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日本人一个日本人
为何研究南京大屠杀为何研究南京大屠杀4040年年

□据 央视新闻微信公众号

在日本，只要提到南京大屠杀，

笠原十九司是绕不开的名字。

1984年，他参加了南京大屠杀调查

研究会，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历

史深入研究40年，并著有《南京难

民区的一百天》《南京事件》等10余

部个人专著。在第11个南京大屠

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让

我们聆听笠原十九司讲述南京大屠

杀的寻证之路吧！

不久前，笠原十九司的一篇论

文《史料发掘：南京大屠杀的现场与

照片——基于一个日军炮兵的阵中

日记和回想录》被翻译，并刊登在

2024年第3期《日本侵华南京大屠

杀研究》杂志上，鲜为人知的史料在

中国引发关注。

这篇论文的诞生源于笠原十九

司收到的一封信。来信人名叫永井

元，他的父亲永井仁左右曾是侵华

日军独立野战重炮兵第十五联队的

士兵。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

占南京后，永井仁左右目睹了日军

屠杀俘虏的暴行。退出现役时，他

将南京大屠杀的现场照片秘密带回

日本，并根据战时所写的阵中日记

整理出更为详细的回想录。

笠原十九司收到的信中，附带

有6张照片复印件，其中3张为屠

杀现场。笠原十九司介绍：“有张照

片的背面写着‘南京’，标注了拍摄

时间是昭和十二年，即1937年。中

国士兵被日军用铁丝网围在城墙一

角，随后被机枪等武器集体射杀。”

收到信后，笠原十九司到永井

元家中，验证了永井仁左右留下的

军队手牒、从军手帖、阵中日记、写

真帖等实物资料。征得永井元同

意，笠原十九司将这些照片和他父

亲的阵中日记、回想录一起整理后，

于2007年发表在日本的《战争责任

研究》杂志上。

1965年，笠原十九司见

过一位在南京大屠杀中被强

奸的老人。“她在我们面前流

着泪，讲述了自己遭受的迫

害，对我来说冲击很大，以前

完全不知道日军在中国做了

什么。”笠原十九司回忆道。

笠原十九司开始研究南

京大屠杀历史，源于其大学老

师、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家永三

郎的“教科书诉讼案”。

1952年，家永三郎负责

编写高中历史教材《新日本

史》，因客观、公正地记述历

史，对战争有真诚的反省被广

泛采用。10年之后，日本文

部省却认定《新日本史》不合

格，认为书中关于南京大屠

杀、侵华战争等的叙述，把战

争写得太阴暗。家永三郎极

为愤慨，1965年，他向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撤销文部省对历

史教科书的裁定。

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官司

一打就是32年。32年间，家

永三郎提起3次诉讼。为在

法庭上支持恩师，笠原十九司

走上寻证之路。

为打赢“教科书诉讼案”，走上寻证之路2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

笠原十九司和他精通英语的夫

人数十次前往美国，收集了大

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原始资

料，并翻译成日文出版发行。

他一直在多方寻找两位

重要人物——最早报道日军

南京暴行的美国记者斯蒂尔

和德丁。斯蒂尔曾在不被日军

发现的情况下，拍下有关南京

大屠杀的画面，这更让笠原十

九司坚信南京大屠杀的存在。

笠原十九司曾3次拜访

德丁，德丁的讲述让笠原十九

司深切感受到战争的可怕：

“日军把抓来的俘虏带到长江

岸边，要集体屠杀，德丁看到

了屠杀的场面。听了他的描

述，我脑海里浮现出日军疯狂

杀害中国民众的情景。”

如今，斯蒂尔与德丁两位

南京大屠杀亲历者早已不在

人世。他们曾经的新闻报道

和接受笠原十九司采访时的

记录，都成了研究那段历史的

一手资料。

“我脑海里浮现出日军疯狂杀害中国民众的情景”3

1984年，当家永三郎第

三次提起国家赔偿诉讼时，笠

原十九司和洞富雄、藤原彰、本

多胜一等人组成南京大屠杀调

查研究会，到南京调查取证。

笠原十九司认为，了解南

京是非常重要的。1987年，他

和研究会成员再次来到南京，

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其中

一位叫陈颐鼎。在南京保卫战

期间，陈颐鼎担任南京卫戍军

第87师第261旅旅长，曾带领

精锐部队与日军血战光华门。

在1987年的访问中，他

向笠原十九司讲述了部队撤

退时的情况：“当时，日军攻打

过来，国民党指挥部的领导者

逃跑了，留下几十万名士兵。

士兵们无法渡过长江，不断被

从岸上赶来的日本兵杀死。”

当时，陈颐鼎用部下简单

准备的木筏，提前逃了出来。

“日军把这些士兵全部赶到长

江边，用机枪射杀，把尸体扔

进长江。到了春天，尸体都腐

烂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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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80年代，日本掀起

一股否认南京大屠杀的逆流。

1990年12月26日，《纽约时报》

上刊发了一则广告，向全世界征

集南京大屠杀有关资料。随着大

量真实史料的披露，“大屠杀”否

定派的观点不攻自破。

时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务

长明妮·魏特琳，在当年的日记

中记录了一幕幕凄惨的景象：“又

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

女来了，说她们过了一个恐怖之

夜。日本兵不断地光顾她们家，

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妪都

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

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

这些证据都被笠原十九司收

录到他的著作《南京难民区百日》

一书中，也成了支持“教科书诉讼

案”的有力武器。

1997年8月，日本最高法院

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文部

省删除教科书中有关731部队、

南京大屠杀等4处内容的行为违

法，责令对家永三郎作出国家赔

偿40万日元。

1937年发生在中国南京的

那场浩劫，已经永远成为历史，但

惨痛的景象始终挥之不去。

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

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如今，80

岁的笠原十九司正和日本、中国、

韩国的学者们做一套共同的历史

教材，标题是《开启未来的历史》。

“南京大屠杀是事实，全世界

都知道南京大屠杀，只有日本人

不知道，这是日本之耻。”笠原十

九司希望能告诉日本民众真正的

历史和事实，让日本的国民在了

解历史的基础上真正反省，承认

历史，才能构筑日中友好关系。

日本士兵留下南京大屠杀
实物资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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