都哈瓦那，古巴
革命领袖菲德尔·卡
斯特罗在庆祝活动中
与一名女孩交流。

新华社/路透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4
日电（记者 查文晔）记者从
有关方面获悉，13 日福建龙
岩 台 胞 旅 游 交 通 事 故 发 生
后，大陆有关方面持续高度
关注，全力妥善处置。

海协会、国家旅游局工

作组赶赴龙岩，看望慰问受
伤台胞和罹难者家属，协助
开展救治和善后工作。福建
省旅游局、台办、卫计委等部
门人员会同龙岩市对伤员救
治、事故认定、家属接待等善
后工作作出安排。

截 至 目 前，1 名 轻 伤 台
胞已经出院。受伤台胞及家
属对大陆方面的及时救助表
示感谢。

图为8月14日，台湾旅
游团的受伤人员在龙岩市第
一医院骨科病房接受治疗。

澳政府阻止中资企业
收购新州电网遭批
澳大利亚国库部长斯科特·莫里森日前宣布，出于国家安全

考虑，他否决了中国国家电网公司和香港长江基建集团收购新
南威尔士州电网 99 年租赁权的竞标。此决定一出，引发澳大利
亚各界舆论质疑。

批评人士指出，此举与以往政府处理类似外资收购案的政
策前后不一，使得外界对澳大利亚引进外资政策感到困惑。而
澳大利亚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声誉将因此受损。

主流媒体《澳大利亚人报》经济版副主编格伦达·科波拉尔撰
文说，莫里森在最后一分钟作出阻止收购的决定，此举震惊世界。
科波拉尔说，长江基建在澳大利亚经营数十年，中国国家电网在澳
大利亚也已经营多年，“为什么国家安全问题此时突然出现了”？

鉴于中国国家电网和长江基建收购新州电网已通过澳大利
亚外资审查委员会审查，却被国库部长否决，澳商界呼吁政府更
清楚地说明哪些资产是不能出售给外国投资者的。

《澳大利亚人报》经济记者戴维·尤伦认为，政府否决中资企
业收购新州电网的决定已经影响到澳大利亚作为外国投资目的
地的声誉。

澳大利亚商业和工业协会首席执行官詹姆斯·皮尔森说，中
资企业收购新州电网遭否决显示，政府政策缺乏一致性已经在
国内外对澳大利亚造成了损失。

澳大利亚工业集团首席执行官英尼斯·威洛克斯则表示，政
府应该清晰地界定什么样的资产对外国投资者是没有限制的。

尽管莫里森和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一再声明，这一决定
只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而不是政治决定，也并非针对中国，但
众多评论人士显然不同意他们的说法，认为政治绑架了政策。

据新华社堪培拉8月14日电

各方全力处置台胞在闽旅游交通事故

关注“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