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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摘要摘要 

南京大屠杀 1937 以成为中国的集体记忆之一。这研究使用两个理论。第一

是莫里斯.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作为主要理论。第二是 Frederick Hertz 的民族

主义理论。据莫里斯思想记忆是在人群中或居民中创造的。那个记忆也已经被读解

作为社会的未来基址。作为莫里斯的思想支持，Hertz 的理论，一个拥有民族主义

的国家至少应该具备以下四个因素，就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愿望、实现民族独立和完

全自由的愿望、实现感到自己的国籍、文化、种族和语言方面的特权和实现国家的

荣誉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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