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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位于城西南双和村附近，掩埋者回忆埋了100多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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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曾参与掩埋南京
大屠杀遇难者尸体的赵福

友老人今年已 85岁。他
说，当时村里人因不忍看
着同胞暴尸野外，便自发
组织起来进行掩埋，“我
记得这个土堆里埋着 100
多名被日本人杀害的中国
人。当时双和村周围到处

都是尸体，有男有女，有的
尸体被绑住了手臂。我知
道名字的死者就有村里
25岁的赵新贵和他的老
婆赵顾氏、24岁的杨小
二，还有 23岁的赵杨氏
等。”赵福友说，村里有几

十个村民参与了埋尸，
“掩埋的时候，我们用独

轮车推，用箩筐抬，把尸体
运到山坳里，前后埋了 15

天。尸体多，填上土后，山
坳里起来了一个坟头。”

对于这个 “大坟”，
当地村民并不陌生，现年
43岁的刘贵有，其祖父
刘增华在南京大屠杀期间
被侵华日军枪杀，祖母则

一直守寡，刘贵友回忆童
年时代祖母老爱和他讲述
当年侵华日军的种种暴行
和村民遭受的灾难，其中
也常谈到 “大坟”的来
历。“知道‘大坟’里埋
的人多，我和小伙伴们去
那一带玩时，总不会呆到

天黑，害怕！”

据介绍，1946年，国民
政府国防部审判日本战犯

军事法庭，曾经调查编制
了一份《关于日军南京大
屠杀案被害人民的部分详
历表》，其中张宝丰、傅兆
元、杨小二、陶成壁、马忠
华、李王氏、赵贵启、杨光
元、王义源、陈锦福等 31

人在沙洲圩被杀害。
另外，据幸存者口述

资料统计，在沙洲圩一带
侵华日军共屠杀了南京市
民 200多人、强奸 15起、
抢劫 23次、烧房 100多
间。家住沙洲圩小行村三

合四队的杨秀英回忆：
“1937年冬月初四下午，
在许家湾子，我亲眼看到
日本人一下子打死 11个
中国人，我家老大娄如林
头一个被打死，接着打死
10人，先推下塘，后打
枪。回家后，房屋全被
烧，大约有 30多
间房屋被烧。”

家住沙洲圩
莲花村东和二队
的张存军也告诉

记者，1937年冬，日本人
在东和村，烧毁房子30余

间，在旧格子桥就有 100
多人被杀后推进河里。沙
洲圩贾西新村贾安喜也亲
眼目睹了日本人当年的暴
行：1937年冬天，村里有
很多人被日本人抓出，在
路上就被打死、杀掉。人们

都逃往江宁避难，在沙洲
圩逃难者被刺、被枪杀不
计其数。妇女、小姑娘都躲
起来，不敢出来，如果被日
本兵看到，便追个不停，一
直到追上，这些妇女都难
逃噩运，奸淫之后，日本人

又杀掉她们。村里的男人
差不多都被杀了。

1938年 2月 1日出版
的日本国际画报社刊载：

1937年 12月 9日，“长野、
山田（指第114师团66联
队山田常太中佐）的突袭部
队到达当涂以东，特别是冈
本（镇）部队（指第 6师团
36旅团23联队冈本镇臣大
佐）出现在通往芜湖的交通

要道上，并占领了离南京很
近的西善桥及其附近要
地。”而殷山矶就在西善桥
附近不远的地方。

12月 11日，“竹下部
队（指第 6师团 36旅团 45
联队竹下义晴大佐）继续进

攻南京城的西南角，冈本
（镇）部队与竹下部队一起
在城西的莫愁湖畔与中国
军队激战。”

12月12日，“在西南方
向，冈本（镇）部

队在工兵队的多次爆破后过
桥，渡护城河（指集庆门附近

的秦淮河），也进入城内。”
1947年3月12日，原侵

华日军第6师团长、日本战
犯谷寿夫在狱中致时任国民
政府国防部长白崇禧的一封
呈文中称，“南京攻击时被告
部队 （指第 6师团） 与第

114师团（末松茂治中将指
挥）在柳川军长 （指第 11
军）司令官指挥下并列于第
一线，参加二日间（指12月
8日、9日）之雨花台战斗后
复参加二日间（指12月11
日、12日）之中华门附近之

战斗，此两师团之作战区域
概以贯通中华门之南北线为
境界，右（东）为第 114师
团，左（西）为第 6师团，对
中华门则以两师团攻击。被
告部队在对中华门以西之最
高城壁激战后，于12月

12日日落前始经

格斗占领城壁。”1946年 1
月9日，时家住钓鱼台91号

的上新河湘鄂籍木材商盛世
征、昌开运呈文给南京市抗
战损失调查委员会说：“敌
在追射南方雨花台大军、退
下兵多混乱，四方无处搭身，
被俘遭敌戳杀。就江东门、汉
西门、凤凰街、广播电台、自

来水厂、新河口、拖板桥、菩
提阁、菜市口、荷花池、螺丝
桥、江滩、棉花堤、双闸、东岳
庙等各地，尸横遍野、人血染
地、凄惨万状。”二人所述的
双闸、东岳庙等地与殷山矶
距离较近。他俩还指明制造

城西南方向暴行的日军部队
为 “记日寇罪首中岛部队
（第 16师团中岛今朝吾中
将）、猪木部队（第6师团骑
兵第6联队猪木近太大佐）、
水野部队、大穗部队，烟中部
队、德川部队等，杀人放火、

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会战史编的《淞沪抗战》

中记述，1937年 12月 8日
午后，南京卫戌司令长官唐
生智曾下达命令：“第七十
四军第五十八师，着移西善

桥附近，对芜湖方面及沿江
之警戒。第五十一师于本
（八）日晚放弃方山及淳化
镇阵地，改守麻田桥、河定桥
之线。”从这条命令中看，第
五十八师当时曾在西善桥附
近与日军交战。

第七十四军方面：（12

月12日）二十时奉命突围
后，即令第五十一师残余官
兵，与五十八师共同协定突

破城南敌人包围线，激战良
久，卒排险敌之抵抗，到达双

闸镇，至 13日拂晓渡江完
毕。除五十一师残余官兵大
部渡过外，第五十八师到达
长江左岸者，仅得三分之一。
五十八师有三分之二的官
兵，在南京城西南一带牺牲。

另外，在证人赵福友老

人的证言中，有名有姓地指
出了当地人遇难的有赵新
贵 （男，25岁）、赵顾氏
（女，24岁）、杨小二（女，
24岁）、赵杨氏（女，23岁）
等 4人，江东门纪念馆已根
据赵老的回忆和协助，用电

脑绘制出他们 4人的遗像，

以保存和供后人祭奠。
需要指出的是，赵老所

证言的杨小二与《谷寿夫战
犯案件起诉书之附件》第
94件相吻合，该附件中记
载：“杨小二等二人，于（民
国）二十六年阴历十一月十
七日至二十日，在沙州圩青
石埂，被枪杀。”根据该案总

表中列举，傅兆元 17日被
枪杀，杨小二于 20日被枪
杀。推断，该处遗址中有可
能会埋葬傅兆元的遗骸，其
余的同时期在沙州圩遇难
的 20多位留有姓名的遇难
同胞遗骸，是否掩埋在此，

有待今后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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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福友老人回忆!"遇难同胞有中国军人!也有老百姓# $经过考证!

这些遇难者是中国军人与外地难民及少数本地市民! 遇难军人应为俞

济时的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和五十八师官兵!且主要为五十八师官兵#

经考证!殷山矶遇难同胞的加害者!在南京城沦陷前和沦陷时期应为谷

寿夫指挥的第
!

师团冈本镇部队!后来主要为中岛今朝吾的第
"!

师团及其

他日军部队#

9:;

ABPQR

ÁÂ Ã®

赵福友老人指着当年埋尸的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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