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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拙著《南京难民区百日——亲见日军大屠杀的西方人》（岩波书店1995年出版）近由南京师范大学翻
译出版，实乃自己无上光荣无比喜悦之事。
在此，谨向给予帮助的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和各位友人，以及费时费心
完成艰苦翻译工作的李广廉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
    拙著首次出版正值日本战败50周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的1995年。
10年之后，在日本战败60年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2005年，该书的中文版能够问世，让自
己无限感慨。
    我是从1984年起从事南京大屠杀事件（南京事件）的研究的。
当时，为声援家永三郎教授以文部省的教科书审订违反日本国宪法为名起诉日本政府的教科书审判，
由一些学者、记者和律师组织了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成立于1984年，代表为已故的早稻田大学洞富
雄教授）。
加入该会成为我研究南京事件的契机。
在家永教科书诉讼中，南京大屠杀与南京战役中对妇女的暴行是争论的焦点之一。
    1984年12月，在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张允然）的帮助下，南京事件调查研究会前往南京进行了实
地调查。
1987年12月又进行了相同目的的第二次实地调查，其成果汇总在洞富雄·藤原彰·本多胜一主编的《
通往南京大屠杀的现场》（朝日新闻社1988年出版）一书中。
在第二次实地调查过程中，我们得到了1985年设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杨正元馆长
、段月萍副馆长以及孙宅魏、高兴组、邹明德、胡菊蓉、陈娟等诸多中国学者的大力帮助。
    在当时两次的南京实地调查中，我们听取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直接受害经历，查阅了南京大学、南
京图书馆、第二历史档案馆中收藏的史料。
这些成了我后来真正进行南京事件研究的珍贵经历。
当时的南京，称得上高层建筑的只有金陵饭店，其余均是原样保存下来的解放前的旧建筑和街道。
其中，南京难民区中作为难民收容设施使用的洋楼和公共建筑也大多保留了下来。
我从南京的大学生那里借来自行车，沿着南京难民区遗址和在南京城内四处进行寻访。
当时对南京大屠杀历史现场地理状况的确认为后来自己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南京事件发生之时，日本国内实施了严格的舆论报道管制，日军的屠杀和暴行完全不为国民了解。
同时，日本战败前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为隐瞒南京大屠杀的事实，下令烧毁证据和记录文件。
故日军官兵从上到下均彻底地焚毁了相关文件。
    因此，我在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所能接触到的，仅限于日本国内的公开资料。
于是，我采取了走访美国的大学图书馆、议会图书馆、国家档案馆，调查、收集南京事件期间居住或
派驻南京的美国宣教师的书信、记录和新闻记者报道的研究方法。
    我曾于1984年、1986年、1987年三次前往美国收集史料。
其中，我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成功收集到担任南京安全区（难民区）国际委员的美国传教师的大
批史料。
而采访到南京事件期间曾派驻在南京，向世界报道了日军暴行的《纽约时报》的F.T.都亭
（F.Timllman.Durdin）和《芝家哥每日新闻》的A.T.斯蒂尔（A.T.Steele）两位记者，也是一大幸事（
二人现在都已去世）。
     1992年，我在美国收集到的大量史料作为南京事件调查委员会编译的《南京事件资料集①美国相关
资料编》（1992年青木书店）出版。
正是在上述史料调查与收集、资料集编辑翻译的基础上，我才能够得以执笔写成本书《南京难民区百
日》。
     在支援家永教科书审判活动方面，我本人于1991年4月前往东京高等法院出庭，证明南京大屠杀是历
史事实，并获得了认定家永教授的教科书中有关南京大屠杀和南京战役中对妇女的暴行的记述不合格
的文部省的审订违法的判决（199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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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最高法院也追认了该判决，故南京大屠杀是历史事实最终得到了日本司法界的确认（1997年8月）。
    其后，尽管分量和内容并不充分，但现有的日本所有小学历史教科书、初中历史教科书、高中日本
史教科书以及绝大多数的高中世界史教科书都开始收录南京事件的记载。
    我于1994年由大月书店出版了专著《亚洲各国中日军》，进而在1995年由岩波书店出版了本书《南
京难民区百日》。
此后，我还相继出版了《南京事件》（岩波新书1997年），《南京事件与三光作战》（大月书店1999
年）和《南京事件与日本人》（柏书房2002年）和其他有关南京大屠杀的专著。
     在日本，主张“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南京大屠杀是中国和美国为宣传所做的捏造”的南京大
屠杀否定派的出版物被放任自流，得以大量涌出。
相比之下，我们这样记述南京大屠杀事实的书籍的出版则举步维艰，哪怕被人找到一处差错，就会立
即招来右翼和否定派停止出版的威胁和压力。
    因此，本书《南京难民区百日》的写作和出版牵扯了我大量的精力，为避免出现记述上的差错，我
首先认真检查，并请岩波书店聘请的专家对我的原稿进行了仔细检查，请已经去世的一桥大学藤原彰
教授交流校对了清样。
结果本书出版后，没有受到右翼和南京大屠杀否定派的攻击。
其后，因我出版了新著《南京事件》（岩波新书），故本书二版后，岩波书店将本书绝版。
因此，此次本书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我认为是本书的再生，对我而言是无限喜悦之事。
     此外，还有一点让我感叹的是，本书在南京事件期间位于南京难民区中心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后
身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们的帮助下由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同样是历史的姻缘。
期望本书能够为加深日中南京事件研究的交流，推进日中友好做出贡献。
     最后，谨以中文版本书献给明妮·魏特琳女士以及约翰·H·D·拉贝、M·S·贝德士、路易斯·S
·C·史迈士、罗伯特·O·威尔逊等为从日军的暴行下保护南京市民而舍命奋斗的南京安全区的各
位国际委员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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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笠原十九司，1944年生，东京都留文科大学比较文化系主任，是日本国内研究南京大屠杀问题最为重
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笠原教授同日本进步学者藤原彰、本多胜一等南京事件研究会成员一起从事南
京大屠杀问题的研究。
他通过文献调查和实地考察，甚至通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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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本书主要登场人物中文版序言序言——一位女传教士的自杀第一章 南京空袭的日日夜夜  新首都
南京  越洋轰炸南京  空袭下的南京  对医院的无差别轰炸  世界对日本的谴责第二章 通往南京征途上的
日军  无视作战计划的南京攻略战  争夺“攻入南京的头功”  “蝗军”=掠夺的军队  逐步升级的掠夺  
强奸的军队  杀害民众的军队  放火的军队  比第10军更惨无人道的上海派遣军第三章 南京难民区的成立
 被迫抗战的南京  唐生智出任卫戍军司令长官  国民政府的迁都  留在南京的外国人  南京难民区国际委
员会成立  南京难民区的设定  开始收容难民第四章 南京大屠杀的开始  南京战区的村落  无处可逃的农
民  惨遭屠杀的村庄  农民的牺牲比市民更多第五章 南京陷落  遭受攻击的南京城  激增的负伤者  最后的
死斗  牺牲在炮弹下的市民  因误报而狂热的日本国民  复廓阵地的崩溃  帕奈号被击沉  不可能实现的撤
退作战  唐生智的逃离  长江的大惨剧  解除了武装的溃兵第六章 南京城内外的大屠杀  城内扫荡的开始  
血染长江  投降兵、俘虏的被杀戮  国际委员会战斗的开始  为入城式而进行的大扫荡  难民区的“搜捕
便衣兵”行动  ⋯⋯第七章 在大陆孤岛——南京残暴行为持续不断第八章 难民区的终结尾声——传教
士们留下的记录主要参考文献资料后记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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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还原民族真实的历史，建立民族自己的记忆；把“落后就要挨打，没有国权就不会有人权”的道
理，告诉所有的中国人，并且传之子孙，永不湮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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