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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张宪文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两千多年友好往来的历史。 其间，无论是日本

遣唐使来华，或者是中国鉴真和尚等东渡日本，两国的经济贸易、文化交流都十分

密切，对两国的社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1868 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这一重大

政治变革，这在日本历史上是最重要的转折点，它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走向大

发展的道路。 由此，日本从幕府制封建王朝迈向天皇制君主立宪的现代国家。

可是，日本是一个岛国，四面临诲，领土狭小，资源贫乏。 日本为了自身的生

存和发展，其前首相山县有朋等人，于 19 世纪 90年代提出了一系列向外扩张的"侵

略有理"的理论，抛出所谓"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政治主张，将周边各国视为

其利益所在， 必须加以控制。 以此理论为指导，日本逐步形成了其吞并朝鲜、侵占

满蒙、独霸中国，进而将侵略势力扩展至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大陆政策。 1928 年，

由田中义一首相主导召开的东方会议，标志着 日本的大陆政策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与此同时，日本在国内也形成了以军部为代表的军事政治体制，组成了包括陆军省、

海军省、陆军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以及后来的关东军司令部、支那派遣军司令

部等军事机构在内的强大军事政治集团， 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日本的政局。 自 19

世纪后期开始，日本军事力量迅速向朝鲜 、 中国展开侵略行动。

日本不仅在中国土地上挑起了瓜分中国的日俄战争，参与了由西方国家发动的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而且独自发动了两次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即 1894 年的中日甲午

战争和从 1931 年至 1945 年的第二次中日战争。

甲午战争，日本摧毁了清王朝新兴的海军力量，给中国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由九一八事变开始的历时 14年的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更加深重的灾难。

日本以战争手段，侵占了中国自东北 、 华北 、 华东 、 华中到华南的大片国土，毁坏

了中国许多大中城市，破坏了大面积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 从东北到中原内地，

大量的矿产资源和工农业产品被 日本掠夺，占为己有。 战争破坏了中国人民的生存

条件，导致大批民众流离失所，被迫走上逃亡之路，形成了非正常的人口流动。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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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沿海工厂企业和大中专院校，被迫迁往内地 ， 在艰苦的条件下维持着基本的生产

和教学研究工作。 而在中国沦陷区，日本占领者则以种种手段加强压迫和控制，致

使中国广大民众生活在苦难之中 。

日本在以军事行动占领中国的同时，对中国人民采取了更加残酷的手段。 譬如，

在各地制造了大量的屠杀惨案和"万人坑" 。 它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

实施化学战和细菌战，虐杀战俘和强掳劳工，在中国各地实施无差别的狂轰滥炸。

尤其残忍的是，日军在南京制造了屠杀 30 万和平居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的人

间悲剧。 上述惨案或行为，均严重违反了国际法、 国际公约和人类基本道义原则。

日本的大规模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使中国的现代化

进程受到严重挫折。 但是，在民族危机和国家危亡面前，中国人民增强了民族凝聚

力 。 各民族、 各政党 、 各阶级，团结一致，浴血奋战，英勇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终于在 1945 年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战后，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均严格依照国

际法规，坚持维护人类的基本道义原则，在大量事实基础上，对日本战犯的侵略罪行，

作出了公正合理的判决。

可是，战争已经结束 70 年，日本在美国政府的长期包庇 、 纵容下，不仅战争

罪行未得到彻底清算，而且拒绝承担侵略战争的责任，甚至美化其战争罪行，否认

南京大屠杀，否认强征"慰安妇"，坚持参拜供奉着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 由于历

史问题的争论不断升级，加之钓鱼岛领土问题的矛盾日益突出，导致中日关系不断

恶化。 众多的日本民众在右翼势力的欺骗和蒙蔽下，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认识模

糊、是非不清，甚至存在严重的误解。 因此，历史学者有责任向广大人民包括日本

民众揭示历史真相，帮助他们认清历史事实，辨明是非，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罪行，

维护并加强中日友好。

以图像展现和解说历史，是历史研究最为有效的方法。 图像的直观性，能使人

们对历史产生最直接、 最深刻的认识与理解，因而当今中外历史学者都开始重视图

像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山东画报出版社和有关学者采集并掌握了日本侵华历史图片约 25∞0 幅。 这些

十分珍贵的原始图片，来自日本、 美国 、 中国大陆和中国港台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博

机构，以及中外私人收藏。 我们按照"重要性、稀缺性、高清晰"的原则，强调图

片的来源出处和准确解读，努力向读者或研究者提供可靠而且有价值的图片史料。

为此，我们按照日本侵华历史的时间顺序和相关专题，整理编辑为 《 日本侵华图志 》

共计 25 卷。

可以说，这套 25 卷本 《 日本侵华图志 》 的内容，客观、全面、 直接地揭示了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尤其是日本自 1894 年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到 1945 年战败投降

为止的侵华历史及其在中国实施的各种暴行。 它们是日本侵华历史的铁证。 有了上

述大量第一手的真实的历史图像"立此存照"，日本右翼势力任何否认侵华历史和

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所犯罪行的企图，都是徒劳的。

参加这套大型图志编著工作的，有南京、 上海 、 北京 、 沈阳 、 长春、哈尔滨、 大连 、



济南、青岛 、 石家庄、 合肥 、 重庆、香港等地的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史志研究机构 、

历史档案馆、 抗战纪念馆、博物院以及其他学术文化机构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历史学、

中日关系 、 抗日战争史，有深入的专业研究和学术造诣。 本书编委会对他们为书稿

编篡工作付出的巨大艰辛，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深切的谢意。

中共山东省委 、 省政府，尤其是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和山东出版集团的领导，

十分关心、 支持本 《 图志 》 的编辑出版。 在此，我谨代表 《 图志 》 编委会向他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

山东画报出版社承担了本图志的全部编辑、 出版工作，有关社领导、 编辑和其

他部门的工作人员，为此付出了十分艰苦的劳动。 编委会向出版社有关人员表示诚

挚的谢意 !

2014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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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 日本侵华图志 》 是一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多卷本图书出版工程。

全书共 25 卷，每卷平均约 8 万字、 1000 幅图，共计约 200 万字 、 25000 幅图 。 该项

目已入选"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并人选国家新闻

出版广电总局 2014 年度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 为了充分体现本书的学术价值和

史料价值，在编篡过程中，各卷遵循了如下体例及规范。

一、关于书名 。 本书总名为 《 日本侵华图志 ~ ，按照时间顺序和不同专题分为

25 卷，每卷 1 册，各卷序号列入卷名，如 《 日本侵华图志( 1 ) . 战争动员 ~ { 日

本侵华图志 (2) . 甲午战争至日俄战争( 1894一1905 ) ~ { 日本侵华图志( 16 ) . 南

京大屠杀》等。

二、 各卷内容构成。 本书各卷由以下内容构成: 总序 、 凡例、目录、综述、正文、

大事记 、 主要参考文献、索引、后记。

三、正文层次结构。 多数分卷正文分为两个层次，少数分卷分为三个层次;与

之相适应，正文设置两级或三级标题。 每级标题以序号加题名的形式呈现 : 一级标

题形式为"第一章 XXXXXX" "第二章 XXXXXX " ，二级标题形式为

‘一、 XXXXXX " "二 、 XXXXXX " ， 三级标题形式为" (一) X X X X 

X X" "( 二 ) XXXXXX " 。 一二两级标题进目录， 三级标题不进目录。 章题

下有 1000 宇左右的概述，节题下有 200 字左右的简述，每幅图片附带包括图片出处

在内的 100字左右的图片说明文字。 因特殊情况，有的分卷如《情报与间谍活动~{ "慰

安妇"与性暴行》 等，编篡体例有所不同。

四、图片辑录原则。 作为图志，本书各卷图片资料的辑录，遵循"重要性、稀

缺性和高清晰" 三原则，力争以清晰的画质呈现历史现场和事实真相。

五、图片编排顺序。 本书按不同专题分卷编篡，所选图片资料，一般以历史事

件为线索进行串联，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和事件的内在联系排列组合。 每页图片及

其文字说明均重新编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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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语言文字规范。 书中语言文字表述，坚持事实第一、理性至上之原则，谈

化主观感情色彩 ， 尽量使用中性词汇，不用蔑称或溢美之词。 如涉及侵华日军， 一

般不用"日本鬼子" H 日寇" "强盗" "恶魔"等字眼。 日文史料中日方对其侵华

行为的自我标榜和溢美之词，以及对中方的污蔑不敬文字，引用时加注说明或用引

号处理。 历史地名一般使用当时称谓，其后加括号注明现在名称，如 "伪满洲国首

都新京(长春) " 。 涉及台港澳、 西藏、新疆、蒙古的用语，以及伪政权的国号、

年号、官职等称谓，一律遵从我国的有关规定。 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称谓，一律使用

全称，比如"朝鲜族" "蒙古族"，不能简称为"鲜族" "蒙族"等。 涉及少数民

族政权的用语，避免出现"满清" "蒙元"等称呼，而应直接表述为"清朝n "元朝" 。

1949 年以后的台湾历史不能用"中华民国"纪年。

七、引文注释规则。 行文中的引文需要注释的， 一律采用页下注，注释序号用

六角括号加阿拉伯数字的形式(如 ( 1 ) (2) ( 3) ) ，每页重新编码。 引文注释规

则与本"凡例"第十条"主要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相同， 其中为出版物的 ， 要在末

尾加注引文所在页码。

八、图片说明及出处著录规则。 图片说明文字，以交代图片包含的历史信息为

主，主要说明五个 "w" : What (何事) , Who (何人) , When ( 何时 ) , Where (何

地 ) , Why ( 何故) 。 说明文字之后，在六角括号" ( ) "之内 ， 注明图片来源或

出处。 凡是作者具名的照片、绘画或图表，一律载明作者姓名;无法查明作者姓名的，

视情况注明提供者或收藏者。 未刊档案，注明馆藏地及案宗号;已刊登或出版的，

注明著作权人和书刊名称、出版年月 、页码。 为尊重历史、保存原貌，所选图片资

料中人名 、 地名的错字 、 别字以及不规范用词，均按原样直录，然后加括号注明正字。

出处采用外文 (主要是 日文 )的，按原外文书刊著录完整规范的外文 ， 著作权人前

不加国别，如" [ ~一信人。3昭和史·日本ω鞍史( 3) . 日中鞍争( 1 ) } ， 每日

新罔牡昭和五十四年( 1979 ) 六月二十五日版 ， 第 16 真)" "[千英光员IJ: ~秘藏

军真T知毛近代日本白鞍摩( 3) . 满州事变 > , 7γ 卡?一夕出版株式会社 1991

年 12 月 6 日版 ， 第 78 真 J " ;外文中译本著作，以现代汉语著录，原著作权人前
加小括号" ( ) "注明国别，如" [ (德)约翰 · 拉贝: ~拉贝日记} ，本书翻译

组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版，第 190 页 ) " 。 图片出处

文字句末不带句号。

丸、 "大事记"格式。 以时系事，或一日一事，或一日几事，每事一条 ， 每条

一记。 年份单独占一行，日期及事件另起行。 日期后空一字格。 行文追求要言不烦、

言简意贱。

十、主要参考文献著录规则。 各卷参考使用的历史文献或其他图文资料，均在

书后以"主要参考文献"的形式列出重要的相关信息。 参考文献分类编篡，各类中

又按时间先后排序。 著录规则主要有:

著作标注顺序 : 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版别。 责任方式为著时 ， "著"

字可省略，其他责任方式保留 。 引用翻译著作时， 原责任者前以六角括号" ( ) " 

加注国别，将译者作为第二责任者置于文献题名之后。 出版者名称容易造成混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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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歧义以及有必要的，出版者名称前加小括号" ( ) "标注地名 。 如"高添强

等编著: {香港日占时期 ~ . (香港) 三联书店 1995 年 7 月版。 " '~(日〕井上清: { 日

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宿久高等译， 孙连璧校，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6月版。 "

著作析出文献标注顺序 : 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析出文献题名/文集责任者与责

任方式/文集题名/版别。 如"王E星编 : { 日军官兵日记~ .张宪文主编 : {南

京大屠杀史料集》 第 8 册， (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5 年 7 月版。 "

期刊标注顺序 : 责任者与责任方式/文献题名 /期刊名及年期 (或卷期，出版

年月) 。 如"张济顺: {沦陷时期上海的保甲制度 ~ ， {历史研究 ~ 1960 年第 IO期。 "

报纸标注顺序: 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篇名 /报纸名称与出版年月日 /版次。 如 "万

居 : { 日本国民的厌战情绪 ~ . { 申报 ~ 1938 年 12 月 15 日 ，第 4 版。 "早期中文

报纸无版次的，可标志卷册、时间或栏目及页码。

手稿、档案文献标注顺序 : 责任者与责任方式 / 文献标题 / 文献形成时间 / 藏所

/ 卷宗号或其他编号。 如"支那研究会糯: ((山柬θ富源: 附· 腰州湾白倔值)) , 

(柬京)活入社大正三年(191 4) 版，青岛市档案馆藏， A 10180 0 " 

电子文献标注)1民序 : 责任者 /电子文献题名 / 获取和访问路径 /引用日期。

如: "Robin Waldman. AGAS.8. http://blogs.archi ves.gov/TextMessage/2012/051211 

Iden tification-i n - world- war-ii - china -friend-or-foe/ agas-8/, 2014 年 12 月 22 日 。 " "韩

练成捐赠 : 侵华日军海南警备府长官、海军中将佐贺启次郎投降时交出的海军军刀，

http://www.jb.mü.c旷cp/wwjs/yj 飞1VW/201007 /t20 1 00709一13917_17.html ， 2014 年 12 月 22

日 。 "

本书各卷所引日文文献较多，所引文献没有中文译本的，原则上按原文献用日

文进行完整规范的著录 ; 为便于阅读和查找，也可以用现代汉语进行翻译著录，但

不得混用中日两种文字著录同一文献。

十一、数字用法。 本书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出版物上数字用法 ~ (GB/ 

T 15835-2011 )之规定。 特别注意事项如下 :

凡是可以使用阿拉伯数字而且又很得体的地方，特别是当所表示的数目比较准

确时，均使用阿拉伯数字。

在进行时间记数时，公历世纪、年代、年、月、日、 时、 分，使用问拉伯数字 ，

如 "20 世纪 30 年代" "1937 年 12 月 13 日" " 15 时 40 分 (下午 3 时 40 分) " ; 

中国干支纪年和夏历月日 、 1949 年以前的历史纪年、日本的非公历纪年，使用汉字

数字 ， 并采用阿拉伯数字括注公历，如 "丙寅年十月十五 日 " "八月十五中秋节" "民

国二十六年( 1937 )" "昭和十三年 ( 1938 ) " 。

军队序列、部队番号，按照中日历史文献的习惯用法，一律采用汉字数字 :

一位数的用一个汉字，如"第六师团" ;两位数的带"十"字，如"第二十四

军" ; 三位数(含三位数)以上的，用汉字数字排列表示，如 "第八八丸团 " "第

连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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