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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在 

“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的致辞 

2012 年 1 月 27 日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诞生是基于持久

和平只能建立在相互了解之上的信念。对大屠杀记忆的传递是通过人文价值教

育、文化交流和历史认知向愚昧和偏见斗争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我们务必要记住这场惨绝人寰的空前灾难，它夺去

了 600 万儿童、妇女和男子的生命。他们被杀害，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纳

粹分子及其帮凶的杀人癫狂产生于一种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意识形态，它

还夺去了包括罗姆人和辛提人等少数族裔、持不同政见者、战俘、残疾人和同

性恋者等数百万其他人的生命。 

大屠杀永远地撼动了我们人文精神的基本。当此见证大屠杀的最后幸存

者正在消失的时候，一场为保存当年犹太人生活痕迹和对他们所遭受迫害和屠

杀记忆的斗争已经开始。值此纪念日之际，教科文组织重申它反对对大屠杀任

何形式的否定的坚定立场。教育是这场斗争的关键，也是教科文组织通过开展

青年活动、培训教师或课程设计，对之做出独特贡献之所在。这项任务是本组

织 2007 年通过的关于纪念大屠杀决议的核心内容。我已将之作为我个人的承

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这场种族灭绝的历史并不只属于过去。它是

一部“活的历史”。它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无论我们的出身、文化或宗教

背景有多大的差异。在这场反犹大屠杀之后，还发生了其它的种族灭绝惨剧，

波及好几个大陆。我们怎么样才能最好地汲取历史的教训呢？我们每个人都要

为筑起防范仇恨和新形式的种族主义、否认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的屏障做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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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我们务必对此保持警惕。任何人都不能对由此产生的极端主义佯装不

见或宣称与之无关。我呼吁所有会员国和准会员行动起来，使这一普遍性历史

在全世界的学校和媒体里得到应有的教授和传播。 

2012 年“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的主题是对儿童的纪念。对儿

童的杀戮，就是对未来的扼杀，毫无疑问也就是消灭一个民族图谋的最彻底的

标志。欧洲犹太儿童的绝大多数，几近一百五十万人在大屠杀中被杀害。所有

这些儿童，无论他们是遇难还是获救，都承载着全部的人文精神。让我们向他

们致敬。 

伊琳娜·博科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