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1  55册)简介

张连红

! ! 在纪念南京大屠杀同胞遇难 70周年前夕,南京大学张宪文教

授领衔主编的大型史料汇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29至 55册由

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隆重推出。从 2005年开始, �南京

大屠杀史料集�已顺利出版 55册, 总字数在 2800 万字以上。至

此,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主体资料已大都整理公开出版, 它涵盖了加

害方(日本)、受害方(中国)、第三方(西方国家)三方面的丰富史

料,详尽地、全面地记录了日本在南京地区犯下的反人类文明的残

酷暴行。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资料来源于国内外档案馆、图书馆和其
他有关史料机构,绝大多数资料均为原始文献和第一手资料,编者

根据不同内容, 分编成不同专题,集册出版。从史料来源的角度来

看,大致可分为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为加害方日本方面的史料。根据史料内容, 日本方

面的资料又可分三类: 第一类是日军官兵和随军记者的日记、书

信、回忆, 以及部分日本军方文件, 该类资料最为丰富, 由王卫星、

雷国山将其分编成 5册, 计有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8册�日军官兵
日记�、第 9册�日军官兵日记与书信�、第 10册�日本军方文件�、

第 32册�日本军方文件与官兵日记�和第 33册�日军官兵回忆�。

上述 5册史料几乎涵盖了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华中方面军的所

有部队,如华中方面军司令部、上海派遣军、第十军以及长谷川清

指挥的海军官兵。其中诸如时任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的阵

中日记、时任陆军部教育总监、后接替松井石根出任华中派遣军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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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官 俊六的日记、时任华中派遣军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的

阵中感想录、时任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昭守的日记、时任上海派遣

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的日记、时任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

记、时任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三十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的日记、时任第

十三师团步兵第一 #三旅团长山田 二日记、时任第十军法务部

长小川关治郎的日记、时任上海派遣军司令部参谋西原一策的作

战日志等,这些高级军官日记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另外, 史

料集还收录了大量下级官兵和随军新闻记者的日记、书信和回忆,

来自下层官兵的第一手资料同上级军官的日记相互补充和相互印

证,从不同层面证实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第二类为日本国内有

关新闻媒体的报道, 由张生等收编入第 6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
使馆报告�和第 34册�日本军国教育、百人斩与驻宁领馆史料�, 其

主要内容有日军百人斩的报道、日本国内各大报社对攻占南京的

报道等。第三类为南京大屠杀前后,日本驻宁领馆、特务机关以及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方面的史料,其材料收录在张生编第 34册及姜

良芹和郭必强编第 15册�前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查�。

第二部分为受害方中国方面的史料。抗战胜利后, 国民政府

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调查十分重视。从 1945 年底到

1947年初,南京计有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

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

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

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在史料集中, 这部分资料共编成 19

册,计有姜良芹、郭必强所编的第 15册�前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

调查�、第 16  18册�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第 19  21

册�日军暴行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第 22 册�赔偿委员会调查统
计�、第 40册�财产损失统计�、第 41册�中央机构财产损失调查�、

第 42  47册�市民财产损失调查�等。还有南京市档案馆主持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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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的第 23册�南京大屠杀案市民呈文�、第 35  36册�南京市临时

参议会调查�。这部分调查统计均为第一手资料,内容十分丰富。

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 20世纪 80年代以来,南京地区相关部门、

专家学者和部分高校师生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了广泛的社会

调查,这些珍贵访谈资料由张连红、张生、费仲兴、蒋晓星等人编为

第 25  27册�幸存者调查口述�和第 37  39册�幸存者调查口述

续编�,共 6册 300余万字。除访谈资料外, 部分南京大屠杀的亲

历者也曾留下少量日记或回忆录, 由张连红将其编为第 3册�幸存

者的日记与回忆�。史料集还收录了以战前南京政治经济情况、日

机轰炸和南京保卫战、自治委员会等为主题的资料,即经盛鸿等编

第 1册�战前的南京与日机的轰炸�、马振犊等编第 2册�南京保卫
战�、张生等编第 12册�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另

外,史料集还针对尸体掩埋和遇难同胞名录两个特殊专题进行了

资料整理,其中史料集第 5册为孙宅巍编�遇难者的尸体掩埋�, 第
48  55册为姜良芹等编�遇难同胞名录�。8册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名录采取卡片形式, 以档案文献、口述资料及群众来函等为基

础,收录了大屠杀遇难者较为详尽的个人信息, 共收录卡片 14961

张、实际遇难者 13000余人。编者收录的每一张卡片不仅标明了

遇难者姓名、遇难者概况(性别、年龄、籍贯、住所、职业等)、遇难情

形(被害时间、地点、方式) ,而且根据不同资料的性质, 设计了九种

表格,罗列了调查者、陈述人、具呈人、填报者、口述者、证人等的姓

名、职业、住址、与遇难者的关系等,信息较为丰富与详尽。特别值

得指出的是,所有信息均注明资料出处, 十分便于专家学者考证、

研究。

第三部分为第三方欧美国家等方面的史料。第三方的史料又

大致由二类资料组成,第一类为南京大屠杀期间留在南京的西方

传教士、医生、教师等的日记、书信和回忆。如章开沅编第 4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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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刘海宁等编译第 13册�拉贝日记�、张连

红等编第 14册�魏特琳日记�,其中章开沅所编�美国传教士的日

记与书信�收录了美国传教士贝德士、费吴生、福斯特、马吉、麦卡

伦、米尔士、史迈士、威尔逊、宋煦伯等 11人的日记与书信, 还节录

了田伯烈的�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第二类为德国、英国和

美国等外国使领馆的文书和西方媒体的有关报道,这部分资料主

要有张生等编第 6册�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陈谦平等
编第 30册�德国使领馆文书�、张连红等编第 31册�英国使领馆文

书�,还有张生等编第 12册�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

和杨夏鸣等编第 29册�国际检察局文件与美国主流媒体报道�。

其中陈谦平等编�德国使领馆文书�一书中除收录当时德国使领馆
报告外,还收录了德国人京特、丹麦人辛德贝格主持的南京东郊江

南水泥厂难民营以及拉贝住所收容的 622名难民的详细信息和签

名,资料十分珍贵。

第四部分为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等

方面的史料。关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有关南京大屠杀案的资

料,由杨夏鸣等编为第 7册�东京审判�和第 29册�国际检察局文

件与美国主流媒体报道�。这部分资料包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
律文件、起诉方和辩护方的证据、总检察官基南的开庭词、向 哲

副检察官有关中国阶段的开庭词、国际检察局南京取证报告、判决

书等。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的审判资料, 由胡菊

蓉编为第 24册�南京审判�,其主要内容有:南京国防部军事法庭

的相关法律文件,法庭成立概况, 战犯谷寿夫罪行总表, 审判战犯

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岩、田中军吉起诉和辩护材料及法庭判决

书等。

另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图像则设有专册收录,由曹必宏

编为第 28册�历史图像�。该专题以时间为序,以日军攻占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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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腥暴行、尸体掩埋、国际大救援、历史的审判和南京大屠杀真相

的早期揭露为主题分为 6个部分, 有许多照片均为首次公布。

∃没有真相就没有和解%, ∃以史为鉴%才能∃面向未来%。客观

公正的史料是构建历史共识的前提和基础。在当今中日关系日益

密切的大背景下,大型史料丛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陆续出版

对于我们厘清南京大屠杀真相,总结历史教训,推进中日关系真诚

友好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者张连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教授)

(责任编辑:刘兵)

�南京文化的劫难( 1937  1945) �

! ! 2007年 9月南京出版社出版了孟国祥著的�南京文

化的劫难( 1937  1945) �, 32万字。该书分十七章, 论析

了日本侵华战争时期,日军对南京古建筑; 文化古物; 中

央及地方图书馆藏书、民间藏书;中央研究机构和学校内

迁(物资) ; 教育与文化的破坏、劫掠。战后南京文物的封

存与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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