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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叫张淼，早在2003年

就因为收藏了近千份号外，名
声响彻南京藏报界。

那时张淼已经有了八年
的收藏经验。
“最初我喜欢收集各种

各样的报纸，后来发现这样的
收藏不仅‘占地方’而且缺乏

意义。”从此，张淼的收藏开
始“去粗取精”，并将收藏视
线转向了号外和晚清、民国时
期的报纸。

在集报界有这样一句话：
世界风云看号外。号外是集报
行业中精品中的精品。昨天，

当着记者的面，张淼打开了他
专放收藏品的大衣柜，取出了
好多份“精品”，其中有民国
25年《救亡情报》孙中山先
生诞辰纪念号外、《人民日
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
成功号外、《北京日报》中美

建交号外、《大公报》香港回
归号外，以及《解放日报》上
海申博成功号外。张淼把这些
号外摊在桌子上，一幅幅照片
和文字串联起来，好似一本
“中国大事记”。

最后，张淼又小心翼翼地

从柜子的最里面取出另外六
份号外，每一份都已经发黄、
发脆，有的已然破损，看样子
似乎已经转手多次，但它们都
被张淼用塑料薄膜纸精心包
裹起来，所以并不影响观看。

这几份号外分别为 《大

阪每日新闻》和《大阪朝日新
闻》，每份号外都记录了“南
京大屠杀”事件前后，日军在
南京周边的活动动态，如 12
月5日攻占句容、8日占领汤
山炮校、11日攻占光华门等
等，几乎每往南京进一步，号

外中都有连篇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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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淼的“宝柜”中，一张

大约有 4开大小的巨幅号外
格外引人注目，那就是《大阪
朝日新闻》在“昭和十二年十
二月十七日”（即 1937年 12
月 17日）的号外，号外的上
半部分被一幅大照片占据，照
片上一名日军头领手持钢刀，

骑着高头大马，气势汹汹地走
过南京的中山门，两边站着列
队的日本士兵。照片旁边写着
几个大字“皇军入城”。

这张号外是张淼最珍爱
的，平时都不轻易示人。“为
了这张‘最爱’，我让出了另

外一样珍贵的东西。” 张淼
说。

2003年本地曾经出版了
一份四开四版的 “神舟五号
发射升空”号外，由于当时发
行较为分散，且数量较少，张

淼一直为拥有这样的号外而
得意。

去年11月份，当张淼看
到藏友手中有这么一份 “皇
军入城”的号外时，忍痛把他
收藏的那份本地号外与藏友
作了交换。“现在我手里就没
有‘神五’的号外了，听说现
在那份号外的价值越来越

高。”张淼遗憾地笑了笑，转
而又说，“不过我觉得一点都
不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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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有关南京沦陷的号

外和报刊对于张淼来说绝对
是个偶然。“其实我只想做一
个藏报人，收集中国各个年代
的报纸，但是从没有想过，会
如此执著地寻找有关南京大
屠杀的报刊和号外。”

其实，最初打动张淼的是

父亲的一个表情。上世纪 90
年代末，张淼偶然得到了第一
份《大阪每日新闻》关于“南
京沦陷”的号外，下班后，他
拿回家欲将其和别的号外放
在一起。

这时他七十多岁的父亲

走进屋来，拿起儿子新收藏的
号外眯着眼睛看了看，不多会
儿，老人原本闲适的表情变得
严肃起来，父亲走回自己的屋
子戴起一副老花眼镜，拿着号
外坐下来细细观看，尽管上面
的日文有些看不懂。老人一边

指着所有能看得懂的字一边
读 “攻入南京”、“皇军”、
“中山门”、“光华门”……渐
渐地，老人的嘴角开始抽搐，
眼里闪烁着泪花。“爸爸年纪
大了，很少对一件事情这么专
注，看到父亲的样子我就有一

种冲动，让我明白有些事情是
一定要去做的。”

张淼的父亲也是个老南
京。他是幸运的，这场血腥的
屠杀没有给他带来丧失亲人
的悲痛，但是战争的阴影却在
那位当时只有14岁的少年心

中永久地留存下来。
“我小时候住在集庆门

那里，家里有双亲还有一个妹
妹。从我 13岁那年开始，就
听到飞机的呼啸声，那时候我
和妹妹都很调皮，喜欢出去
看，但是大人不许，说那个飞

机会扔炸弹的。” 老人回忆
道。

为了躲避越来越频繁的
空袭，一家人匆匆收拾了行李
逃到乡下。“乡下还是有日本
兵来搜，不过数量没有城里
多，也有飞机轰炸，我们一家
人躲在农村的芦苇荡里，躲过

了一场又一场的劫难。”
直到1938年年初，一家

人终于得以回到集庆门老家，
“整个南京都变了，到处都有
穿着军装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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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父亲的故事后，张淼

用尽所有办法寻找有关南京
沦陷的报刊。最近，张淼又收
集到了 《大阪每日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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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 12月份每一天的
报纸。由于每份都分有“日

刊”和“夕刊”，因此一共
有62份报纸。张淼把每份
报纸上所有关于南京的照
片和文字都用照相机拍下
来存在电脑里，“这样既方
便我整理，也方便我父亲翻
看。”

那些报纸上有庆祝
“攻占南京”的花车照片；
有众多日本人提着灯笼庆
祝“南京沦陷”的照片。另
外为了纪念在中国阵亡的
士兵，每一天的报纸专辟一
个“三河版”，刊载死难士

兵的照片……
“从日本的报纸上，我

们可以看到当时日本人是
怎么记录那段历史的，而且
报纸上的内容更加证实了
日本侵略者在南京的暴
行。”去年年末，侵华日军

战犯遗属企图为“百人斩”
翻案上诉，但是最后在终审

时败诉。就在张淼收集的《大
阪每日新闻》中，详细地记录

了百人斩的全过程。
1937年 11月，在侵华日

军由淞沪战场向南京进军的
途中，有两名杀人成性的日军
少尉向井敏明、野田毅突发奇
想，提出进行灭绝人性的“砍
杀百人大竞赛”，以谁先杀满

100人为胜利。 12月1日的
《每日新闻》报道，在无锡至
常州间，向井敏明劈死了 56
人，而野田毅则杀了25人。接
着在 12月 4日、8日、13日
的报纸上接连报道两名少尉
的比赛实况。最令人发指的是

13日的报道，两名少尉随第
16师团攻至南京紫金山麓。
当他们再次会面时，“战绩”
为106：105，向井敏明比野田
毅多杀一人，但是因为分不清
到底是谁先杀满 100人的，
胜负难决，于是又重新开始以

杀满 150人为目标的竞赛。
“这些日本国内报纸的报道

是日军暴行最有力、最无可辩
驳的铁证！”张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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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看明白这些

日文报纸，已知天命的张淼在
去年开始学习日文，“现在我
已经基本能看个大概了。”张
淼说。张淼收藏的报纸耗去了
他大半辈的积蓄，有人说张淼
的收藏会升值，但是张淼摇摇
头说不卖，“这是我的爱好，

我不可能出卖我的爱好。”
张淼说，他这辈子最大的

愿望就是出本书，介绍南京的
百年报纸，把他收藏的所有南
京出的老报纸，以及所有关于
南京的日本报纸都放在里面，
而且他一定要把 “南京大屠

杀”事件前后的那些日本报
刊、号外放在书中，让中国人
看到，也要让日本人看到。
“这本书就是南京的历史，这
本书就是整个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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