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余名中外人士用脚步丈量历史

徒步8.7公里，重走87年前南京安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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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楼区向阳养老院，有医疗、地
铁 口 、环 境 好 、价 优 。
66776779。

公司招聘
本机动车检测站因业务需要招
聘3名工作人员，男女不限，要
求：身体健康、爱岗敬业，年龄
50岁以下，有大专学历者优先
考虑。电话：18951728899、
025-86706619。

“我太奶奶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桂香），我更有义务与责任去传播
这段历史，这也是每个中国人应该做的。”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蒋秉
錞说。

今年是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7年，11月16日，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主办，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
南京师范大学协办的第八届“感恩·南京安全区”国际和平徒步启动仪式在
南师大随园校区举行。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南京大学等在宁10所高校
的学生代表共200余名中外人士重走南京安全区，用脚步丈量历史。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梦云/文 吉星/摄

南师大随园校区秋色正美，行走其间，
很难想象87年前，这里是一片血海中的生命
孤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里成为收容妇
女儿童的难民收容所，保护了1万多名妇女
儿童。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陈桂香的曾孙蒋秉
錞参加此次活动。今年3月，陈桂香老人与
世长辞。在得知纪念馆招募南京大屠杀历
史记忆传承人的消息后，正在读大学的“00
后”蒋秉錞积极报名。今年重阳节，他如愿
成为第三批历史记忆传承人，接过讲述历史
的“接力棒”。蒋秉錞目前就读于南京艺术
学院播音与主持专业，他表示，声音是记忆
传承的一个重要方式，今后他会发挥专业优

势，将太奶奶的经历讲给更多人听。
本次徒步途经南师大随园校区、拉贝故

居、鼓楼医院、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旧址
等地，全程8.7公里。

第一方阵的徒步者来到魏特琳女士的
雕像前。“当年，我的父亲刘民生在金陵女子
文理学院难民收容所避难，年幼的他受到魏
特琳女士的庇护，父亲一直怀念包括魏特琳
在内的国际友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民
生的女儿、首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
刘榴向魏特琳雕像鞠躬并献花。“父亲参加
过第二届国际和平徒步活动，现在他年龄大
了，我接力讲述他的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
南京大屠杀历史真相。”

徒步方阵来到位于小粉桥1号的拉贝故
居，这里曾是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约
翰·拉贝的住所。

1930年，西门子公司总部任命拉贝为南
京分公司经理。此后，他与南京这座城市的
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在南京大屠杀期间，
拉贝的住所成为难民收容所，最多的时候容
纳了600多人。活动当天，西门子公司和博
西家电公司职工参加徒步活动。大家在拉
贝雕像前驻足，依次献花，向这位德国友人

表达敬意。
离开拉贝故居后，徒步者来到位于宁海

路5号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部旧址。
1937年12月2日，国际委员会搬进宁海

路5号。此后，拉贝和同事们在这里展开紧
张而忙碌的工作。《拉贝日记》中收录的许多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报告、信件等，均
注有“宁海路5号”字样。拉贝等委员会委员
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名义，不断致信
日本外交官，信中详细记录了日军的暴行。

幸存者女儿，接力父亲讲述历史真相

寻访拉贝故居，这里曾收留600多名难民

原创情景双人舞《守护》
再现87年前的历史

87年前的《蚕豆歌》
仍在被传唱

南京沦陷后，鼓楼医院成为黑暗中的微
光，给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幸存者带来生的希
望。活动当天，在鼓楼医院，小提琴手演奏《南
京难民合唱曲》。

南京沦陷后食物紧缺，国际友人设法将募
集到的蚕豆从上海运到南京，分发给难民。时
任金陵大学医院（今鼓楼医院）行政主管詹姆
斯·麦卡伦触景生情，写下这首《南京难民合唱
曲》，也被难民称为《蚕豆歌》。这首歌是对难
民的慰藉和鼓励，传递了温暖和生的希望。

当天，纪念馆邀请南京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博士生和煦和袁婧为徒步者进行沿途
讲解，他们曾参与纪念馆临时展览《宁在——
南京·和平城市记忆设计展》的布展工作，并从
事南京城市与建筑相关研究。和煦说：“通过
徒步读城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当年划定
南京安全区的范围，循着国际友人的足迹体会
人道主义精神，感知他们身上闪烁的人性光
辉，并再次理解南京这座有温度的城市。这是
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上午11点 30分左右，徒步方阵回到终点
南师大随园校区。大家在明信片上写下对和
平的祈愿，投入“时光信箱”，把和平寄语传向
世界各地。

本次活动中出现很多年轻人和紫金草国
际志愿者的面孔。南京审计大学学生周子墨
感触颇深，“我的爷爷、父亲和哥哥都是军人。
父亲叮嘱我，无论将来从事什么职业，永远不
要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通过这次活动，我深
入了解这段充满无畏、大爱、人道主义光辉的
历史，更让我坚定自己之后的人生选择。”

中外青年撰写和平留言
把和平之声传向世界

当天，来自南京传媒学院的学生李文炫、
辛雯表演原创双人舞蹈《守护》。该剧采用双
人舞的形式表达国际友人拯救中国难民的决
心，在黑暗的时刻他们挺身而出，用自己的力
量守护他人的生命和尊严。通过情景表演和
人物造型，讲述挣扎在死亡线上难民们的惊
恐、无奈和悲愤，以及冒着生命危险救助难民
的国际友人拉贝、魏特琳等人的无私大爱，再
现87年前的惨痛历史与安全区内人道主义救
援情形。

据舞编许虎介绍，创作灵感源于国际友人
救助难民这段感人肺腑的故事，“我们经历了
无数次的练习，每一个动作都反复纠正。通过
艺术化表演的形式展现历史情景，增加活动的
情感共鸣，让参与者深刻感受到和平的珍贵和
重要性。”徒步者驻足观看，深深地沉浸在情景
舞剧带来的震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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