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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 

“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致辞 

2018 年 1 月 27 日 

“自从奥斯威辛撤消了奥斯威辛，否决了奥斯威辛，就什么也不曾发生。

在我的作品中，大屠杀从来无法用过去时态表现。”匈牙利作家、诺贝尔文学

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的这番话惊世骇俗。纳粹的恐怖罪行大白于天下 70

多年之后，传播这段历史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正因如此，继欧洲理事会之后，联合国将 1 月 27 日设立为“缅怀大屠杀

受难者国际纪念日”。正是在 1945 年的这一天，苏联士兵进入奥斯威辛— 

比克瑙集中营。联合国通过这一决定，宣示了大屠杀这一针对犹太人民的种族

灭绝行为的个别性和普遍性意义。传播这段历史，唤起所有受害者对纳粹罪行

的记忆，就是号召各个民族致力于建设和平。 

大屠杀引发了对人类自身的无穷反思，让人们回想起极度黑暗的岁月，

但也承载着必定是面向未来的记忆。奥斯威辛的幸存者、教科文组织大屠杀 

历史教育和防止种族灭绝问题前特使塞缪尔·皮萨毕生所捍卫的，正是这样的

信息：“我们深深感到自己有责任和他人分享我们用肉体和灵魂所经历、所 

体验的记忆。我们应该警示我们的下一代，无论他们是不是犹太人：正在我们

这个再次被点燃的世界上蔓延的狂热和暴力，有可能像曾经摧毁我的生活一样，

摧毁他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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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国际纪念日以“大屠杀教育和记忆：我们的共同责任”为主题，

其主旨正在于此。各行各业人士，包括政治行动方、专家、历史学家、艺术家、

教育界、公民，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可以将思想意识武装起来，与对

大屠杀罪行的遗忘、否认、否定、淡化等现象作斗争，并且防止滋生仇恨的各

种偏见死灰复燃。我们可以用讲真相来反对操纵事实。而打击各种形式的反犹

太主义，则是这场斗争的核心所在。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们致力于开展教科

文组织大屠杀和种族灭绝教育国际计划，并计划于今年在教科文组织总部举办

下列活动：与大屠杀纪念馆联合举办《水晶之夜》展览，与巴特阿罗尔森国际

寻人服务局联合举办《被盗的记忆》展览，放映克劳德·朗兹曼导演的电影

《四姐妹》，并召开若干次圆桌讨论会。这些计划和活动的宗旨在于：以史为

鉴 ， 

警钟长鸣。 

奥德蕾·阿祖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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