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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大事iè

序
产

李国忠

经i立一段时间的辛勤耕桂、镇江市史志办公率精非编撰

的《镇江fff抗日斗争大事记》正式与读者见面 10

今年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占我国东北三省76周年、抗日战

争全面爆发70周年也是镇江地区沧路70周年。牢记抗战历

史、液取抗战经验，对于我们全面建设小最社会、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镇江市抗扫斗争大事

i己》真实记录了镇江人民遭受'日本侵略者血腥屠杀、捺夺租

蹂麓的黯泪史，也展现Hl镇江人民不畏强暴，在中国共产党

的领导 F踊跃参加抗日救国运动，眼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

雄斗争史，是一本珍贵的爱国主义教材c 这本书的大部分内

容对外首次公开，它凝聚着全m抗战课题调研工作者的吐

血，希望全市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少年认真学习，从中暖取教

益。

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吉克制着我国东北气省肥沃的国土 O

1931年9丹阳日 .8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洗F日

域发动进政;第二天，日本军队佳占了克南、长春等二十多座

城市。四个月内，辽宁、吉林、黑垃江三省全部沧陷.东花人民

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1932年3月 1 日句日本侵略者利用前清废

帝溥仪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 1937年7月 7 日，日军进



政卢沟桥.标志着日本帝时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

爆发功 8月 1口3 日，日军为了"速哉i速宝决

月上.旬， ï南苍京沦陷，日军悍然制造了震'隙中井的南京大屠杀

惨案。镇江地区的丹阳县、句容县、镇江甚也相继伦陷。日本

层略者对中国的相平居民和已被解除武装的官兵，肆意施展

法西斯暴行，句:如i一处，当地人民就遭到 a场空前的浩劫Q 日

军在侵占和统治镇江地区期间，先后制造了凡十起惨绝人

的血案。日军进入扬中县后把老百姓作为霍乱疫苗活体试

验，以及日军进入镇江城区后大肆屠杀;无辜市民和被俘官

兵，杀人魔头向井敏明和野旧毅进行的"百人斩"杀人比赛，都

!亥人听闻、令人发擂。当时晃证人张.[引自写的《镇江沦陷记)，

就详细记录了日军的罪行。抗战期间，镇江地旺不仅人口伤

亡很大，世蒙受了巨大的财产和文化损失。

然而，近年来日本右摆势力对日本侵略中国及亚洲各国

的历史从含糊其辞发展到不新否认，对中国人民和亚洲人民

造成的日大伤害从百般抵赖上升到新然沓认，一些日本政要

不顾亚m'!各国人民的感情，→再参拜靖国神社。这些举动不

得不引起我幻的高度关注和瞥觉c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 E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菇，两国

之间有着两千多年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 {S从 1874年

日本J吞并琉球群岛以启将近一今世纪中，日本军国主义摆次

发动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部重的灾难，也使日

本人民深受其害白中日两国友好相处，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

利益，也有助于维护亚洲在1平。阅读这本书，让我{I']重温那段

不堪回首的历史，也有助于全市人民、尤真是青少年了解过

去中日关系的曲忻经历，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两国友好关



系，警键在本牢固主义势力的复活，居安居、龟，防止历史重演，

挂动两国友好关系的健康发展。使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民友

好F去c 同时，我{f1-一定要牢记蔼后就要挨打的深刻历史教

训，坚定不移地走率先发震、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把了全

国达小康、建设新镇江"的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共闰创造

我f门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c

2007年6月

(作者系中共镇江市委常委、秘书长)

• 



争大事iè

编辑说明

毛为全面揭露抗战时期日本信略者在模江地区犯亨的

滔天罪行，真实反映镇江人民不畏强暴，积极支持国共两党

的军队朝地方抗日武装抗击日本使略军及其走狗的可歌í1T

泣的英勇事迹，进行一次爱自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促进我

市三个文明建设，特务运写、出版《镇江市抗日斗争大事记头

一、《大事 ~ê.>> 以日本佳华期间在镇江犯下的暴行和中国

军民共同抗击日军及其走狗为事主，以编年体反映其重要事

f宁租活动，是镇江:建国前地方党史奉告地方志书的重要补充。

本书坚持毛泽东同志一贯如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历

史，尊重事实.力求J准住确，如实 i旧已述史寻事王的三主苦主份要内容手和日二来来龙去

脉， 1i做故到"大事突出，要事二不f仨飞漏，Jþ挚踪主打f绵各清晰，具有忏色"
, =兰王、《大事记》的 i记己载时限'始于 1怡93丑1 年 9 丹 1协8 日，止于于

1仰94付5 年 10 月}底辰口为力求全国准确地反映镇江人民抗日斗争

活动，本书特附录《镇江市抗战时期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

况调研报告》和部分专题调研报告，以及日本灰人本多胜

的《日军在镇江的暴行(节录 n租陆潮洪撰写的?百人斩"当

年过镇江及 50 年后剖诉论》作为附录的补充口

四、《大事记》记述的地域范围为: 1983 年 3 月 1 B 实行

市管县新体制启所辖三寄自区也[卦，主要反映镇江地区抗战

时期日军陪犯主要暴行，以及镇江人民积极支持国共两党军

队秘地方武装打击，侵略者，进行抗日救亡的重大活动。

、《大事记》采用以编年体为主，辅以记事本末体的体



例。 1931 年 9 月 18 日至 1937 年 t半年镇江人民开展的抗日

救亡运动，以年;为时间段集中日述。 1937 年 7 丹至 1945 年 10

月期间发生的大事，凡有确切日期的，则以日记事:凡有月而

无确切日期的，则 i己在旬末或月末;无确切月份戒几个月内发

生的事，则记在季末或年末。问日、同月、同季则以"6"表示5

六、《大事记》所用的货币单位，抗战前期均以银龙计算，

抗战后期以法币计算。

七、《大事记》的资斜，主要来摞于中国第二历史拙案情、

江苏省档案语、镇江市档案错的档案，市图书馆的报刊杂志、

市政协文史委的文献资料，本办的档案和文献资料，各辖市、

区抗战时期《大事记》、《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部告》及专

题调研报告。

编者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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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1 ]月 27 日 -29 日，日机轮番轰炸丹阳县城 盯

这是被炸毁的厂房一角

"八一二"上海抗战爆发后，镇江火车站难民逃难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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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沦陷后，

东京 《日日新闻》
实'晴才民i革只在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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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抗日斗争大事i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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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6 月 24 日，日军在丹阳访仙桥屠杀了 100 多名

中国百姓。 这是大屠杀旧址一一访仙镇近月轩茶馆

3 



抗战爆发后，镇江

青年女教师杨瑞年积极

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

1937 年冬参加了八路军 p

新四军成立后，调至新四

军军部工作 士 1 94 1 年 l 月

在"皖南事变"中被俘;

1942 年 6 月，在福建赤石

羊皮国民党顽固派枪杀

这是杨瑞年烈士像

于

.. 

每

i
R
Y、

' 

1 937 年 8 月，

阳热血青年任迈、彭

炎组织 了丹阳青年救

亡现务团，作为丹阳

各界抗敌后援会宣传

团体 O 这是丹阳青年

救亡服务团部分成员

合影，左起:彭炎、

任迈、倪天锋、洪流

丹

4 



1938 年 2 月，大

革命时期的共产党员

管文蔚以优山自卫团

为基础，组建了苏南

最大的一支抗日游击

武装一一丹阳抗日自

卫总团 。 这是总团长

管文蔚像

镇江市抗日斗争大事i2

1938 年夏，新四军第七 2 支队挺进苏南敌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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