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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总序

张伯兴

70 年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初，在南京

制造震惊中外的大屠杀事件，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诸多

暴行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暴行之一。战后，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

了正义的审判，对战争罪犯进行了严惩，为中国人民和被侵

略的世界各国人民伸张了正义，使被侵略的受害者，特别是

南京被屠杀的 30 万亡灵得以暖目和慰藉。

南京大屠杀事件距今已 70 年，早已是历史的铁案。然

而，至今日本当局在对待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上，一直

采取暧昧或含糊其词的态度，致使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嚣张，

一再出现否认侵华战争性质，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不断散

布美化侵略和殖民统治的言论。 1982 年日本文部省在审定

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时，竟把"侵略"改为"进入"中国，意欲达

到否认侵略，否认南京大屠杀历史事实的目的。这些卑劣

行径，理所当然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南京人民的愤

慨。他们纷纷要求编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并为遇难

同胞建馆立碑藉以铁的事实来驳斥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

华历史的言论，并昭示后人，永远不要忘记屈辱的历史，激

励大家树立以史为鉴、振兴中华的决心。 1983 年 11 月，南

京市人民政府顺应人民群众的意愿，组织力量对南京大屠

杀史开展研究。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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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至 1985 年，随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

纪念馆的筹建和建成，通过多种方式、多种渠道，向国内外

的档案馆、博物馆、影片资料馆、史学研究单位、高等院校以

及中外人士广泛地开展了南京大屠杀史料的征集工作，收

集到一批当年留在南京的中外人士亲身经历、亲眼目睹的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纪实、日记以及"两个法庭"审

判的档案资料等。与此同时，还于 1984 年在 10 个城区和

郊区范围内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进行了普查，发现仍健在

的幸存者、目睹者、受害者 1 756 人，并专访了参与"两个法

庭"审判的重要历史见证人。在此基础上，组织南京地区的

专家、学者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除陈列展示外，

还编辑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 ))((侵华 日军南京

大屠杀史稿 )) ((侵 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 》等书籍，拍摄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纪录片。这些资料集和专著的

出版时间较早，影响较大，对推动南京大屠杀史料的深入、

系统、全面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近十多年来，随着国内外一批新的史料的发现和公布，

南京大屠杀事件的研究内容逐步深化，其研究形式、方法、

机构均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为适应研究形势发展的需要，进一步推动南京大

屠杀史研究广泛深入地开展，于 1995 年率先发起成立了全

国第一个民间学术性研究机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

究会"。该研究会的成立，在国内外反响很大，团结了一大

批中外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学者，并多次召开了有关

南京大屠杀史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对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的

深入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研究会和侵华日军南京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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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先后编辑出版了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证言集 ))(( 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志 ))(( 南京大屠杀与国

际大救援图集》等 20 多本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专著。与此 同

时，有关研究人员还先后赴美、德、英、日、丹麦及中国台湾

地区收集到许 多关 于南京大屠杀史的新资料，随即出版了

一批新的史料集和专著以及南京大屠杀的音像制品 。 2005

年以来，由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宪文教授主编的 28 册《 南京

大屠杀史料 》最具有代表性，是南京大屠杀研究的最新成

果，为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提供了全面系统的依据，在国内

外引起了高度的关注 。

上述这些史料的出版，大多偏重于史料性，其研究性，

特别是对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留下的证物证据相对比较

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与该研究会经多

年的广泛征集，收集到数万件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物和资

料 。 在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和南京市委宣传部的关心、资

助下，该研究会拟组织专家对这些文物、史料进行鉴定与研

究，在此基础上出版一套系列专史研究与文献丛书，如《南

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 ))((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印记(手印篇、脚

印篇) ))((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遗像 ))(( 南京大屠杀历史报刊集 》

《 南京大屠杀文物史话(纸质类、铁质类) ))(( 南京保卫战阵亡

将士档案 》等 。 这些图书的编撰与出版，将填补南京大屠杀

史研究在实证'性研究方面的空白，使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

更具全面性和完整性。由于文物类、名录类、档案类等类别

史料内容广泛，征集与研究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我们将

按类别陆续以分册形式整理出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以史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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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面向未来，维护永久的中日友好关系和世界和平，我们

将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该研究会为平

台，团结海内外有志于研究南京大屠杀史的专家学者，进一

步加强海内外学术交流与合作，把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提

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2007 年 5 月

(作者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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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叶 6告

1937 年 12 月 13 日南京沦陷后，侵华日军置人类道德

准则和国际公法于不顾，悍然在南京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南

京大屠杀惨案。日军对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和放下武器的

士兵实施了为期六周的血腥屠杀，这场屠杀导致 30 万以上

的同胞遇难，二万多名的中国妇女遭受凌辱，六朝古都有三

分之一的建筑被毁，沦为一片废墟。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和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了法

的判定，对战争罪犯进行了严惩，为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和世

界各国人民伸张了正义。但是，这场浩劫给南京人民带来

了空前的灾难，特别是对于那些从这场灾难中侥幸存活的

同胞来讲，劫后余生，在他们脑海中留下了永远都无法抹去

的惨痛记忆。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是指那些从 1937 年 12 月 13 日至

1938 年 1 月的六周时间内，在南京及其附近地区亲身经历、

亲眼目睹、亲身受害的"三亲"人员。这些人当中有的是本

人受害，有的是亲人受害，有的是目睹了南京大屠杀期间侵

华日军的种种暴行，他们身上的累累伤痕和罄竹难书的血

泪控诉，是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第一手证据"是历史调查研

究中最为重要的口碑资料，也是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

大屠杀历史驳斥的有力证据。

在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史的研究和史料收集的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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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对幸存者的调查和走访，一直都是一项重点工作。曾

多次组织研究人员在南京市乃至在海内外范围内走访当事

人。其中，于 1984 年和 1997 年在南京市范围内进行了两

次较大规模的普查，共获得了 4 128 份珍贵的 口述资料。近

几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又通过各种途

径获得了一批幸存者的资料。随着对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

不断深入和幸存者资料的不断完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先后出版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证言集 》 、 (( "历史证人脚 ~p "铜版路图集 》 、《侵华 日军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证言续集 》等有关幸存者的专著，这三本书的出

版较为系统地收录了已经调查到的幸存者证言，并对部分

幸存者留下的(铜版路)脚印以图片形式出版，对于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口述资料的深入研究，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 2006 年 5 月份起，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将所有馆藏文物、史料系统整理，并从方便管理和查阅的角

度，着手建立了 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史料

数据库。所有幸存者的资料也都输到该数据库里面，每一

位幸存者都有自己的一份个性化档案。正是通过在对该数

据库里面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资料筛选、提炼的基础上，整

理出版了这本《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 )) ，并公诸于世。

这本《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 》 的问世，一方面将零散

存在的幸存者口述资料、文献资料收集整理起来，形成系

统，为进一步研究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提供了可资考证的第

一手资料;另一方面，这也是对此前有关幸存者出版物的有

力补充，以崭新的"名录"的形式展现出来，使得对整个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更加全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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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南京大屠杀惨案距今已经过去

了 70 年，但人们永远都不能忘记这段历史 。 希望通过这本

《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 》的出版，能够激发每一个中国 人

的爱国之心，从历史的教训中汲取力量，为祖国的繁荣昌盛

不懈努力，也为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

2007 年 7 月

(作者为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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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证据公证书

(1997) 宁白证民内字第 bOS 号

申请人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因收集南京

大屠杀有关史料向我处申请，对江丽卿(女，一九一一年

十月二十七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320103111027102 , 现

住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白下路179号 102室)的陈述进行保

全证据。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 的规定，本公

证员与公证员周趋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江丽卿

住所，对其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笔录。

兹证明，与公证书相粘连的《谈话笔录》记载的内容

为江丽卿亲口所述，其本人签名属实 。

江苏省南京市白下区公证处

公证员

-九九七年十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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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证据公证书

(1997) 宁建证内民字第但4号

申请人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因收集南
京大屠杀有关史料向我处申请，对证人成芝兰(女，一
九一 O 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身份证号码:
320105101120062 , 现住江苏省南京市建邮区糯米巷 6

号)的陈述进行保全证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的规定，本
公证员与张宁沛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三日在成芝兰住所，
对其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笔录。

兹证明，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谈话笔录》记载的
内容为成芝兰亲口所述，并由其本人在《谈话笔录》上
按指印。

江苏省南京市建卸区公证处

-..."如~ι
公证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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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全证据公证书

(997) 宁玄证民内字第 956号

申请人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因收集南京

大屠杀有关史料向我处申请，对证人陈素华(女，一九二

九年一月十六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20102290116122.

现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尖角营5号 1单元301室)的陈述

进行保全证据。

根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 的规定，本公

证员与公证员严志健于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陈素

华往所，对其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笔录。

兹证明，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谈话笔录》 记载的内

容为陈素华亲口所述， 其本人签名属实 。

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公证处

公证员

3 

九七年十二月十日

公证处/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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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证据公证书

( 1 fJ 97) 宁下证民内字第 1277号

申请人南京使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因收集南京

大屠杀有关史料向我处申请. .xt证人崔裕鼎(男，一九二

0年一月二才七日出生，身份证号码:320105200127021

现住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号:河南路42号 2单元603室)的陈

述进行保全证据。

报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的规定，本公

i'JI ~与公证员原企航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四日在崔裕鼎的

住所，对其进行了询问，并制作了笔录。

兹证明，与本公证书相粘连的《谈话笔录》记载的内

容为崔裕鼎亲口所述，其本人签名属实。

江苏省南京市下关区公证在!

公证员

-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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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亨件中均 年
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登记表 J':> ~O 

1 姓 名 | 品有终 性别贺年龄 I H I 民族 |
!工作单位 | 和农φ九在414外乡人 | 籍贯 | 句司 、
住 I 1 9 3 7 年 L 句#笨 f |H 可
址 | 现在，- 1- ;~ f1 ~b-: , : ~ I 很一

| 国圣人止叫叶，叫叼 1'O}. 国 也矶时协叫尺
l制?豹 ， 鸣，反 ， 冲刺))j炯过机也走吗叫 I~ \~ 才民

明川省化，进叶回味，主~~ι好东Jωj呼~7、制
内:/(:，A冲υ 码也JèJJ. ~~久良视tKz ~年，~ì"í ~川洲
~j北烈灿灿的j平t~AjJ . ~.今在唱片b 扣。 咔呻
材句~叫处义"你对tu， 衍衍队队
立析I~巧}.汀良和平斗." Þl如树叶伙同和{~如
-< 1 .3'饭吗 I~ . ~现 t-v t~交 ~1t1硝均问ι汽川刊
提) '1Jvv/1夺vlt导

a 在扣ib叶咔1弘、t 与忖叫斗价飞忻斗乱问la仆?队人价岱J杂加扣f呢心lυ叫J
:川叫i比A龙瞅之必本 k咱喇也削Æf卢州A怡豆 4吵队阳今饥ω人~A队j扎乏\
|得i同金钱I;}fu.(~n.孔以:S'~1

和指占~
，二~人:问问

核心农问
占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主碎办公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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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 6.5. 实局是z~2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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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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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亨件中的
受害者、幸存者、目睹者登记哀 。26~

|姓 名| 主绍银 | 性别 | 男 有副 bb I 民习汉
|工作单位| 惊问唱队队工人 |籍贯| 吟-使
住 11 9 3 7 年 1_,- , . ~ ... ~ 月~I 建泉
社|现 在| 蜘弘田和z l 

睬战斗ù~附加-即触到赖的，别动和梅时见
日本鬼于-进娘就放火烧杀1也如当可剥主Ji:~天中可至中山路为枣

的航础，在难民区t~因协委鳞扫街也有-天翻协主阶.没
有$即就!夺了枝陈洒-r~峰的〈称现主由总部)-声叫城
池 .走到旧王榈蚓动口抢着-t矿姑n~翩主@走到十字路。 ~jìf.}J

自各鬼子才巴我~q-阳恬剿削节节包，蜘刷彤在句l身子望革
二涮刨目前制相-故乡《抢劫口增呆在-晨四合fbj-邸'
脱. 到.3~辙，圳想逃荒jj\家i有如一下，咱是因υ峨的，苟同三

人~JLJt-满跑出去针眼吟比，诗如邮件看到-'1是将给

他制话琐仰忙刷刷泣，都沿着刷地\~~)时(1.

莹乡除~aít 王文王在毯，凡笼，~5. 

受
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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睹
的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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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实

"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二之五年办公室制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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