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 序

1937 年 11 月，日军攻占南京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但将

大部分政府机关和军事统帅部留在了武汉，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也

驻留武汉，武汉成为当时中国全民族抗战的中心。中国抗战进入

了武汉抗战时期。

日军攻占南京后，又发动了徐州会战，对武汉虎视眈眈。为

了保卫大武汉，国民政府先后调集 100 多个师 100 万余人的兵力，

利用大别山、鄱阳湖和长江两岸地区有利地形，组成了武汉防

卫圈。

日军为了攻陷武汉，不惜倾全国之力，投入了陆海空三军 30

余万人、飞机 500 余架、军舰 120 余艘。1938 年 6 月，日本开始

进攻武汉外围地区，6 月 11 日夜袭安徽安庆，武汉会战拉开

帷幕。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投入的兵力最多、战线

最长、时间最久、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也是中国军队歼灭日军

人数最多的一次战役。

100 万余中国军队对抗 30 余万日本军队，这是多么壮观的战

役! 可惜，中国军队虽然占有人数上的优势，但是装备陈旧、缺

乏训练、机动力差、指挥系统混乱、缺乏海军支援、没有制空

权，加之防线广大，而不得不分散兵力。所以，会战以日军占领

武汉告终。1938 年 10 月 25 日，汉口沦陷，武昌、汉阳也相继失

守，武汉从此被日军的铁蹄蹂躏达 7 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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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发动武汉会战的目的，在于以这场战争逼迫中国———当时

主要是指逼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签订城下之盟。由于中国军队

的顽强抵抗、中国共产党的无私支援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日本

虽然打赢了这场局部战役，但迫降蒋介石政权的企图落空，从此陷

入中国战场的泥沼里不能自拔，直至 1945年战败投降。

中国军队在整个武汉会战期间，虽未能保住武汉地区，但基

本实现了蒋介石预定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守武汉而

不战于武汉”的战术，以消耗日军有生力量为主的目的。此后，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影响极为深远的一次战役。它不

仅彻底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和逼迫中国投降的梦想，也再次表现

了中国军民保家卫国不惜牺牲的顽强精神。中国军民的奋战，不

仅为工厂内迁和战略转移赢得了时间、提供了保护，也在国际上

获得了广泛的称赞和支持。在强敌面前，中国各党派和团体团结

一心，政治清明，民气高涨，军队勇敢。完全可以说，武汉抗战

时期是整个抗战时期最值得称道的时期，值得大书特书。

武汉会战，日本方面通称为“武汉攻略”或者“汉口攻略”，

中国方面习惯称之为“武汉抗战”，现在已认同武汉会战只是武

汉抗战的一个阶段。关于武汉会战，日本方面在战争中即有大量

的报道和记载，战后又整理了大量的战史及回忆类文章，也有不

少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中国方面，包括台湾在内的学术界，对武

汉会战的研究均较薄弱。大陆方面，1980 年代曾经出版了 《武汉

抗战史》 ( 欧阳植梁、陈芳国主编，武汉出版社 1985 年出版)、

《武汉抗战史料选编》 ( 李泽、徐明庭等选编，武汉出版社 1985

年出版)、《武汉会战: 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 中国人

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武汉会战》编审组编，文史出版社

1989 年出版)，并整理翻译了日本 《战史丛书》中部分书籍编成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 “中华民国史料丛稿”之一，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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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 年出版)、《中国事变海军作战史》 ( “中华民国史料丛稿”

之一，中华书局 1981 年出版) ; 1990 年代出版了《兵火奇观: 武

汉保卫战》 ( 敖文蔚著，1995 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 ; 2000 年

代出版了 《武汉抗战图志》 ( 唐惠虎等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出版)、《武汉抗战史料》(田子渝主编，武汉出版社 2007

年出版)、《鏖兵江汉: 武汉会战》 ( 谭飞程著，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年出版)，这些对推动武汉会战及武汉抗战研究都有帮助，

但与武汉会战的地位相比仍不相称。

2008 年 10 月 25 － 28 日，江汉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

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政协武汉市委员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

“武汉抗战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

香港和日本、美国、德国等地的 100 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

与会者高度肯定了武汉会战及武汉抗战的地位和作用，一致认为

应该加强对武汉抗战的研究。当务之急是，应该加强对武汉会战

史料尤其是日本方面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会上，成立了江汉

大学武汉抗战研究中心，并聘请了章开沅、张宪文、杨天石、虞

和平、肖甡、麦金龙 (美)、邓红 (日)、陈芳国、田子渝等国内

外专家为特约研究员。会后，江汉大学武汉抗战研究中心开始策

划、收集、编译、出版日本方面关于武汉会战的史料，以填补国

内这方面研究领域的空白，推动相关研究。本丛书 《武汉会战日

方资料丛编》，便是相关人员几年来为此努力的成果。

本丛书的编译范畴，是 1938 年 6 － 10 月即武汉会战期间我们

现在能看到找到的日方资料。丛书共 4 卷 6 册: 一是 《〈战史丛

书〉武汉会战资料汇编》，收录了当时日本政府及大本营关于武

汉会战的决策命令等，记述了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进程，是日本

方面研究武汉会战的重要成果; 二是《〈朝日新闻〉武汉会战报

道汇编》，共分 3 册，收录了 《朝日新闻》关于武汉会战的新闻

报道，同时收录日方关于中山舰的相关资料，动态地反映了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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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武汉的详细过程; 三是《武汉会战日军参战部队战史选译》，

包括《熊本兵团战史》和《乡土部队奋战史》中关于武汉会战的

内容; 四是《武汉会战日方图片汇编》，以当时日本出版的历史

写真图片为主，也收录了战后日本部分研究著作所披露的图片，

具体而直观地反映了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表现和罪行。整套丛书

对于全面而具体了解日军在武汉会战中的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

价值。当然，丛书内容带有浓厚的日方感情色彩，比如对日军作

战力的吹嘘和对中国军队的鄙视污蔑等。请读者阅读和使用时注

意批判鉴别。

本丛书由杨卫东、邓红策划，史料来源主要由邓红提供，丛

书内容、编译体例由邓红、邓正兵、刘庆平协商议定，编译者由

邓红、邓正兵负责组织，分别来自江汉大学、日本北九州大学、

华中师范大学、武汉大学、武汉图书馆、武汉博物馆等单位。杨

卫东审阅了部分书稿并提出了具体修正意见，邓红、邓正兵审

阅、校注了全部书稿，邓正兵最后定稿，涂文学自始至终关注着

丛书的出版，并提出了许多指导性意见。希望丛书能推动武汉会

战及武汉抗战史的研究。由于时间仓促，编注者水平有限，书中

缺点和错误之处必定不少，恳祈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武汉会战日方资料丛编》编委会

2012 年 5 月 20 日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编译说明

本书是《武汉会战日方资料丛编》的第二卷第一册，为《朝日新

闻》1938 年 6 月和 7 月关于武汉会战的报道汇编。再加上两个附

录:一为《朝日新闻》关于 2 月 18 日、4 月 29 日武汉空战相关报道;

二为关于中山舰的资料汇编。至于《朝日新闻》与战争的关系，可

参见本书邓红撰写的《从〈朝日新闻〉报道看到的“武汉攻略”》

一文。

由于是日方报刊原始资料，本书采用如何编辑、如何翻译的方

法颇费周折，所以在此预先对编辑、翻译的方针和凡例说明如下。

一、本书只翻译和“武汉会战”直接有关的、具有史料价值的报

道和特写文章，而对那些无关紧要的文章或有关但没有历史价值

的东西不予翻译，譬如对日军战亡者的生前回忆、家属的“化悲痛

为力量”、日本国内庆祝“汉口攻略”之类的文章，就置之不用。

二、书中每一版面上的新闻报道序号是按照铅字的大小从右

往左数。有时虽有小标题，但和前面一条有直接关系的，就算进前

面一条而不另数。

三、为了保持史料的原貌，更清楚地表现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企

图灭亡中国的野心，本书基本采取“直译”的方法，对那些炫耀日军

“武功”和“战绩”以及那些充满敌方感情和鄙视中国的文字也直接

译出，请读者注意鉴别和批判。

四、日本当时蔑视中国，不称“中国”而称“支那”，书中所谓

“支那事变”、“北支那方面军”、“中支那派遣军”等，中国方面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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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事变”、“华北方面军”、“华中派遣军”等。本书为尊重固有

名词直译的学术习惯，将所有“支那”一词全部原封不动地直译。

关于日军的编制、军衔等，也尽量直译原有的日文，譬如“师团”、

“支队”、“大佐”等。

五、由于时代变迁和日本方面的道听途说，日文原文中的一些

关于中方的汉字人名、地名可能不太准确。我们在翻译时，做了初

步校正和注释，但有少数人名、地名无从稽考，只有依据日文原文，

使用时请和中方资料互相参照。

六、文中大量出现的某某地名、某某部队、某某武器等，“某某”

原文为“○○”，是日本军方在检阅审查新闻报刊时，为了怕泄露军

事机密而临时换上去取而代之的。

七、关于历史照片的处理，本丛书特编辑了《武汉会战日方图

片汇编》，收入了我们能够找到的有关武汉会战的图片。另外，在

每一卷里相应地插入了一些《朝日新闻》刊登的照片。由于《朝日

新闻》刊登的照片为当时的随军记者所拍摄，其内容、对象、角度

等，大都是为战争服务的，故只选择插入了一些具有历史资料性的

东西。

八、本书主要由华中师范大学日语系日本籍教师东哲也翻译，

邓红负责译文的中文表达、润色和注释。附录部分由日本北九州

大学教授邓红独自编译。江汉大学教授邓正兵校阅了全书。

编译者谨记

2012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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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日新闻》报道看到的“武汉攻略”①

日 本 北 九 州 市 立 大 学 教 授

江汉大学武汉抗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邓 红

在近代，报刊为传播信息的最重要的工具，堪称舆论之王。而

《朝日新闻》是 1938 年当时日本国内发行量最多的报纸。该报虽

然现在呈左倾报刊的形象，又历来主张“不偏不党”，但在二战前和

战争中，却是热衷于军国主义宣传的喉舌之一。

特别是在武汉会战期间，《朝日新闻》派出了强大的采访报道

阵容，还不惜血本派出三架在当时来说是最先进的螺旋桨飞机，将

战况、日军的战斗场面乃至武汉市内的情形等拍成胶卷加以接力

传递，实乃今日电视、电台乃至网络现场实况转播之滥觞。

为了发掘日本方面有关武汉会战的历史资料，我们特将《东京

朝日新闻》1938 年刊登的所有和“武汉攻略”有关的记事翻译、编

辑成书。下面，首先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朝日新闻》的基本情况、与

战争的关系和报道战争的方针。

一、《朝日新闻》的历史和战时的日本媒体

《朝日新闻》是日本三大综合性日文对开报纸之一( 其他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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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读卖新闻》和《每日新闻》) ，现在也号称日本五大或六大主流

报纸之一( 除上述三家外，再加《日本经济新闻》、《东京新闻》或

《产经新闻》) 。

《朝日新闻》是 1879 年 1 月 25 日由村上龙平和上野理一在大

阪创刊的私人报刊。“朝日”一名蕴含“旭日升天、万象惟明”之意。

下图为“朝日新闻”刊头的四个大字，其字体据称取自欧阳询《宗圣

观记》。

《朝日新闻》草创时期为插图小报，以“不偏不党”为办报方针。

1888 年在东京增印《东京朝日新闻》( 简称“东朝”，而原来在大阪

发行的叫“大朝”) 。1940 年 9 月 1 日在各地出版的报纸，统一名称

为《朝日新闻》。到“武汉攻略”时的 1938 年，日

均发行量已经达到 248 余万份，居各报之首。

昭和以来的战争期间，日本民众的主要信息

来源是报纸。广播电台的普及率不高，譬如 1926

年时只有 20%，1945 年不到 50%，且只有国营的

NHK一家。持有能收听外国电台的短波收音机，

则被视为违法。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大力学习西方资本主

义的制度和统治方式，各种报刊的诞生如雨后春

笋。政府对舆论的控制，没有采取直接办报纸的

方式，而是用各种法律和法令来限制办报自由，封

锁反政府的言论活动。

1875 年( 明治八年) 明治政府制定的《新闻纸条例》，对报刊杂

志作出了种种苛刻的规定，譬如办报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证; 明确

社主( 老板) 、编辑者、印刷者的权限和责任，如违反将受到罚金乃

至有期徒刑之惩罚;不准刊登报道政府的坏处、颠覆国家的记事以

及煽动他人的记事等;甚至规定不准使用笔名。

1909 年明治政府制定《新闻纸法》，虽然对以上苛刻规定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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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但规定不能发表各政府机关和议会没有公布的文书、还在搜

查中的事件以及还未公开的法院审理案件时的辩词; 陆军、海军、

外务大臣可以根据军事外交需要禁止刊登，内务大臣也可以根据

停止刊登和贩卖有“破坏秩序的安宁和风俗的”记事的报刊等等。

1924 年制定、1928 年修改的《治安维持法》，规定可以对任何

不听指示的报刊进行惩罚，从而起到了统制言论、弹压思想的重大

作用。

1937 年“支那事变”( 即抗日战争) 爆发后，日本政府制定了

《军机保护法》，规定有关“作战、用兵、动员、出师乃至其他军事上

的机密”都属于“军机”而加以保护，言论思想的统制更加严密。

1938 年以“武汉攻略”为契机制定的《国家总动员法》，则授予

政府具有无限制的统制言论的权限。

对于报刊本身来说，和政府作对固然要受到惩罚; 另一方面，

在战争动员时期和战争打得还算顺利的初期，面对日本国内一步

一步高涨的军国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情绪，如果不积极地自觉地

迎合政府的爱好憎恶和大众的需要的话，报纸也卖不出去。战争

对于报刊杂志来说是新闻报道的宝库，大众是报社老板的钱袋子，

再加上政府在后面鞭策，于是以《朝日新闻》为首的日本报刊上，出

现了争相以美好的辞句报道对中国的战争是如何的势如破竹、皇

军如何的英勇、庶民们如何自觉协助战争等等的情形。

二、《朝日新闻》报道“武汉攻略”的阵容

根据《朝日新闻社史·大正昭和战前编》①，“武汉攻略”一打

响，《朝日新闻》社立刻派出了近 400 名记者、摄影师、电影班、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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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员、无线电技师、传书鸽子班、设营班、后勤联络员等，展开了海

陆空全方位的立体性报道。在上海设立了临时电报局，采用了当

时来说是最先进的无线电通信机械和技术。从前线直接运输胶卷

的有“白鹭”、“汐风”和“海风”号三架飞机。溯江方面派大阪朝日

新闻社会部次长木村亮次郎、大别山方面由天津通信局长高桥顺

一郎分别担任前线本部长。等等。

据称，当时日本新闻界大概有 2000 人参加“武汉攻略”的报

道，而《朝日新闻》堪称人数最多、阵容最强大。

值得强调的是，《朝日新闻》在当时拥有最先进的民间航空技

术。据《朝日新闻社史·大正昭和战前编》记载，1937 年 4 月，朝日

新闻社的螺旋桨飞机“神风号”从日本大阪起飞，途经台北、万象、

卡拉奇、巴格达、雅典等后抵达伦敦，总飞行距离为 15353 公里，只

用了 94 小时 17 分

的时间，创下了当

时的世界航空纪

录。飞行员为饭沼

正明，副手为冢越

贤尔。“日中战争”

一开始，这一技术

立即被运用于战争

报道。

顺便说一句，

《朝日新闻》也非常

重视“号外”的发

行。武 汉 陷 落 时

《朝日新闻》发出的

“号外”，起了重大

作用。对此，我们在下面还要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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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1938 年 8 月 13 日，应日本内阁情报部之邀请，当时的著

名作家菊池宽、久米正雄、佐藤春夫、林芙美子①等二十二人组成了

“笔部队”( 也即军方宣传队) ，分为陆军班和海军班出发观察采访

“武汉攻略”。回到日本后，作家们将他们的战争报道作品登载在

各个报刊杂志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中，著名作家林芙美子、

杉山平助、片冈铁兵等给《朝日新闻》写过稿件。

女作家林芙美子和《朝日新闻》的扬子江北岸从军记者团一起

行动。她的《江北作战》的记事用无线电发回日本国内，在以《朝日

新闻》为首的报刊上连载，闹热非凡。她写作的《北岸部队从军记》

曾刊登在日本陆军省报道部 1941 年编的《大陆战史》上。她还是

第一个进入武汉的日本记者。1938 年 10 月 29 日的《大阪朝日新

闻》的第十一版登载了林芙美子身穿军装带着记者袖章的大半身

照片( 见上页图) ，标题是“最先进入武汉。笔部队的女丈夫”，“连

勇士们( 指日军) 都

感到吃惊的林芙美

子”的大号铅字。

报道说: “第一个日

本女性、第一个作

家林芙美子女士率

先进入汉口。林桑

和本报特派员一行

18 日从广济出发，

乘上本报的《亚洲

号》无线电卡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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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林芙美子( 1903 － 1951 年) :日本著名女作家、小说家、诗人，代表作为《浮
云》及《放浪记》。1932 年赴欧洲旅行，归途经上海时曾拜见鲁迅。战争期间曾 3
次前往中国和东南亚采访。



而步行跟随快速部队急行军，全军将士看到日本女性的出现时感

到吃惊，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吧! 林桑出现在荒凉的武汉平原这件

事本身就是奇迹。她的勇敢和谦让的美德，让全军将士感到由衷

的尊敬和感谢。”等等。把林芙美子描写成了日本的民族英雄。

三、“武汉攻略”报道版面的式样和特点

当时的一份《朝日新闻》每天都要发行“朝刊”( 即“早报”) 和

“夕刊”( 晚报) 两部。由于当时的印刷和运输投递贩卖条件所限

制，“夕刊”要第二天的早上才能到达读者手里，虽然写的是第二天

的日期，但实际上是头天晚间印刷的。如上页图所见，1938 年 8 月

缩印版以 8 月 1 日开头，第一页天顶上印刷的日期是“昭和十三年

八月一日”的字样，但在刊头《夕刊·朝日新闻》的下面注明“三十

一日( 七月) ”的字样。

一般来说，每天的夕刊发行 6 页，朝刊发行 10 页。为了显示一

天的报纸是以夕刊开头，夕刊的第 1 页一般都刊登最重要的消息，

实际上是“头版头条”。而朝刊的第 1 页全是广告，第 2 页才刊登

这一天的重要消息。

也就是说，有关战争的消息主要登载在夕刊第一版和报道时

事的朝刊第二版。另外，艺能( 文艺) 栏和社会版还刊登一些有关

军人生活的花絮和具有军国主义色彩的文艺作品。《朝日新闻》关

于“武汉攻略”报道的特点，可总结如下:

( 1) 速度特别快。一般都是第二天就刊出头天“特派员某日

发”的记事，而记事都是记的当天的消息。

( 2) 不惜版面，详细报道。其中夕刊第一页如果刊登了某地战

况有大的进展的话，那么朝刊的第二页就要对夕刊的消息做进一

步的细节报道。

( 3) 每天要刊登一两张飞机运来的照片。其中的一张一定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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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皇军”威风凛凛的形象，每攻占一地还要拍摄一张日军在占领地

升起军旗高呼万岁的照片，以达到煽动民众、提高士气的作用。

( 4) 对武汉市内的报道也很详细，似乎有情报网。有时是转载

路透社的消息。但都是讲在日军的进逼下如何如何地混乱，一定

要带上鄙视挖苦的口气，用“混乱”、“无秩序”之类的字眼。

四、“主观报道”倾向和“号外”

在日本新闻界，一般认为战前和战争期间各报刊的战争报道

具有一种“主观报

道”的倾向，特别是

1937 年日中战争爆

发到 1942 年中途岛

海战的一段时间。①

正如前面我们列举

的新闻的标题表现
的，这样的“主观报道”和只报道好的而不报道或者将坏的也说成

是好消息的“大本营发表”②有着一定的区别，但其主要特点是报

道机关的主观意识( 乃至利益关系) 和日本军方乃至政府有着高度

的一致性，从而呈现出纸面上的是“战意高扬”以及对战争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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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请参照杉山光信著《被主观化的战争报道》一文。载《新闻集成·昭和编
年史·昭和十三年度版 IV·广东、武汉陷落》，明治大正昭和新闻研究会平成三年
( 1991) 版前页。

“大本营”指战争期间日本陆军和海军设置的最高统帅机关。“大本营发
表”指二战期间大本营发表的有关战争情况的正式通报。在战争初期仗打得顺利
时还比较符合实际情况，但也有故意隐瞒的。譬如武汉会战期间有关 101 师团长
伊东政喜受伤的发表，差不多隐瞒了两个月 ( 见 1938 年 10 月 31 日的《朝日新
闻》)。二战后期，特别是中途岛海战战争形势逆转后，开始隐瞒己方的损失和失
败，最后基本上是虚伪的发表。现代日语中“大本营发表”已经成为带有欺瞒性和
虚假性的公开发表的代名词。



的鄙视和反面报道充斥泛滥; 使用的言词也大都带有强烈的夸张

性、感情性、主体性，拍摄的日军的照片大多具有表演性质。

下 面 谈 一 下

“号 外”的 特 殊

作用。

中文的“号外”

一词是日语外来

词，也可以说“号

外”本身发明于日

本。《辞海》对于报

纸号外的解释是:

“定期出版的报刊，

在前一期已出版，

后一期尚未出版的

一段时间内，对发

生的重大新闻和特殊事件，( 报社) 为迅速及时地向读者报道而临

时编印的报刊，因不列入原有的编号，故名。”

据称日本报刊的“号外”始于明治维新的 1868 年。《朝日新

闻》的“号外”则可追溯到 1890 年。朝日新闻社利用“号外”的形

式，抢先发表帝国宪法的全文，人气一举爆发，压倒了竞争对手。

此后，朝日新闻非常重视“号外”，迄今已经发行了 5000 余号。

但是，“号外”是一柄双刃剑。消息快，非常具有煽动性，但消

息不准确、故意利用或被人利用时，又会起到非常恶劣的作用。典

型的是 1931 年 9 月 19 日《朝日新闻》发布的关于“九一八事变”的

“号外”，居然称“奉军爆炸满铁线”，起到了为关东军隐瞒犯罪行径

的瞒天过海的作用。

1938 年 10 月 26 日、27 日、28 日三天，《朝日新闻》连续发布了

占领武汉的三张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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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张“号外”是报道日军占领汉口的“写真第一报”。( P7 图

中的“第三号外”字样，是因为 26 日《朝日新闻》前两个是关于日军

占领广州的“号外”。) 是 10 月 26 日早上从朝日新闻社的飞机上拍

摄、由“汐风号”飞机运到日本的照片。据 25 日《朝日新闻》刊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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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营报道，日军是 25 日下午 4 时突入汉口的，控制整个汉口还要

花费两三天时间。这张照片不去拍摄汉口的其他地区，专门拍摄

日本租界上空浓烟滚滚，大概是要说日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吧!

第二个《号外》( 见 P8 ) 是 10 月 27 日拍摄的，大标题为《前进

的军旗，万岁! 现在攻陷了武汉》。上图是日军在“国民政府军事

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前高呼“万岁”的合影。这张照片现流传

甚广，原始出处就是《朝日新闻》的这份《号外》。号外的下图是报

道 10 月 26 号日军扫荡武昌市内的作战照片，颇有真实感。第一、

二、三条纸面消息宣布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切断了粤汉线。第四

条讲汉口已经开始恢复和平，消息居然称: “支那市民已经习惯新

的汉口，今朝已经带着欢乐的微笑来往于街头。”另外，这份《号外》

的照片是由“白鹭号”飞机和“海风号”飞机从武汉经由某某( 即二

套口机场) 接力飞行运回日本福冈的。“海风号”飞行员就是那个

大名鼎鼎的一年前创造世界航空新纪录的饭沼正明。

10 月 28 日的第三份“号外”( 见 P9) ，标题为《天摇地动的万岁

声! 皇军威风凛凛汉口入城》。上面是日本海陆军会师的照片。

右下图是日军接受意大利士兵的敬礼( 意大利领事馆前) 。左下图

为受到意大利领事布里齐德的欢迎。下面两张照片似乎是想说明

日军受到了国际社会的欢迎吧。

结 语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和军方运用各种法律和法令来限制

办报自由，封锁反政府的言论活动。“日中战争”特别是“武汉攻

略”期间，还采取组织作家到前线采访参观等措施，主动利用舆论

特别是报刊，作为动员日本民众参加战争、提高军队士气、为侵略

战争披上合法外衣的手段。

在这样的环境中，以《朝日新闻》为首的新闻界不但没有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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