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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松浦晃一郎先生 

“缅怀大屠杀受难者的国际纪念日”致辞 

 

2009 年 1 月 27 日 

 2007 年 12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了为期一年的纪念在经历第二次

世界大战的灾难和战争期间各种暴行之后而起草的《世界人权宣言》发表六十

周年的纪念活动。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缅怀那段战争岁月的受难者和幸存

者，因为那场大屠杀侵犯了成千上万男人、女人和儿童的基本人权。“缅怀大

屠杀受难者的国际纪念日”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共同反思及追忆世界史中这段悲

惨往事的时机和空间。 

 当我们今天追思那些丧失生命的人或向他们的亲人鞠躬致意时，我们发

现人类的精神依然永存，通过回忆那些曾经发生过的可怕往事，我们能够，也

应当共同努力来积极有效地防范这类毁灭性的战争再次发生。战争起因于仇恨

引发的无知，因此，国际社会负有确保杜绝这类仇恨增生的集体道德责任。 

 200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关于“纪念大屠杀”教育的决

议，此后本组织开展了各种活动，促成这一目标的实现。在整个 2008 年期

间，教科文组织与联合国内外的各类参与者开展了这方面的合作。此外，本组

织还继续努力提高人们对各种形式歧视的认识，其中包括同反犹太主义作斗争

以及驳斥那些可能被解释为否认大屠杀历史事件的言行。 

 在课程科目、地点、学员年龄和学员群体方面，对大屠杀事件的教育不

应区分国界。这种教育应是启发年青人敢于向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和极端主

义提出挑战，而不是保持沉默。通过我们的学校网络，如教科文组织联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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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科文组织教席，以及通过国际教育局(IBE)等教育机构的工作，教科文组

织将确保我们的后代人记住大屠杀事件。只有采取行动促进追忆活动，这场灾

难对整个人类造成的创伤和痛苦才有可能转为积极的行动，确保这类大屠杀事

件永远不再发生。 

 

松浦晃一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