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珍贵的实证
——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

何　平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 60 周年前夕, 江苏古籍出版

社隆重推出了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侵华日军南

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合编的大型图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图集》(以下简称《图集》)。10 年前, 江苏古籍出版社曾因一举出版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和《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系列读物而蜚声学术界与出版界。如今, 在

这一家族中又增添了《图集》, 使之更臻完美。

　　《图集》的出版, 占尽了天时、地利、人文的优势。今年是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 60 周年, 又是南京大屠杀暴行发生 60 周年, 国内外都

以多种大型活动与举措进行纪念。《图集》赶在这一时间问世, 作为

对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和南京大屠杀中罹难同胞的纪念, 具有特殊

的意义。南京、江苏是举世瞩目的南京大屠杀的发生地。这里有令

人怵目惊心的万人坑, 有 60 年前遇难同胞留下的累累白骨, 有遇

难同胞纪念馆和遍布全城的纪念碑, 更有大量珍藏的历史档案资

料和千余名幸存者、见证人提供的口碑资料。在江苏、南京出版有

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图册, 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近年来, 随

着我国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研究的逐步深入, 江苏、南京地区涌现出

一批以南京大屠杀研究为己任的专家、学者, 他们有关南京大屠杀

研究的成果, 在国内、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图集》经由

他们参与编撰、审校、把关, 对观点加以琢磨、提炼, 对资料加以鉴

定、核实, 从而保证了该书的高质量与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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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集》为 12 开本, 共 260 余页, 收入照片近 800 幅, 图文并

茂, 结构严谨, 装帧精美, 堪称揭露日军暴行图册之精品。综览全

书, 笔者以为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

　　一　主题鲜明

　　该书序言开宗明义写道: 出版《图集》,“意在批驳日本国内少

数军国主义分子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谎言; 提醒国人永远记住南京

大屠杀这历史上极其惨烈的一页, 永远记住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曾使得中华民族濒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不忘国耻, 不忘历史。”这种

教育国人、以正视听的指导思想, 反映在全书的每一章节之中。

　　南京大屠杀以我 30 万同胞惨遭杀害的巨大规模, 震撼历史、

震撼人们的心灵。人们期望着有更多的历史画面和历史资料出现,

客观反映出当年 30 万人遇难的惨景, 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牢牢

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少数日本右翼分子的翻案活动, 也正是

将“30 万人以上”遇难这一规模的界定作为突破口。《图集》以其特

有的手段, 以大量的历史图片、图表, 多层次、多侧面地揭示了 30

万人遇难的血腥事实。全书在“血腥屠杀”、“掩埋尸体”和“正义审

判”等章中, 从人口统计、埋尸毁尸、幸存者证言、日本战犯供词、远

东军事法庭和中国军事法庭的审判结论等各个不同角度, 以无可

辩驳的事实, 证实了这一令人震惊的规模。

　　以对尸体的掩埋和处理为例, 为了向读者展示 30 万以上同胞

被屠杀的确凿事实,《图集》利用历史档案资料, 影印了各种埋尸、

毁尸记录的原件, 给人以真实、厚重的深刻印象。其中包括红碯字

会掩埋尸体 43121 具的统计表, 崇善堂收埋尸体 112267 具的统计

表, 南京红碯字会收埋尸体 22371 具的统计表, 日军战俘太田寿男

供述由日军部队烧埋、抛江和处理 15 万具尸体的略图, 伪南京市

政公署督办高冠吾收埋骸骨 3000 余具所立“无主孤魂碑”的碑文

拓片, 以及市民芮芳缘等义务收埋难民尸体 7000 余具的呈文等。

事实证明, 各慈善团体、日军部队、伪政权及市民个人收埋、处理的

尸体数, 已经远远超过 30 万具。即使扣除不可避免的一些交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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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和统计, 30 万人以上的遇难规模, 也真真实实地展现于读者的

眼前。

　　《图集》还以日军指挥官中岛今朝吾日记手迹及日军部队《战

斗详报》记录等有价值的图片, 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预谋性质。针

对日本国内有人叫嚷什么屠杀是“少数军人的违纪行为”,《图集》

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场在日本政府、军部及日本战地最高指

挥官松井石根、朝香宫鸠彦等人的主使、怂恿和指挥下进行的有预

谋、有组织的大屠杀。”(《图集》第 50 页)

　　如果说, 迄今为止, 国内外众多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研究论著,

已经从理论上驳倒了日本少数右翼分子的翻案谬论的话, 那么,

《图集》的问世, 无疑又以一种全新的手段和角度, 捍卫了历史的尊

严和真实, 警示了历史的教训和规律。

　　二　资料完整

　　近年来, 国内外已经陆续出版了多部有关南京大屠杀或包含

南京大屠杀内容的图册。这些图册, 因出版的时间、地点、形式及资

料来源的不同, 而各有特点与价值, 在向读者展示有关南京大屠杀

的原始图片资料方面, 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图集》出版于上述各种图册之后,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兼采

各家之长, 使编辑、出版的质量, 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该书通过图

片、档案、证言、日记、报道, 全面而系统地再现了侵华日军在南京

地区烧杀淫掠等野蛮行径的全过程。

　　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档案史料、历史图片等, 集中保存

于大屠杀的发生地南京; 其幸存者、见证人的活动资料, 绝大部分

保存于南京; 而有关纪念馆、纪念碑等纪念性设施, 则更为南京所

独有。《图集》充分利用了本地出版资源的这一优势。作为合编单

位的三家档案馆、纪念馆, 所收藏的历史图片、档案资料既丰富又

各有侧重。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存了审判日军南京大屠杀主犯

的完整档案; 南京市档案馆收藏有南京沦陷前夕的人口统计及掩

埋遇难者尸体等档案;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则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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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屠杀幸存者证言资料, 以及海外出版的有关南京大屠杀图书

资料。经过优势互补, 由该三家联合编辑的《图集》, 当集今昔图片

资料之大成, 极具完整性与权威性。

　　以反映血腥屠杀场面的图片为例,《图集》除重点选用了当年

南京青年罗瑾、吴旋冒生命危险收藏的日军自摄暴行照片和国民

政府中央社摄影部收藏的暴行照片外, 还大量采用了日本军人和

随军记者自摄自藏的暴行照片。如: 日军汽车兵村濑守保在下关长

江边拍摄的被屠杀者尸积如山的场面; 日军陆军航空兵井手纯二

摄下的下关长江边铁路栈桥附近的屠杀现场; 日军南京兵站伍长

坂本多喜二所摄日军以中国平民和俘虏作训练刺杀活靶的场面

等。上述由日人自摄的暴行照片, 无可辩驳地揭穿了日本国内南京

大屠杀“否定派”的谎言。

　　《图集》资料的完整性, 还反映在它的内容编排与结构上。该书

共分 8 章 27 个单元, 包含了南京沦陷、血腥屠杀、烧掠奸淫、掩埋

尸体、国际委员会与安全区、抗日烽火、正义审判及前事不忘后事

之师等主要内容。这一结构安排, 决定了该书视野广阔, 纵横有序。

纵的方面, 反映出自日军进攻南京, 至滥施暴行、血腥屠杀, 而至抗

战胜利、审判战犯, 直至今日对大屠杀遇难同胞之纪念; 横的方面,

反映出日军杀、烧、淫、掠各种暴行, 以及掩埋尸体、安全区国际委

员会的活动等。《图集》以图册类书籍特有的表现手段, 完整地展现

了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本身及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 为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捍卫历史的真实和深入进行学术研究, 提供了丰满、厚实、

完整的图片资料。

　　三　编排新颖

　　《图集》在资料选用、内容编排方面, 给人以全新的感觉。该书

以图为主, 以图证史, 以文释图, 做到精选、精编、精印、精装, 与国

内外同类出版物相比, 确属上乘之作。该书序言说:《图集》“不但注

意图片的数量, 尤其注意图片的质量, 努力求精、求新”。编者“反复

审核每一张图片, 将那些最能说明南京大屠杀规模、性质、责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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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图片挑选出来”,“并竭尽全力搜寻、挖掘新的图片”。可喜的

是,《图集》较好地实践了编者的这一指导思想。据笔者粗略统计,

在该书收入的近 800 幅图片中, 约有 1ö4 以上属迄未公布或为一

般读者所鲜见。尤其令人感到欣慰的是, 最近刚刚公布的由当年安

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保存的珍贵历史图片, 有 31 张已被收入

《图集》。其中, 幸存者夏淑琴和哈姓房东家共有 11 人被日军杀害,

只有 7 岁的夏淑琴及其 3 岁的小妹妹侥幸存活下来。拉贝保存了

夏、哈两家被屠杀现场的两张照片。《图集》中不仅公布了这两张新

发现的照片, 并配以夏淑琴老人的血泪控诉材料。图文并举, 相互

补充, 使这一资料的份量更显厚重。又如该书收入了 1937 年 12 月

28 日上海报纸转载《伦敦时报》关于南京大屠杀报道的影印件, 报

道说:“日军自进城以后, 便开始了恐怖的统治⋯⋯城内无辜居民

的尸体铺满了街道。靠江边的城门口, 尸体堆成山, 高及一米。汽

车和载重汽车来来往往在尸体上面走过。”(《图集》第 170 页)这里

所说的“靠江边的城门口”, 即挹江门口。书中同时公布了一张由拉

贝保存的照片, 其文字说明是:“挹江门城门洞里尸体堆积 1 米多

高。日军侵占南京后的几个星期内, 车辆进出挹江门, 都要从尸体

堆上辗过。”(《图集》第 67 页) 拉贝保存的照片与《伦敦时报》的报

道, 两相对照, 印证了挹江门一带日军血腥屠杀的惨状。

　　《图集》对于以往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著、图册中较为薄弱的

文化掠夺、摧残部分, 特别加重了份量。在“烧掠”单元中, 即选用了

日军抢劫图书文物、金陵大学中国文化学院遭抢和金陵大学 10 车

书籍遭抢等珍贵图片, 从而弥补了以往之不足, 唤起读者对日军文

化掠夺的重视和声讨。

　　《图集》在安排图片时, 还运用对比的手法, 突出表现日军对南

京城的破坏。该书利用拉贝保存的中华门、汉中门、水西门、太平

路、中山路等地遭劫后的图片, 与南京陷落前的城门、街道相对照,

使读者强烈感受到日军对南京的浩劫, 给这座六朝古都造成的灾

难性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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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集》专门安排了“抗日烽火”一章, 说明日本军国主义制造

的南京大屠杀, 并没有达到镇慑中国人民、使其屈从的目的; 相反,

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和反抗, 表明了中华民

族威武不屈、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抗日烽火”与“正义审

判”等章的安排, 向读者介绍了日本侵略者由施暴者变为失败者、

中国人民由受害者变为胜利者的过程, 从而使南京大屠杀这一本

来沉郁的基调, 变得昂扬而有生气。这应是《图集》编者匠心独运、

精巧安排的成功之处。

　　《图集》的出版, 是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中的一项可喜

成果。相信,《图集》的问世, 将进一步教育国人不忘国耻, 振兴中

华, 决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将给予日本国内企图翻历史定案、复

活军国主义的势力以沉重打击; 将推动学术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

研究更加深入。从《图集》所收图片的数量、质量和整体编辑水平而

言, 该书堪称揭露日军暴行图册中的精品、力作。

　　但是, 对于《图集》的内容编排和取舍, 笔者认为尚有某些可以

商榷之处。如“抗日烽火”一章, 反映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 反映经

历了南京大屠杀的中国人民抗日意志愈加坚强, 这完全必要。不

过, 既然是一本南京大屠杀的专项图册, 其内容就应紧紧围绕南京

大屠杀这一事件并控制于与南京大屠杀有直接关系的活动和时空

范围之中, 不宜扩展到整个的敌后战场、正面战场及各族、各界人

民的斗争这样一个过于广大的范围。与此相反,“前事不忘, 后事之

师”一章, 既是反映人们对南京大屠杀事件的反思以及对遇难同胞

的纪念, 就不应只局限于南京一处的反应与活动, 可以扩展到中国

大陆以外。据笔者所知, 中国港、台和美国等地, 近年来举行了不少

以南京大屠杀为主题的学术讨论、反思、纪念活动。笔者于 1996 年

12 月赴美国旧金山参加一次关于中日关系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该

会议即以庄严、肃穆的“南京祭”仪式为闭幕式, 引起了美国社会的

广泛关注和共鸣。如能将这类超越地界、国界, 而又以南京大屠杀

事件为中心内容的活动, 适当地加以反映, 当使“前事不忘, 后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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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警示更有力度。当然, 上述意见也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仁

者见仁, 智者见智”, 谨供《图集》编者再版时参考。

(作者单位: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 李仲明)

《拉贝日记》出版

　　《拉贝日记》翻译组所译《拉贝日记》一书, 1997 年 8 月由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 全书共 52 万

字。

　　德国人约翰·拉贝原是德国西门子公司驻中国商务代

表, 在中国工作近 30 年。1937 年 12 月至羿年, 在侵华日军侵

占南京时, 出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 他以

独特的身份, 西方人的视角和严峻的笔触记录下了中国历史

上最惨痛的一页——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他的日记

向后人展示了侵华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 以及包括拉贝本人

在内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人道主义精神。

　　1942 年, 回国后的拉贝把他在 1937- 1938 年在南京所

记日记《敌机飞临南京》整理成书稿《轰炸南京》。现出版《拉贝

日记》即根据后者原稿翻译出版。书中照片取自《敌机飞临南

京》原件, 并包括美国圣公会约翰·马吉牧师现场摄录的影片

中的部分画面。
(本刊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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