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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72 

纪念大屠杀 

 

  “大屠杀与联合国”宣传方案 

  秘书长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60/7 号决议提交的。大会在该决议中请秘书长就“大屠

杀与联合国”这个主题制订宣传方案，并采取措施动员民间社会开展大屠杀纪念

和教育活动，以帮助防止今后出现灭绝种族行为。秘书处新闻部在规划宣传方案

时，采取了常规和创新的办法，以扩大范围并加深影响。为纪念死难者并从导致

和发生大屠杀的原因中汲取教训，新闻部与世界上公认的从事大屠杀纪念和教育

工作的民间社会组织建立联系，并将继续与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其他组织结成新的

伙伴关系。同时，新闻部配合会员国开展具体活动，为其执行第 60/7 号决议规定

的任务提供支助。 

 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每年 1 月举行一场有主旨发言人和严肃艺术表演的纪

念活动；陈列以不同视觉表现方式制作的关于这个问题各方面内容的配套展品；

专家为会员国和民间社会合作伙伴做年度简报；与外地主要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

系并与其联合开展工作；与联合国各新闻中心、新闻处和新闻办形成的全球网络

协作开展活动并向其传播材料；媒体宣传活动；入口网站；电影系列和讨论文件

系列。新闻部将继续发展关系，以随着建立伙伴关系新机遇的逐步发现而扩大方

案活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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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导言 

1. 2005 年 11 月 1 日，大会通过了题为“纪念大屠杀”的第 60/7 号决议，并决

定联合国将 1 月 27 日确定为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大会吁请会员国制

订教育方案，教导子孙后代汲取大屠杀的教训，以帮助防止今后出现灭绝种族行

为，并在这方面赞扬大屠杀教育、纪念和研究活动国际合作工作组。 

2. 大会在决议中还请秘书长就“大屠杀与联合国”这个主题制订宣传方案，并

采取措施动员民间社会开展大屠杀纪念和教育活动，以帮助防止今后出现灭绝种

族行为；在决议通过六个月内向大会报告方案的建立情况；之后在大会第六十三

届会议上报告方案的执行情况。 

3. 本报告概述了“大屠杀与联合国”宣传方案（下文称为“方案”）建立后开

展的活动。 

 二. 方案的目标 

4. 建立宣传方案的任务由秘书处新闻部负责完成。新闻部在与若干民间社会组

织和会员国协商的基础上，决定在“纪念及以后”的主题下开展这个方案。这个

主题强调了方案的两个主要内容，即纪念大屠杀死难者和帮助防止今后出现灭绝

种族行为。 

5. 与肆意剥夺死难者人性的纳粹主义相反，纪念活动着重于个人，努力使每一

个人拥有自己的面孔和姓名，并讲述他们的故事。方案将通过纪念活动、展览和

网页缅怀受难者的遭遇并分享幸存者的经历，表明人类未能防止大屠杀与今日依

旧存在的种族灭绝之间的直接关系。总之，新闻部打算成为会员国（大会吁请会

员国制订教育方案，使子孙后代汲取大屠杀的教训）以及民间社会（动员民间社

会开展大屠杀纪念和教育活动，以帮助防止今后出现灭绝种族行为）的信息渠道。 

 三. 方案 

6. 新闻部在规划具体的宣传活动时，采取了常规和创新的办法，以扩大方案范

围并加深方案影响。传统手段包括媒体采访、新闻通告、给记者的说明、为会员

国和来访的学生及青年团体作简报，以及争取与新闻部有联系的非政府组织在信

息方面的支持。创新手段则着重采用音频视频通信、表演艺术、布景、展览、摄

影和因特网。 

7. 方案迄今制定的核心内容包括：每年 1 月举行一场有主旨发言人和严肃艺术

表演的纪念活动；陈列以不同视觉表现方式制作的关于这个问题各方面内容的配

套展品；专家为会员国和民间社会合作伙伴举行年度简报；与外地主要机构建立

合作伙伴关系并与其联合开展工作；与联合国各新闻中心、新闻处和新闻办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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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球网络协作开展活动并向其传播材料；媒体宣传活动；入口网站；电影系列

以及邀请学术界参加。 

8. 新闻部将随着建立伙伴关系新机遇的逐步发现而扩大方案活动的范围。 

 四. 在方案范围内开展的活动 

 A. 大屠杀纪念 

9. 为启动方案，在大屠杀纪念日（2006 年 1 月 27 日）当周举行了若干活动。

新闻部为此创作了一个图标和以“纪念及以后”为主题的纪念宣传画。在黑色背

景上，两根灰色的带刺铁丝横跨画面，逐渐变成一条绿色的藤蔓，并从藤蔓上开

放出一对鲜花。这幅宣传画得到了来自全球的赞誉，许多人索求副本，还有许多

人想采访设计者。最近，该画获得《美国图形设计杂志》的美国室内设计奖。新

闻部还设计了英法两种文字的信息卡片，以图标为主，简要介绍方案的核心内容。 

10. 1 月 23 日，以电子方式向各常驻代表团、联合国新闻处和工作人员以及订阅

杂志的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个人发送了联合国主要杂志《联合国纪事》的电

子提要。提要包括杂志中关于大屠杀、种族灭绝及有关的不容忍问题的文章。 

11. 1 月 24 日，新闻部在犹太大屠杀死难者和救难英雄纪念协会的协作下，主持

了题为“纪念及以后：绝非儿童表演”的展览开幕式。在开幕式上，做了悼念祈

祷，联合国国际学校的一名学生朗读了波兰13岁男孩 Avremek Koplowitz在 Lodz

犹太人区写作的诗《梦》。这名男孩后来死于奥斯维辛。除展览外，还设置了大屠

杀教育中心，主要提供视频解说，展示照片、大屠杀幸存者的书籍以及 Terezín

犹太人区儿童写的配有插图和诗歌的儿童书，并配有电脑，供参观者查看大屠杀

死难者姓名网站、大屠杀相关网站和联合国网站。 

12. 同一天，新闻部和联合国工作人员文娱委员会电影协会联合为常驻代表团、

联合国工作人员和非政府组织放映了影片“Fatelessness（无形的命运）”。影片

根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姆雷·凯尔泰斯的小说《无形的命运》改编，讲述了一

个 14 岁犹太男孩在布达佩斯被捕并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关押的故事。应观众要

求，次日影片又加映一场。 

13. 1 月 25 日，新闻部非政府组织科主办了一次网络直播简报，着重阐述了容忍

的重要意义和推动跨文化理解，以帮助防止今后出现类似大屠杀的灭绝种族行

为。简报后放映了联合国制作的题为“A Promise to Remember”的录像片，讲

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屠杀和联合国诞生的历史。 

14. 1 月 26 日，在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前夜，新闻部在参观者大厅主办

了烛光守夜活动。六名不同背景的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六百万死难者朗读了《联合

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中的章节，一名领唱者吟诵了悼念祷告，一名学生

朗诵了《安娜·弗兰克：一个女孩的日记》中的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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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 月 27 日，2 100 多人参加了在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活动。大会堂站满了人，

余下的人只得安排在托管理事会会议厅参加活动。在联合国新闻处的协助下，这

次纪念活动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进行了直播。主管传播和新闻事务副秘书长对

方案作了介绍，介绍中首先播放了秘书长的录像致辞。还宣读了大会第六十届会

议主席的发言。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随后发言。宣读和展示了大屠杀死难者的

姓名和图像，大屠杀幸存者 Gerda Klein 和犹太大屠杀幸存者美国分会主席以悲

痛的心情发了言。工作组和犹太大屠杀死难者和救难英雄纪念协会学术顾问

Yehuda Bauer 教授做了题为“纪念及以后”的年度系列的第一个演讲，最后纪念

活动在波士顿 Zamír 合唱团演唱的犹太区和集中营歌曲声中结束。这次活动通过

网络进行了直播，并由联合国电视台进行了广播。新闻部的这个活动还得到了联

合国基金会的支持。 

 B. 世界范围的纪念活动 

16. 由联合国各新闻中心、新闻处和新闻办组成的网络单独或者与区域或地方民

间社会伙伴和各国政府联合开展了大屠杀纪念日的纪念活动。活动包括在曼谷、

罗马（与罗马犹太社区和罗马省级政府协作）以及厄立特里亚（与联合国埃塞俄

比亚和厄立特里亚特派团合作）举行的特别活动。联合国日内瓦新闻处举行了一

次专门仪式，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总干事、以色列常驻日内瓦代表以及一名大屠

杀幸存者了发言。联合国墨西哥新闻处安排了一场“永不再发生：生命颂音乐会”。

联合国曼谷、内罗毕和维也纳办事处推出了摄影展；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还举行

了烛光守夜活动。民间社会合作伙伴举办了由联合国卢萨卡新闻处与赞比亚联合

国协会共同安排的一个活动，联合国里约热内卢新闻处也举办了一场有罗姆社区

参与的活动。 

17. 按照方案提高对大屠杀教训认识的任务，联合国若干办事处组织了论坛讨论

这个问题。联合国瓦加杜古新闻处与布基纳法索国家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办了一次

讲习班。联合国华沙新闻处在国家在职教师培训中心和波兰协会主办的题为“大

屠杀的儿童”的方案中，为波兰教师做了简报。联合国布拉格新闻处组织了与两

名大屠杀幸存者的公众讨论，并为公众放映了两部捷克纪录片，内容讲述的是一

些学生寻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踪的犹太邻居。放映后与影片制作人和大屠杀

幸存者举行了讨论。 

18. 联合国新闻中心通过媒体宣传活动，在波哥大、基辅、拉巴斯、第比利斯和

仰光的当地新闻媒体上发表了文章。联合国布宜诺斯艾利斯新闻处在自己的网站

上设立了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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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建设伙伴关系 

19. 方案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利用外部伙伴的专长和补充资源推动宣传工作。实

践证明，国际组织、大屠杀纪念馆和纪念碑、幸存者组织、教育机构、非政府组

织、基金会和会员国是非常宝贵的合作伙伴。 

20. 1 月，美国大屠杀纪念馆邀请主管传播和新闻事务副秘书长访问该馆讨论协

作内容。之后，该馆参加了新闻部为会员国主办的关于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多媒

体简报，并且免费向联合国各信息中心、新闻处提供了秘书长防止灭绝种族罪行

问题咨询委员会成员 Roméo Dallaire 中将（退役）访谈的 DVD 光盘。 

21. 2 月，因制订有关提高对大屠杀认识和防止种族灭绝的教育方案而受到第

60/7 号决议表彰的工作组，邀请新闻部在工作组教育小组维尔纽斯会议上作报

告。新闻部借此机会就大屠杀研究问题与学者交谈，并参观了重要的纪念机构。

新闻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正在分别与工作组签署合作协议。 

22. 3 月，伦敦的大屠杀纪念日财产托管会邀请新闻部参加其第一次年会，讨论

“大屠杀与联合国”宣传方案。在会议上，来自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

100 多个大屠杀纪念日的社区组织者与学术界人士和大屠杀幸存者一起讨论了有

关 2007 年大屠杀纪念日的计划。这些会议的一个成果是，新闻部成为工作组大

屠杀纪念日特别工作组的成员，负责宣传有关最佳做法的指导原则并推动会员国

发展伙伴关系。 

23. 3 月，新闻部还应纽约珀彻斯韦斯特切斯特大屠杀教育中心的邀请作报告。

新闻部在会后获赠有关幸存者证言的教育 DVD 以及附送的《教师手册》。《教师手

册》已经在联合国新闻中心的全球网络上传播。 

24. 4 月，新闻部与纽约的犹太传统博物馆：大屠杀的活纪念碑建立了联系。之

后，博物馆的一名高级工作人员 5月在联合国总部为非政府组织举行的文化多样

性问题简报中担任专家小组成员。博物馆此后还为参与宣传方案的若干机构的代

表安排了活动。 

25. 4 月，新闻部与纽约容忍问题中心合作推出电影系列。这些影片为会员国和

公众讨论与大屠杀有关的问题提供了相关资料。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驻纽约总领

馆的赞助下，放映了该系列的第一部电影“Sophie Scholl: The Final Days”。 

26. 5 月，新闻部安排了有关提高对大屠杀认识和防止种族灭绝的简报。简报的

目的是确保会员国和民间社会有机会与世界上主要机构的一些最资深的专家当

面交流，并了解这些机构在大屠杀教育方面所开发的资源。专家小组成员来自欧

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民主机构和人权办事处、犹太大屠杀死难者和救难英雄纪念

协会、美国大屠杀纪念馆以及瑞典“活着的历史”论坛。匈牙利常驻联合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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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博尔·布罗迪大使就匈牙利担任工作组主席期间所计划的活动作了发言。该活

动通过网络在国际上直播。 

27. 5 月中旬，新闻部与全球的学者一道推出了关于大屠杀和仇恨、种族主义及

偏见相关问题的讨论文件系列。题为“关于大屠杀及其影响：在 2006 年大屠杀

纪念日之后”的第一份文件发布在方案的网站上。每份文件都配有讨论问题，并

提供英法两种文本。该系列旨在加深世界各地对这些问题的讨论。 

28. 5 月底，新闻部在工作组在布达佩斯的全体会议开幕会上向来自 38 个国家的

近 200 名与会者就宣传方案作了报告。全会随后商定，正式确定新闻部与工作组

的工作关系，以提供咨询和支持，帮助联合国会员国通过与大屠杀问题，特别是

在防止今后出现灭绝种族行为的重要意义有关的教育课目表，并支持彼此的宣传

活动。工作组的学术小组商定，为方案提供有兴趣起草讨论文件的学者名单，若

干机构同意提供影片在纽约放映。 

 D. 大屠杀纪念网站 

29. 新闻部专门设立网站，以便利全球公众查阅宣传方案开展的活动。网站

(http://www.un.org/holocaustremembrance)还打算为会员国和民间社会提供

获取有关大屠杀、纪念和研究的信息和资源的途径。网站上提供链接，可以查阅

课程计划和课目表、教师培训资料、宣传材料、大学项目、博物馆、流动展览和

在联合国总部组织的宣传方案活动的存档发言、讲稿和录像。 

 E. 媒体宣传 

30. 新闻部方案管理员与各大媒体组织进行了访谈，并按照一个专门的媒体名单

发放了宣传材料。通过这些宣传活动，2006 年 1 月因特网上对联合国大屠杀纪念

活动的引用达到 41 000 多次。新闻部还协助媒体对参加联合国总部活动的大屠

杀幸存者进行采访，协助拍摄 1 月 26 日的烛光守夜活动纪录片，并安排对以色

列直播 1 月 27 日纪念日的活动。联合国电视台有关这些活动的材料以联合国录

播材料的方式提供给世界各地的电视台。 

 五. 今后的活动 

31. 新闻部提议与参加工作组 5 月全体会议的机构开展若干协作项目。目前正在

与 Shoah 视觉历史和教育基金会（Shoah Foundation Institute for Visual 

History and Education）就制定一个项目进行讨论。通过这个项目，联合国信

息中心将能够获得英法两种文字的幸存者证言和资料。另一个项目将邀请全世界

的学者为有关大屠杀教育的重要意义撰写文章，并在方案网站上发布。 

32. 今后的计划还包括6月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向大屠杀组织联合会年会

作报告。该联合会是由 61 个国家和 180 个国际组织组成的网络，旨在推动大屠

杀的方案规划、认识活动和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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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6 月底，新闻部将在以色列的犹太大屠杀死难者和救难英雄纪念协会的“教

育后代不忘大屠杀”国际会议上发言。新闻部还将利用这一机会，就大屠杀纪念

日的组织工作和与会者协商。 

34. 2006 年下半年，新闻部将在犹太传统博物馆合办一次题为“大屠杀的活纪念

碑”的文化活动。这次活动将配合 10 月举行的 Daniel Pearl 音乐节进行，并用

音乐的力量促进容忍和对差异的尊重，同时为合办者提供开展提高对仇恨、固执、

种族主义和偏见认识的平台。 

 六. 结论 

35. 新闻部将继续与会员国合作，扩大与民间社会组织的伙伴关系，纪念人类历

史上大屠杀的独特意义，并从中汲取教训，以帮助防止今后出现灭绝种族行为。

新闻部将向会员国提供由在大屠杀纪念、教育和研究领域公认的专家个人和机构

编制的材料。宣传方案还将继续设计创新手段和方法，完成进一步开展大屠杀纪

念活动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