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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 

“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致辞 

2017 年 1 月 27 日 

1 月 27 日，我们纪念苏军于 1945 年的这一天发现灭绝人性的奥斯威辛--

比克瑙纳粹德国集中营和灭绝营。这台巨大的死亡机器绞杀了一百一十万多人，

其中近一百万是犹太人。出于种族、政治或性取向等方面的原因，纳粹德国还

另外迫害并屠杀了数百万人。自 1979 年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

以来，奥斯威辛—比克瑙遗址已经成为人类残杀同类的象征，成为种族主义和

反犹主义仇恨所犯罪行不可磨灭的证据。 

反犹主义在宗教、社会、种族和政治之间变换着面孔，但都是出自引发

伤害和杀戮的同一种仇恨。正因如此，对纳粹政权及其同伙所犯罪行的记忆，

应该是一种主动记忆行为。记住历史，有助于我们理解排斥的作用机制，了解

到暴力如遭遇冷漠、拒绝或遗忘会横行无阻，并防止大规模犯罪再次发生。记

住历史，也会帮助我们更好地把握这种仇恨在当下的特定表现形式，例如隐藏

在针对以色列的一贯恶意指责后面的那种仇恨。反对各种形式的反犹主义、种

族主义和不容忍，是尊重每个人的权利的基础。 

只因生为犹太人，就被视为“多余的人”，就遭到屠杀，这是超出宗教、

政见及出身差别、波及到人类整体的一种普遍性罪行。目前在世界许多地方肆

虐的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以及在社交媒体上泛滥的仇恨言论，明显具有这种

极权主义印记。 

有鉴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信，知识、信息和教育是与反犹主义、

否认大屠杀倾向和各种形式的种族主义开展斗争的有力屏障。我们越是了解我

们的历史和他人的历史，就越是能加强与人类的联系。历史的传承有利于增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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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它也同时勾画着更为统一、更为公正和更为和平的人类未来。遗产地、

博物馆、历史文献和遗迹，因此发挥着根本性的教育作用，并且能帮助每一个

公民，不论其年龄大小，去揭露那些利用他人的无知、恐惧和仇恨弄虚作假、

编造谎言的行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学生、教师及教育决策者一道，一贯致

力于在世界所有地区传授有关大屠杀及其他种族灭绝事例的历史。培养世界公

民意识这一愿景在联合国的各项工作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为此我再次呼吁会员

国将大屠杀和其他种族灭绝与反人类罪行的历史纳入到其教学计划之中，以唤

醒人们的宽容与和平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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