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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分若干专题，汇集了来自各方面的史料。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连续不断轰炸南京和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
档案材料。
其中，包括中方有关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及执行情况，蒋介石与南京战役指挥官唐生智
等人的往来文电，各参战部队的战斗详报、战况报告、战斗序列，中方参战部队的撤退与损失情况报
告、战役总结，以及参战人员的回忆资料等。

本史料集收集了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
其中，集中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中国、日本及西方国家有关南京大屠杀中尸体掩埋和处理的原始档
案和回忆资料；集中了各慈善团体、市民团体、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伪政权掩埋尸体的资料，以及日
军处理遇难者尸体的材料。
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新的慈善团体和伪政权机构埋尸的原始档案。
埋尸记录材料是日军实施南京大屠杀最有力的证据。

本史料集收集了大量的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
作为加害者，日军华中方面军所属部队的官兵是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
战争期间，他们中间的一些官兵曾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所作所为、内心感受以及某些见闻，
以日记形式记载下来，或在书信中较多地流露出来。
战后，这些日记、书信陆续被披露或出版。
它是日军在南京实施暴行的真实记录。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西方人士和美英德外交机构及驻华使领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
众所周知，日军攻陷南京后，一批英、美、德等国的新闻记者、传教士、教师、医生、企业机构和使
领馆人员，以其中立的身份，得以留在南京。
他们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各种暴行和破坏活动的目睹者，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
新闻记者以其良知真实地报道了南京屠城的情景，众多的报道发表在美国《芝加哥每曰新闻报》、《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前苏联、意大利、中国等国的报刊上。
在南京的外国传教士、教师等，在积极建立国际安全区救助受难南京市民的同时，写下了许多日记、
书信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
大批第三者的亲历史料是日本右翼无法推翻的铁证。

本史料集收集了一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
其中，重要的如原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难民所负责人程瑞芳女士的日记，她逐日记载了日军的暴行。
也还有幸存者在南京事件后撰写的大量回忆，如《陷京血泪录》、《陷京三月记》等。
本史料集还收录了一批幸存官兵、幸存难民的回忆等。
这些材料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本史料集收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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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选录了东京审判的相关法律文件。
在有关南京大屠杀起诉证据方面，首次翻译出版了大量经法庭确认的有关证据，如审问松井石根记录
、审问武藤章记录及证人的书面证词等。
也完整地介绍丁东京审判的过程，介绍了控辩双方对证人的质证等，读者阅后完全可以对日军的罪行
作出正确的判断。
1953年，中国曾翻译出版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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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再次就英文原件作了新的翻译，希望译文更准确、更符合原意。
本史料集还介绍了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有关审判战犯的国际法、中国刑法等法律依据，介绍
了法庭的组成、审判条例、量刑标准及审判的全过程。

本史料集收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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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政府还都后，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
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
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
前期调查内容的重点为战争损失和民众受害情形，后期重点则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事实。
其中由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所主持的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
判而成立的，其调查表对被害人、证人和调查者均有较为详细的记录，调查方法具有相当的专业性质
。
其调查程序、表格设计、证人证词等均具有法律意义。
1946年11月9日，国民政府内政部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改称行政院赔偿委员会。
本史料集主要收录其存档中大批关于南京沦陷初期的人口伤亡与财产损失的统计材料。
这些都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史料。

本史料集还编纂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录，这是一项困难细致的工作。
经过努力，我们从大量原始档案中，并通过向幸存者调查，搜集到大批遇难者名单及其受害简况。
这批名单，均注明资料来源和原始出处，它为研究者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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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
　本册说明
 第一部分　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
　　一、学院文献金陵大学通信：罗伯特·威尔逊1936--1938
　　 1．罗伯特·威尔逊夫人致B．A加西德明信片
　　 2．B．A加西德致罗伯特·威尔逊夫人
　　 3．加西德致威尔逊夫人．
　　 4．加西德致威尔逊夫人
　　 5．加西德致威尔逊夫人
　　 6．威尔逊夫人致加西德
　　 7．威尔逊夫人致加西德
　　 8．威尔逊夫人致加西德
　　 9．威尔逊夫人致加西德
　　 10．加西德致威尔逊夫人
　　 11．伊文思致威尔逊夫人
　　二、学院文献金陵大学通信：罗伯特·威尔逊1937
 　12．威尔逊医生致朋友们(1937年8月15日-9月3日，略)
　 13．加西德致威尔逊医生
 　 14．威尔逊致朋友们(1937年9月24日-12月14日，略)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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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Ⅱ.国际委员会重申其口头声明，即国际委员会的首要职责是与中国商妥，之后再与日本就安全区的划
定及应获得的尊重进行磋商；第二项任务是通过必要的观察和检验确保这一安排真正做到切实有效。
国际委员会当然不能承担所划定区域的财政或行政管理职责，但如果有必要，它可以对这些问题保持
善意的关注，并乐意就此与民政官员进行协商。
Ⅲ.国际委员会恳请南京当局提供负责该项事宜的官员名单，并与委员会就以下问题进行友好磋商：即
安全区的治安保卫；食物、饮用水、避难所以及卫生服务的供给；迅即与中国军事当局取得联系，倘
若这一联系在任何时候都是极其必要的。
所任命官员的级别及能力应能确保安全区得到妥善管理，理所当然应出于这一考虑来任命相关官员。
显然最基本的是这些官员能一直负责地履行其职责直至安全区提出的要求通过审查。
Ⅳ.国际委员会坚决主张所建议划定为安全区的区域应当：（1）清晰地标明其界限，能在电报中准确
地描述出具体位置；在任一张完整的地图中均能轻易地标出其界限；同样，无论平民还是士兵均能对
此一目了然。
（2）显然不能（将安全区）与任何保卫南京的行动联系起来，因为这样做会使第三方或日方将安全
区看作保护中国而阻止日本人进攻的手段。
（3）尽可能令平民难民们感到满意，尤其应当考虑到：（安全区的位置）应靠近大多数南京居民的
家；提供食物、饮用水、卫生设施、避难所与警力；为中立国家的财产和人员提供附带的保护和援助
。
V.所指定区域撤除所有军事行动、军事人员以及可能会被日方误认为作军事之用的通讯设施之时，即
达成明确协议之日。
显而易见，国际委员会只有能向日方保证安全区是完全民用性质的，并在形势危急时期仍保持其民用
性，才能有望使日本做出切实有效的尊重安全区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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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耶鲁文献(套装上下册)》是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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