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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照片墙
又有五盏灯熄灭

熄灯仪式现场

南京大屠杀史实展厅

现场献花寄哀思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照片墙又有
五盏灯熄灭了。7月 18日，侵华日
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今
年去世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程福保、
陈桂香、刘素珍、高如琴、石秀英举行
熄灯仪式。截至目前，登记在册在世
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仅剩33人。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梦云/文 刘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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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
会向更多人讲述这段历史

照片墙上，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程福保、陈
桂香、刘素珍、高如琴、石秀英的照片依次变
暗，他们的后代也都凝视着亲人的照片，神情
肃穆。随后，大家缓缓走向照片墙，献上代表
哀思的菊花。

蒋秉錞今年读大一，他穿着一身黑衣，面
向照片墙三鞠躬。他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
桂香的重孙，他说：“今天来到这里，心中感到
更悲痛，曾祖母生前经常和我讲她的奶奶保
护她的经历。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后
代，我们要铭记历史，以后我也会向更多人讲
述这段历史。”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素珍的家人也都来
到现场，为亲人献上一枝菊花，表达自己的哀
思。现代快报记者了解到，当天刘素珍的家
庭一共来了四代人，最小的重外孙只有 4
岁。刘素珍的小女儿王方向说：“母亲生前经
常和我们说不要忘本，要知道今天的甜，珍惜
现在的生活。”她也曾陪母亲来纪念馆参加活
动，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代，她觉得有
责任教育好下一代，“我们要牢记历史教训，
好好学习，好好工作！”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程福保
父亲、外公被日本兵杀害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程福保于1月30日凌
晨离世，享年91岁。1937年12月13日，日军
侵占南京时，程福保父亲带着全家逃难到江
北，躲在一个老百姓家。有一天，日本兵从六
合县杀过来，父亲走在街上，日本兵要抓他

走，他不肯，被日本兵一枪击中胸部，当场
被打死，后来就地掩埋了。

父亲被日本兵杀害后，程福保全
家生活无着落。母亲当时

怀有身孕，悲痛至极，
要 跳 江 自 杀 。

亲戚和邻居都来劝她，为了儿女和肚子里的
胎儿，也要坚强地活下去。就这样，母亲才没
有自杀，每天为别人洗衣服，有时卖香烟、火
柴等，做点小生意艰难度日。

程福保的外公在中山码头为日本兵做搬
运工，日本兵嫌他动作慢，一脚把他踢进江
里，不幸遇害。

1949 年 5月，程福保报名参加中国人民
解放军。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桂香
奶奶用生命护住了她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桂香于3月 5日去
世，享年 99岁。陈桂香幼年时父母双亡，奶
奶含辛茹苦把她养大，也是奶奶拼了自己的
性命，才救下险遭日本兵强奸的她。“有一天
日本兵来了，我一边跑一边喊：‘奶奶，日本人
要把我逮走了！’我躲到茅厕里，那个日本兵
跟在后面，他一把将我拽住，把我头发揪住。
奶奶也跟在后面来了，我哭着喊：‘奶奶救
我！’日本兵对我就是两个耳光，打得我耳朵
背气。”陈桂香的奶奶跪地求饶，“日本兵拿着
枪托打奶奶，‘砰’的一枪，把奶奶打死了。”每
每回忆到这，她都会红了眼眶。后来，日本兵
拖着陈桂香往房子里走，在跨门槛时，日本兵
被绊了一下，陈桂香撒腿就跑。她逃到江边，
一头栽倒在沙滩上，被一名摆渡的老人救
下。就这样，陈桂香死里逃生。

陈桂香老人生前多次参加证言集会活动，
一遍遍讲述那段悲惨的经历。2011年，她远
赴日本广岛，将亲身经历讲给日本民众听。

她说，她要告诉日本民众，他们的先辈曾经
犯下过什么罪行，“我的证言留下来，能证明我
本人曾被侵华日军这样迫害过。”

陈桂香非常挂念至死守护自己的奶奶，
她动情地说：“一次次参加南京大屠杀证言活
动，是为了南京，也是为了奶奶。”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素珍
被日军用开水烫伤了右臂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素珍于4月21日上

午去世，享年93岁。刘素珍，1931年 11月出
生，3岁时父亲去世，她与爷爷奶奶相依为命，
住在南京珠江路吉兆营同仁街。1937年南京
大屠杀发生时，刘素珍只有6岁，她被日军用
开水烫伤了右臂……“我们在上海路高坡子
那里用泥巴堆了地洞，躲在里头，上面飞机轰
炸的声音轰隆隆地响，大人小孩都吓得不敢
出去……很惨很惨，那个生活真的苦。”她生
前曾说。

10 多岁时，因为家里实在贫困，刘素珍
当了童养媳，婆家住在夫子庙四象桥的桥边
附近，与日本宪兵队隔着三户人家的距离。
当时，一名手脚都被铐着铁链的中国人从日
本宪兵队处逃出来，向刘素珍的婆婆求救。
刘素珍曾回忆道：“我家婆婆拿起家里的一
把菜刀硬砸，把铐子都砸掉摔到水里头，那
个刀砸坏了，也摔到了水里头。”后来，刘素
珍的婆婆与一名船长共同帮助这名中国人
逃走了。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高如琴
难忘外婆临终前的“哎哟”声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高如琴于5月23日上
午去世，享年90岁。高如琴，1934年 1月出
生。1937年侵华日军进城时，高如琴一家共
七口人搬到了中华门城内糖坊廊 39号的外
婆家居住。高如琴的父亲是手工艺者，以织
缎子为生，家里生活比较困难，全靠父亲一个
人维持生活。

南京大屠杀发生时，高如琴的外婆和母
亲一左一右拉着她沿着中华门、秦淮河逃
命，一路躲避侵华日军的追杀。老人生前曾
回忆：“日军第一枪打在母亲的腿上，腿被打
穿了。第二枪打在外祖母的胸口，她‘哎哟’
一声松开了我的手，当场倒下……后来，父
亲带着我们到难民所，每天靠发放的救济稀
饭活命。”

高如琴生前接受采访时说：“从小外婆就
很喜欢我，我看到外婆死了，我非常痛心，至
今没忘记外婆临终前的‘哎哟’声。”

她的心愿是天下和平，不再受到外来侵
扰，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地生活。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石秀英
曾赴日本参加证言集会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石秀英于7月12日凌
晨离世，享年98岁。石秀英，1926年10月出
生。1937年，11岁的她当时家住南京七家湾
牛首巷2号，家中有父亲、母亲、二姐、哥哥、
弟弟、妹妹。那年，父亲石长福47岁。侵华
日军攻占南京城前，父亲带着一家人到难民
区没找到房子，就在上海路附近一个山坡上
搭了一个芦席棚。石秀英的大姐已出嫁，15
岁的二姐被送到住在难民区的姑妈家。

石秀英生前流着泪回忆：“1937年冬月十
四日（12月16日），我家父亲到姑妈那里看我
姐姐，就再也没有回来。到晚上了，我到姑妈
家找我爸，表弟告诉我，爸爸被日本兵抓去
了。我表弟躲在水西门一个巷子里，看到我
爸爸蹲下来系鞋带，日本兵一回头就用刺刀
戳死了他，就在水西门拐弯的地方。”

爸爸不在了，石秀英的哥哥和弟弟时年
分别只有19岁和8岁。石秀英生前诉说：“冬
月二十二日（1937 年 12月 24日）那天，哥哥
带着弟弟，拿着菜篮子挖点菜来卖，贴补点家
里生活。走了没多远，日本兵来了一辆车，把
我哥哥石坤宝抓走了。弟弟小，没有被抓走，
他哭着回来说，‘日本兵又把哥哥抓走了’，跟
父亲相差8天。我妈妈就成天像疯了一样在
外头，每天拿着一根竹竿，到池塘边到处找我
哥哥，到处翻死尸——池塘里漂的死尸、马路
上躺的死尸，天天哭、天天找，没有哪天不伤
心的。”

石秀英生前积极参加在纪念馆举行的清
明家祭、国际和平日主题活动、国家公祭仪式
等，她总是不遗余力地将自己家在南京大屠
杀期间的遭遇讲给青少年听。2015年
12 月 9 日至 14 日，石秀英赴日本
熊本、长崎、福冈等地参加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
言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