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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之後直至抗戰初期，南京乃是國民政府所在地。因
此，有「金陵古城」之稱的南京擁有不少和抗戰有關的歷史遺

跡，而這些遺跡也成為了整個中國在八年戰爭之中歷史的一個縮
影。南京大屠殺的歷史悲劇已經成為城市歷史的共同記憶和情感符

號。
南京較為有名的一個與抗戰相關的古跡文化區域，乃是位於紫金山的

航空烈士墓，後來經過改擴建成為抗日航空烈士紀念館。這個烈士墓，乃
是為了紀念從1932年淞滬事變開始直至1945年對日作戰勝利這一過程中，

犧牲在空中的中國、美國、蘇聯以及韓國的空軍飛行員。這個墓地最早乃是由
國民政府修建，後來被不斷擴建，並在原有烈士墓葬區的基礎之上，輔之以現

代科技，構成全景式展現中國空軍抗戰歷史的一處著名紀念地。
紫金山的另一處歷史古跡乃是靈谷寺。靈谷寺距離孫中山陵寢中山陵不遠。至今
依舊香火旺盛。國民政府時期，這裡乃是用以進行軍人精神動員的忠烈祠所在地，
供奉有國民革命烈士總神位，也是1928年建立的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公墓之區。在
靈谷寺公園內，有兩座抗日陣亡將士紀念塔，分別是為悼念在1932年淞滬事變中作
出巨大犧牲的第五軍、第十九路軍陣亡軍人。

在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香港經歷了三年
零八個月的日佔時期。在年長的香港人的
記憶之中，這是一段極為慘痛和充滿悲劇

色彩的回憶。可以說，當時的這段香港苦難
史，也構成了戰爭對人性心靈創傷的一段寫
照。

今日香港的不少歷史遺跡，都與這段三年零八個月的
歲月有着直接的聯繫。以舉辦今次圖片展覽的海防博物
館為例，其本身在英國統治時期便是軍事海防要塞，於
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英軍和日軍曾在此處發生激烈的

戰鬥。如今，這裡已經成為了記錄香港海防歷史的重要場所。
香港人在三年零八個月中的生活危艱可想而知。在海防博物

館常設的展覽之中，日本佔領香港的時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歷
史呈現時空。日本軍人佔領香港時期所使用的武器、軍服、旗
幟，都可以在海防博物館的常設展覽中看到。特別值得一提的
是，日本當時在佔領區強制推行軍票制度，以此方式掠奪了香
港民眾手中的大量財富。直至今日，日本當年發行的所謂軍
票，都成為不少年長民眾痛苦的回憶。每逢與抗戰有關的紀念

日，不少人都會前往日本外交機構，要求兌付或者償還由於日
本當年強加的軍票所帶來的損失。
一些本港歷史學者認為，隨着具有戰爭記憶和親身體驗的人

逐漸逝去，進行口述歷史以及研究，用以完善本港日佔歲月的
圖景全貌，已經顯得刻不容緩，也成為學界和全民的共同責
任。

首個大屠殺公祭日首個大屠殺公祭日
港舉行圖片展港舉行圖片展
今年的十二月十三日是中國內地以及香港的首

個南京大屠殺公祭日。中國內地舉行了隆重的悼
念活動。而在本港，官方除了在海防博物館舉行
悼念儀式之外，同時也舉辦了圖片資料展，以使
本港市民能夠更加直觀和立體地了解到南京大屠
殺的歷史原貌，加深對戰爭殘酷性的認識。這在
香港亦是第一次。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徐全

——牢記守護歷史真相的責任牢記守護歷史真相的責任

據悉，是次展覽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及侵華日軍南京大
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聯合主辦，透過文字及圖片闡述南京
大屠殺的背景及經過，讓公眾認識戰爭的殘酷，避免歷史
重演，並在悼念死難者的同時，牢記守護歷史真相的責
任。

呈現完整的歷史背景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日軍攻陷南京，展開了大規
模屠殺行動。香港海防博物館自（十二月十三日起至明年
一月七日舉辦「南京大屠殺圖片展」，讓市民進一步了解
這段近代中國歷史的真實面貌。
今次展覽的一大特色便是呈現出完整的歷史背景。中國自鴉
片戰爭後，國勢日衰。自中日甲午戰爭及日俄戰爭爆發後，日
本逐步發展成為亞洲強國，並積極部署侵華。一九三一年日軍
發動「九一八事變」，迅速侵佔東三省，次年又發動「一二八
事變」，成立偽滿洲國。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發生「盧溝橋事
變」，日本侵華戰爭即全面展開，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相繼
淪陷。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最終失守，日軍在連續
六個星期，屠殺了三十萬以上的戰俘和平民，史稱「南京大屠
殺」。而宏觀歷史背景的資料也在展覽中得以體現。
例如，今次展出的圖片之中，有中日兩國有關「二十一條」
不平等條約的中日兩國語言的文本圖片。「二十一條」乃是在
袁世凱時期，中日兩國簽訂的協議，根據協議，日本可獲得中
國大量的政治、經濟利益。這一條約的簽訂在當時的中國被看
作是國恥。從某個意義上說，戰爭的爆發並不是一時的突發事
件所導致，而是近代化以來擴張與抵抗之間的張力徹底崩解的
結果。

日軍暴行的全面展示
圖片展覽的重中之重乃是日本軍隊在南京實施的暴行圖片。
這類圖片資料，不少至今看來都充滿了血腥和殘暴之感，以至
於康文署在展覽通告中都提醒市民：某些圖片可能引起不安。
從中可見，當年日本軍隊的殘暴在今日文明社會，實在是不能
夠被接受和容忍。
根據今次展出的圖片，在南京被日本軍隊殺害的中國人，有
不少是在戰前維持南京治安的警察以及已經解除了武裝的中國
軍人。日本軍隊對這些中國人頗為疑懼，採取了完全化的肉體
消滅，從而製造了一起起慘案。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南京保
衛戰結束之後，被俘的中國軍人並沒有受到應有的保護。當時
的日本大本營甚至直接下達命令，認為不必將已經解除武裝的
中國軍人視為戰俘，更是為日本軍隊當時的虐殺行徑開了綠
燈。所以，圖片中所展示出來的畫面，日本軍人成建制、有組
織地押解已經解除武裝的中國軍警並加以殺害，並不止是某一
個日本師團或是部分不受軍紀約束的軍人的個人行為，而是整
體意義上的國家行為。
掃射、活埋、扔入長江之中，都是日本軍隊當時殺害中國軍
民的方式。不得不提到的是所謂的「百人斬」。兩位日本軍官
為了比賽殺害中國人數量的多少，用軍刀殺害了二百多中國
人。這種慘絕人寰的做法，在當時軍國主義氛圍濃厚的日本，
二人反而被視為英雄。不僅如此，媒體也以正面的取態對二人
的行為大肆宣揚。時過境遷，當年的暴行實施人已經成為人類
文明的公敵。百人斬中的兩名日本軍官已經被處決。當年用
以大肆宣揚的日本報紙，反而成為了控訴這種殘暴行徑的
鐵證。不過，近年日本右傾化的趨勢比較明顯，百人斬
後這一事實也被一部分日本右翼勢力以及當事者的後
代所否認。他們甚至在日本起訴在戰時報道這一事
件的《朝日新聞》，訴其誹謗與不實。雖然訴訟最
終失敗，但是這一苗頭頗為值得警惕。

守護歷史的國際努力
回顧南京大屠殺的歷史，則不能夠忽略
在當時以及戰後，國際友人對這一事件的
還原和記錄。事實上，南京大屠殺是發
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亞洲戰場
上最為嚴重的戰爭與反人類罪行。
對這一歷史的正確態度，實質上
也是人類文明在面對自身苦難
時應有的態度。
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在當
時便已經引起了國際善良
之士的憤怒和譴責。在
今次圖片展中，有一
張南京國際安全區
委員會和國際紅十
字會南京委員會
部分成員的合
影。國際安
全區是南
京 大 屠

殺發生時期，為了保護中國平民生命安全而由國際人士設立的
區域。當時，大量為了逃避日本軍隊無差別殺戮的中國平民進
入安全區避難。雖然，日本軍隊一次次進入安全區進行搜捕和
殺戮，但是安全區仍舊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不少中國人的安
全。不少在安全區工作的西方國家人士，其日記、隨筆、影像
資料，都成為了控訴日本軍隊暴行的鐵證。
二戰之後，日本國內的有識之士也在反思戰爭。今次圖

片展中，也列舉了日本民間為了還原南京大屠殺歷史而
進行努力的日本友人。例如最早進行南京大屠殺研究
的日本學者、早稻田大學教授洞富雄；自費前來中國
進行大屠殺歷史調查的日本媒體記者本多勝一等。
他們寶貴的努力構成了國際和平力量守望歷史的
重要組成部分。在今天的日本，為了守護和平
主義的國家基礎，包括東京大學教授小森陽
一、日本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等
人在內的知識分子，組織了捍衛《日本憲
法》第九條的團體「九條會」，以維持
日本永久放棄戰爭發動權、反對修憲
的格局。
不少參觀展覽的本港市民表

示，自己是透過今次展覽，近距
離以圖片形式了解到南京大屠
殺的一些細節。對戰爭的反
思、對受難者的悼念，是
為了永遠告別戰爭，為
了銘記歷史，也為了
兩國世代友好與永久
和平。

三年零八個月的幽暗歲月

金陵古城金陵古城
抗戰遺跡多抗戰遺跡多

■南京靈谷寺抗
戰紀念碑

■日本佔領香港時期推行的軍票

■■參觀展覽的香港市民參觀展覽的香港市民

■大屠殺倖存者進行歷史口述

■■日軍搜捕中國難民準備殺害日軍搜捕中國難民準備殺害

■■日軍在本港發佈的告示文書日軍在本港發佈的告示文書

■海防博物館中的公
祭留言簿，寫滿市民
對和平的祈願。

■■日本媒體對百人斬事件的報道日本媒體對百人斬事件的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