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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
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
各国的侵略。
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
作为该计划的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
助.中日双方有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
原则和精神、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
，提供必要的协助。
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关事宜
。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协商，提
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
这点正是需要中国协助的”。
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
经过协商，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
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
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
课题招标范围在1874-1945年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申请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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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全套共25卷约1200余万字，首批出版的8卷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
重要史料，内容包括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历史档案材料，日军南京大
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西方人士关于南京
大屠杀的文字史料，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
史料以及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等等，涵盖了大屠杀历史的各个方
面，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人展示了当年的历史真相。
    本书所收集的材料为中国国民党军队在1937年12月为保卫当时的首都南京而与来犯的日本军队进行
顽强作战的历史档案材料，包括目前能搜集到的中方有关南京保卫战的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
令及其执行情况、蒋介石以及国民党高级将领之间的往来军事函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和战役总
结，当年南京保卫战的相关报道评论，以及南京保卫战参战人员的回忆录资料等等。
     1937年日军进占南京城后对平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规模屠杀，这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历史上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罕有的反人类滔天罪行。
今天日本有些人却企图歪曲历史事实，隐瞒和否定日军在南京犯下的大屠杀暴行。
本书所收录的正史档案和口述史料为后人研究抗日战争及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提供了
极具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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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本册说明第一章 南京防御作战计划及战斗命令  1、参谋本部所拟南京方面之防御方案（1934年）??  2
、参谋本部所拟首都上下游渡河准备计划（1934年）??  3、中国军事机关就南京附近修建永久工事一
组文件（1934—1935年）?  4、参谋本部所拟南京防守计划（1937年）  5、参谋本部所拟对敌袭击首都
之防御要领  6、第三战区第三期作战计划（1937年11月8日）  7、第三战区作战命令（1937年11月13日
）  8、薛岳命令所部转战锡澄线（1937年11月19日）  9、唐生智策定南京城防御计划（1937年11月日
）?  10、军委会对第三战区第七战区及首都卫戍区发布作战命令（1937年11月25日）  11、唐生智命令
各部队转移阵地（1937年12月8日）  12、唐生智关于从南京城撤退命令稿（1937年12月12日）?  附：日
本间谍对南京的侦察情报（1937年10月—12月）第二章 蒋介石唐生智等往来军事函电及中方发表之声
明  1、何应钦致刘光密电稿（1937年7月30日）  2、何应钦致冯玉祥密电稿（1937年8月16日）  3、蒋介
石致何应钦电（1937年9月2日）?  4、何应钦致谷正伦桂永清代电稿（1937年9月3日）  5、蒋介石致谷
正伦电稿（1937年9月4—9日）  6、唐生智顾祝同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9月24日）?  7、唐生智致何应
钦函（1937年9月）?  8、唐生智签呈（1937年10月）?  9、刘湘致蒋介石报告（1937年11月20日）?  10、
陈继承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11月20日）?  11、蒋介石致唐生智电（1937年11月25日）?  12、蒋介石致
顾祝同等密电稿（1937年11月30日）?  13、唐生智等致钱大钧密电（1937年12月13日）?  14、唐生智致
蒋介石密电（1937年12月17日）?  15、徐源泉致蒋介石密电（1937年12月23日）?  16、军委会告上海同
胞书（1937年11月12日）  17、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1937年12月12日）?第三章 关于南京保卫
战之报道和评论?  1、《中央日报》社评：告（南）京市民众（1937年11月12日）?  2、上海失守后中方
之新阵线（1937年11月13日）?  3、太仓失守（1937年11月13日）?  4、日军续到援军（1937年11月13日
）?  5、日军进窥苏州（1937年11月17日）?  6、京沪线战况（1937年11月19日）?  7、日军轰炸非军事区
（1937年11月19日）?  8、中日双方在常熟苏州一带之激战（1937年11月20日）?  9、国民政府移都重庆
（1937年11月21日）  10、常熟苏州失陷,中方在镇江布置第二道封锁线?（1937年11月22日）?  ⋯⋯第四
章 南京保卫战各参战部队战斗详报?第五章 南京保卫战参战将领回忆录资料?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

章节摘录

　　24.丹阳危急　　（1937年12月2日）　　前方战事，本报昨晚自各方所得消息，汇志如下：①我军
江阴、常州之线虽被日军突破，江阴城厢亦被侵入，但征以各方报告，江阴要塞确尚在我军手中，我
坚守要塞之忠勇将士正准备与要塞共存亡，封锁线亦确未被冲破.日方昨宣称轰炸江阴对江之天生港炮
台，恐系误传，因天生港为南通之船埠，并五军事设备，亦无炮台。
靖江方面，昨据来人谈，尚称安静，并不如外传之甚。
②京沪铁路线正面，常州我军昨向西移动，已在吕城、陵口之间布置阵地，因此丹阳刻已异常紧急。
日方宣称已占据陵口车站，在该处与我军激战，则尚难征实，常州日军有向金坛进犯模样。
③宜兴被日军侵入后，城内已发生大火，但我军尚猛抗日军于郊外，血战未已。
因宜兴之陷落，溧阳亦为日军继续攻击之目标，昨日已有日军企图向该处前进之说。
④广德方面战事，确一度被日军占领，并已分兵三路进犯，一经戴步[埠]镇攻溧阳，一经陆家铺攻郎
溪，一经四殿铺攻宣城。
昨深晚据可靠方面消息，谓已由我军克复，但日军在积极反攻中。
⑤沪杭铁路正面，消息甚少，日军虽有三路攻杭州之形势，一路自吴兴南下，一路自铁路西进，一路
沿沪杭公路攻击，但我军全线已有生力军加入补充，短时期内当不致有何变化。
海盐我军昨有西移海宁之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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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南京保卫战》撩开历史酷真一角，30多万人的血泪，南京保卫战的战史，
日军施暴铁证，外国媒体报道，正义审判的记录⋯⋯本史料集有着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1500万字全
部为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在内容上没有加进编者的一句话或一个字，保持着史料的原貌。
其中，很多材料是第一次出版问世，首次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涵盖了大屠杀历史的各个方面，以无
可辩驳的事实，向世人展示了当年的历史真相，《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南京保卫战》是其中的一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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