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朗普宣布美国宇航员将重返月球
新华社电 美国总统特朗普

１１日签署第一份太空政策指令，
宣布美国宇航员将重返月球并最
终前往火星。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举行的签
署仪式上表示， 美国不仅要在月
球上插旗并留下脚印， 还要为将来
的载人火星任务奠定基础， 也许将
来还会前往火星之外的世界。

特朗普未提及美国宇航员重
返月球的时间表。

人类上一次踏足月球是在
１９７２年１２月１１日， 阿波罗１７号飞

船的宇航员登上月球， 距今正好
４５年。

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提出削减
在气候变化、医疗卫生等多个领域的
科研资金， 但对太空领域更加重视，
除了要求研究２０３３年探索火星的
可行性， 还下令重建已搁置２５年
的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

特朗普当天签署的 “１号太
空政策指令” 正是 “国家太空委
员会” 提出的第一份建议。 该指
令也意味着奥巴马政府提出的载
人登陆小行星计划被正式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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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开始分批从叙利亚撤军
新华社电 俄罗斯空天部队

总司令兼俄驻叙利亚部队司令苏
罗维金１１日表示， 俄驻叙部队已
开始分批撤离叙利亚。

塔斯社１１日援引苏罗维金的
话报道说， 在接到俄总统普京宣
布从叙利亚撤军的命令后， 俄驻
叙部队立即开始实施撤军工作。
首批从叙利亚撤出的武装力量包
括２３架各型号固定翼战机、 ２架
卡－５２武装直升机， 以及特种作
战、 排雷分队等。

苏罗维金指出， 俄驻叙利亚

的赫迈米姆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
海军基地将继续保留， 两个基地
可以有效完成保证叙利亚未来局
势稳定的任务。

据俄媒体公布的俄在叙军事
行动初步成果， 两年来， 在俄空
天部队支援下， 叙利亚政府军解
放了被极端分子控制的大部 分
叙 利 亚 领 土 ， 有 ６９架 俄 战 机
常年部署在叙利亚， 俄在叙每日
军费约１．５６亿卢布 （１美元约合
５９卢布）， ４０名俄军人在叙利亚
阵亡。

当“南京记忆”成为世界记忆
英首相称支付“脱欧分手费”有附加条件

新华社电 英国首相特雷莎·
梅１１日说， 英国预计向欧盟支付
３５０亿至３９０亿英镑（约合４７０亿至
５２０亿美元）的“脱欧分手费”，但
条件是双方未来要达成一份贸易
协议。

特雷莎·梅当天在英国议会
下院说， 如果英国与欧盟无法就
（贸易）伙伴关系达成一致，“分手
费”就免谈。她还说，英国完全能
“有序、顺利”地退出欧盟。

特雷莎·梅关于 “脱欧分手
费” 的表态与此前英国财政大臣
哈蒙德言论有出入。 哈蒙德此前

接受英国媒体采访时说， 无论英
欧能否就贸易协议达成一致，英
国都将支付“分手费”。

欧盟方面８日宣布， 经过６个
月艰苦谈判， 欧盟与英国第一阶
段“脱欧”谈判已取得足够进展，
双方将开启第二阶段谈判， 内容
是“脱欧”后欧盟和英国形成何种
贸易关系。这意味着双方已就“分
手费”等核心议题达成协议。

所谓“分手费”涵盖了英国籍
前欧盟工作人员退休金、 在英欧
盟机构搬迁费用以及英国对欧盟
财政的承诺等内容。

２０多年前， 美国图书编辑苏
珊·罗宾娜第一次听华裔作家张
纯如讲述南京大屠杀时， 她为这
段惨绝人寰的历史竟鲜有人提及
而震惊和困惑。

１９９７年， 《南京大屠杀： 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被遗忘的大浩
劫》 在美国出版， 中华民族承受
的那段苦难记忆终于再次走进西
方公众的视野。

随着更多史料的发掘整理 ，
“南 京 记 忆 ” 日 益 丰 富 充 实 。
２０１５年， 《南京大屠杀档案》 列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世界记忆
名录》。 南京大屠杀史实展走进
欧洲战争博物馆。 不久前， 加拿
大安大略省议会投票通过有关
“设立南京大屠杀纪念日” 的动
议。 日本民间团体举行研讨会，
以亲历者口述历史揭露日本侵华
战争真相。 在第四个南京大屠杀
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 各
种形式的 “南京祭” 在世界多地
举行， 数百海外华侨华人社团将
同步联动公祭。

纪念南京浩劫， 是为了保持
警醒， 避免悲剧重演。 人们不会
忘记， ８０年前那个让人彻骨寒的
金陵冬天， 依然有不灭的人性之
光， 带来温暖与希望。 南京沦陷

期间， 德国人约翰·拉贝与友人
共同建立南京国际安全区， 为数
十万中国平民提供避难所； 金陵
女子文理学院代理院长明妮·魏
特琳与同事收留庇护逾万名妇女
儿童和难民； 美国医生罗伯特·
威尔逊夜以继日救治中国受害
者； 美国人约翰·马吉秘密拍摄
１０５分钟画面，成为南京大屠杀留
存至今的唯一动态影像……他们
来自不同国度，身份各异，出于共
同的人道主义精神， 不顾个人生
死，竭力护佑难民，向世界勇敢揭
露侵略者的暴行。 因为他们的存
在， 历史得以更完整还原。

探寻南京真相， 是为了守护
真理正义， 维护人类尊严。 如何
看待这段钉在人类文明耻辱柱上
的历史， 绝不是简单学术问题。
幸存者的口述、 真实的影像、 见
证者的记录， 都是无可辩驳的证
据。 妄图否定南京大屠杀历史，
是对历史的抹杀， 更是对受害者
的人格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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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护 “南京记忆”， 是为了
汇聚和平力量， 开创光明未来。
从奥斯维辛集中营到南京大屠
杀， 这些历史上的惨痛记忆时刻

提醒人们，一旦丧失理性、陷入疯
狂， 文明在野蛮面前就会不堪一
击。 １９８６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美
国作家伊利·威塞尔说，“忘记大
屠杀，就是二次屠杀”。经历苦难、
走向复兴， 在全球视野下讲述这
段 “南京记忆”， 中国坚持走和
平发展道路， 与世界命运与共、
携手前行的脚步更加有力。

历史无法改变， 未来可以塑
造。 在对暴行的回忆、 讲述和记
录中， 把不义从遗忘的黑洞中拉
出， 重新建立与现实的联系，让
更多人汲取教训、省察自我。这是
幸存者的责任， 也是后来者的担
当。如今，北美不少公立学校课程
纳入亚洲二战史相关内容。 全球
３０多个国家选用包含南京大屠杀
内容的历史选修课教材。 正如一
名海外华人所说， 下一代能从历
史中学到什么，是教育的重要课
题。 通过教育， 年轻人能够认识
自身对世界和平所肩负的责任。

反思历史， 方知从何而来 、
向何而去。 留存记忆， 才能建立
认同 、 迈向未来 。 当 “南京记
忆” 成为世界记忆， 世界反法西
斯斗争的历史才会更加完整， 人
类和平发展的道路才能汇聚起更
多携手前行的力量。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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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期间， 美国传教
士约翰·马吉秘密拍下的１０５分钟
画面， 是那场浩劫中唯一留存至
今的动态影像。 这一铁证将侵华
日军的暴行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
柱上。

８０年后 ， 他的孙子克里斯·
马吉重走 “祖父路”， 用镜头记
录今日的南京。 祖孙二人， 在这
座城市展开了一场穿越８０年的
“时空对话”。

祖父记录日军暴行
约翰·马吉１８８４年１０月出生

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
１９１２年来到中国传教。

１９３７年， 战争阴云笼罩南京
城 ， 人们纷纷逃离 。 １２月３日 ，
美国大使馆发布最后一次撤离警
告 ， 要求美国侨民离开 。 但约
翰·马吉选择留下 ， 与约翰·拉
贝、 明妮·魏特琳等国际友人组
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
红十字会南京分会， 并担任南京
分会主席。

南京大屠杀期间， 这批国际
友人无私援助了２０多万中国平
民。约翰·马吉先生还在１９３７年１２
月到１９３８年２月间给妻子写了很
多信，这些信件按时间顺序，记录
了他每天目睹的日军暴行。 他更
不顾个人安危， 用１６毫米胶片摄
影机秘密将日军暴行拍摄下来。

“他很早就开始拍摄南京。他
的摄影机首先记录了在南京的美
好生活： 新生儿的降临、 庆祝活
动、生日宴会等。但是后来日本人
入侵了， 记录的内容从全世界最
快乐的事情变成了最可怕的。 ”克
里斯·马吉如今回忆起那些黑白
的历史影像，仍然心有余悸。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９日 ， 《南京大
屠杀档案》 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 《世界记忆名录》， 约翰·马吉

使用的摄影机和电影胶片拷贝成
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祖父留下的影像、 祖母留下
的信札、 父亲的讲述……所有这
些令克里斯·马吉对那段历史感
同身受。 “信札中描述南京大屠杀
幸存者夏淑琴一家的遭遇， 让人
难受。 事实上， 这些信的大部分
内容都让人不忍卒读， 因为实在
太恐怖。 我可以想象， 祖母在读
这些信时内心一定充满担忧。”

接过祖父的 “镜头”
作为一名职业摄影师， 克里

斯·马吉此前一直从事商业电影、
广告等拍摄 。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４日 ，
他从南京市委副书记龙翔手中接
过紫金草国际和平纪念章， 感受
到中国人对祖父的感恩和敬意竟
然延续了这么久。

“我想拍摄南京， 想到祖父
当年去过的那些地方看看， 或许
我就能更了解祖父了。” 克里斯·
马吉在接受纪念章时说。

带着这样的想法， 克里斯·
马吉按照祖父当年的路线重拍南
京 。 他的拍摄题材主要分为三
类： 一是从１９３７年祖父拍摄的南
京大屠杀电影胶片中选取建筑、
街道等， 拍摄８０年后相同地点的
影像； 二是选取南京民国时代老
照片里具有代表性的画面， 在相
同地点拍摄； 三是拍摄具有新时
代特色的新南京， 反映南京的变
化发展。 拍摄分为三个阶段， 今
年１０月和１１月， 他已先后完成第
一、 第二阶段的拍摄。

连日来沿着祖父当年拍摄南
京的轨迹一路寻访， 克里斯·马
吉的内心五味杂陈， 有惊讶、 有
感伤、 有高兴。

“我在拍摄中使用高科技的
３６０度全景相机， 更加全面地呈
现画面 ， 同时融入人物采访 。”

克里斯·马吉说，“我专门采访了
幸存者夏淑琴。 南京沦陷前， 祖
父和父亲在中山陵前合影。 今年
１０月， 在中山陵的同一地点， 我
为夏淑琴的外孙女夏媛及其儿子
拍照。”

跨越８０年的 “久别重逢”
１１月２５日， 克里斯·马吉应

邀参加第二届 “感恩·南京国际
安全区” 冬日寻访徒步活动。 当
天参加徒步的志愿者和南京市民
得知克里斯·马吉的身份后，很多
人跑来向他致谢，要求和他合影。
克里斯·马吉说：“南京人很热情，
他们了解当年国际友人的援助历
史，内心充满感激和力量。”

“在中国 ， 很多人告诉我 ，
我的祖父是一个英雄， 可是我并
不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 我希望
我见过祖父， 但他在我出生前就
已去世。 在南京拍摄的这些天，
走过他从前走过的路， 听了经历
过当年的老人说当年， 我觉得他
的身影在我眼前越来越清晰了。
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善良、 有爱心
的人。” 克里斯·马吉说。

重拍 “祖父路” 就像一次生
命的轮回。 ８０年前的南京大屠杀
是一场沉重的悲剧， 使几十万人
遭受灾难。 经过多年发展， 今天
的南京已经从伤痛中恢复过来，
重新变得繁华又充满欢乐。

“这里适合旅游， 也适合居
住。 我想让世界看到今日南京的
美好，有实力雄厚的医院，有四通
八达的高铁， 有书声琅琅的校园
……希望能通过马吉家族的照片
连接过去与现实、中国与西方，让
更多人了解南京大屠杀这段历
史， 也看到人们如何在战争中幸
存， 又如何重生， 创造出一个美
丽新世界。” 克里斯·马吉说。

据新华社

祖父记录“毁灭”，我描摹“重生”
———南京大屠杀影像记录者之孙重拍“祖父路”

新华社电 埃及总统塞西１１
日与巴勒斯坦国总统阿巴斯在开
罗举行会晤。 塞西强调， 必须维护
耶路撒冷的法律地位和历史地位。

埃及总统府发言人巴萨姆·
拉迪在一份声明中说， 两位领导
人进行了长时间会晤， 讨论了美
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之
后的事态发展。 他们同意继续磋
商， 利用当前的国际舆论反对美
国的决定。

塞西表示， 埃及支持建立以
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独立的巴勒
斯坦国。 阿巴斯则表示， 美国的

这一决定令人惊讶。
美国总统特朗普６日宣布承

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并将
启动美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
耶路撒冷的进程。

以色列１９６７年占领东耶路撒
冷后， 单方面宣称整个耶路撒冷
是其 “永久、 不可分割的首都”，
而巴方则要求建立一个以东耶路
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 国际
社会普遍不承认以色列对耶路撒
冷拥有主权， 很多和以色列有外
交关系的国家把使馆设在特拉维
夫而非耶路撒冷。

埃总统强调维护耶路撒冷的历史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