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破旧不堪的黄皮相
簿，20多张发黄泛白的老照

片，记录了二战时一个普通的
日本士兵从参军到阵亡的过

程。这本相簿是喜爱收藏的王
世清先生，日前在朝天宫旧货
市场淘得。民间抗战史料研究
专家吴先斌翻看后也表示，这
样的照片合集内容完整，确实
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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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世清喜欢集邮，每个周

末都要去朝天宫转转。“那天
我凌晨4点钟就出门了，幸亏

我去得早，不然就被其他人买
走了。”卖这本相簿的是一名
东北人，虽然这本相簿花去了
王世清 1000多块钱，可王世
清觉得值。

从相簿中的简短文字推
测，这名名叫川崎美洋的日本
士兵昭和 13年 （1938年）入
伍，昭和15年（1940年）受伤
战死。死后，他的亲属或者朋友
为了纪念他，制作了这本相簿。

黄色缎布的封面，已有些残缺，
黑色的毛笔用日文写着：“支
那战事回忆”。相簿中共有22
张照片，历经几十年的风霜辗
转，早已经泛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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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记者将这本合集

拿到了民间抗战史料陈列馆。
对抗战史料特别是南京大屠杀
史料，吴先斌有着多年的收藏
经验，他收集的有关抗战题材
的照片多达数万张。

他告诉记者，侵华日军在
行军过程当中有记日记和拍照

留念的习惯。“因此士兵个人
的照片集很多，但主要是为了
炫耀战功。像这一位有着从参
军到阵亡这一全过程记录的不
多，这样的合集可能是亲友制
作，带有纪念性质。”

相簿的第一张照片是1938

年川崎美洋应召入伍时的照
片，照片上年轻的川崎美洋身
着军服，手拿国旗，面含微笑。

第二张照片便是川崎美洋
“任官纪念”的照片，此时的他
微微发福，结合文字介绍，显示
他已经升任曹长（旧日本陆军

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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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照片上看，川崎美洋

应该是一位装甲兵。”吴先斌认

为。因为第三张照片便是川崎美
洋随部队攻打到汉口后，他坐在

装甲车的驾驶室中拍摄的。
而接下来的几幅照片则都

是关于日军装甲车的。
“这些照片虽然日军用来

记录战绩，但同时它们又恰恰
反映了日军对中国的一段侵略
过程。”吴先斌说。

照片上，一辆装甲车肆无
忌惮地行驶在上海宽阔的马路
上；日军的装甲车在 60度的
陡坡上对我军进攻；川崎美洋
穿上新发的军服，在日本国旗
旁边微笑；1940年 6月 21日
一辆装甲车在一片辽阔的草地

发起进攻，旁边的文字则写道
“猛烈攻击敌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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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22张照片中有一张照

片比较特殊。一个砖制的建筑
物表面有数以百计的弹孔，建
筑物下面停放着一辆摩托。照
片旁边的文字说明写着“南京
城壁一角”。

对于吴先斌来说，这张照
片并不陌生。在他曾经举办过
的图片展展出过。但它究竟是

城哪种建筑物，从照片上无法
看出，南京研究相关专题的专
家也无法得出结论，至今仍然
是个谜。

吴先斌告诉记者，虽然这
是有关南京的照片，但这并不
表示川崎美洋参加过攻占南京

的战役。因为川崎美洋入伍时
间是在 1938年，那时南京已
经沦陷。

那为何他的合集中要加入
南京的照片？对此吴先斌说：
“那时候日军都以攻占南京为
荣，几乎所有日军的个人影集中

都会插入有关南京的照片，以此
表达内心的自豪感和荣誉感。”

1940年 6月 23日，从军
才三年的川崎美洋在一场战斗
中战死。最后一张照片是为他设
的灵堂。貌似他父母的两位老人
跪坐在灵堂的一侧，神情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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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合集既反映出日军

的侵略行径，也反映了一名普
通的日本青年，他年轻生命在
战争中凋谢的过程。因此可以
说战争无论对于加害国或者是
受害国来说，都是一场灾难。”
吴先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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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异域漂泊了70年，昨

天，一面南京保卫战卫生连
的军旗终于重返故土，崭新
的旗面，就连当年的小竹竿
也保持着原貌。

军旗红色的旗面上印着
“青天白日”，左边写着“陆
军第四十八师卫生连”十个

大字，左上角还有红十字的
标志，旗杆是根普通的小竹
竿，但还保留着。据介绍，这

面军旗是 1937年南京沦陷
的时候，被日军从南京栖霞
寺带到日本去的。大东仁在
日本的一个拍卖会上花了
15万日元拍得，然后小心翼
翼地保存着，此次护送其回
国时，机场曾要求把旗杆锯

掉一些，因为太长，大东仁磨
破了嘴皮才得以 “完璧归
赵”。据了解，这是纪念馆第
一次收集到这样的军旗。

另外，一面书有“祝入
营（伍）”字样，类似于“锦
旗”的旗帜也很珍贵。朱成
山介绍，日军侵华期间，日本
国内的军国主义盛行，很多
人以参军为荣，一旦进入部
队，亲朋好友都会送去各式

的礼物表示庆祝。这种恭祝
入伍的旗帜是当时时兴的礼
物之一。这面旗帜是由名叫
小原源一郎的人送给刚刚入
伍的入江芳世的。“这是一
种军国思想的渗透，将来在
馆里展出也很有意思，都是

丝绸做的。”朱成山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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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封看似普普通通的日

军家信也让朱成山感到相当
地兴奋，他指着其中一封信
的邮戳说，“你看，这枚邮
戳，清楚地印有时间1937年
12月 17日，且有‘南京陷
落纪念’章，以前只是听说
过，看到的也是印刷品，但这

是原件，是真的。上午看到，
我就感觉很高兴，太有价值
了，很珍贵的。”

接着，朱成山又展示了

日军散发的劝降书原件：
1937年12月10日，距离南
京沦陷仅有7天，日军驾着
飞机向下面散发了无数劝降
书，这些原件无疑是对历史的
有力佐证。另外，在众多的信
件中，日军两封感谢信也相当

有意义，证实了当年日军轰炸
南京时，曾有两架三菱战机
第 43号与 21号被击落，显
示了反抗日军的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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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有些人一直否认

南京大屠杀的事实，然而在
一叠发黄的旧报纸里，有一

份 1945年 12月 8日 的
《每日新闻》却彻底揭穿了
谎言。

报纸在醒目的位置刊登
了一篇标题为《南京的恶虐
行为》的报道中，明确提及
日军当年在南京大屠杀中屠

戮市民20000人的事实。文
章这样写道：“日本军在南
京的恶虐行为是近代史最
大的虐杀事件。”朱成山有
些悲愤地向记者一遍又一
遍叙述着新闻中的这句话。
他认为这是日本国内正义

力量的判断，是对那些企图
歪曲历史的日本右翼势力
最好的反击。

此外，当时日本儿童的
玩具也具有很浓的军国主
义色彩，比如军舰战车模
型，子弹型的储蓄罐，甚至

连木制的铅笔盒上面都印
着战斗机的图案，这些证物
昨天也有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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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门纪念馆新馆扩

建，该馆一直致力于文物征
集工作。昨天，朱成山告诉记
者，目前馆内已经新征到
5000多件文物，大东仁前后
7次来宁共捐赠了 930件文
物，最近黑龙江市民张广胜
也征集到了许多日军当年在

东北作恶的罪证。“新馆至
少有 3000件文物与观众见
面，应该说相当富裕了，以前
我们馆内展出的文物不到
100件，是我心头的一大缺
憾，现在不用担心了。”

昨天，记者看到从东北

征集过来的文物大致可分为
两类，一是武器装备，钢盔
（7顶）、手榴弹（15枚）、
子弹（30发）、军用电话机
（1个），炮弹头（2个）……
二是还有日军当年在南京的
一些生活用品，如星碗、怀

炉、酒瓶、牙刷等。据介绍，这
些文物都是张广胜从民间征
得，大多数是老百姓种地时
从地里刨出来的，锈迹斑斑。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

展陈设计，进行内容和形式
的磨合，11月份将进行预

展，12月13日正式开馆。”
朱成山告诉记者，新馆陈列
面积将达 6000多平米，与
南京有关的历史文物将放在
基本陈列馆，另外还有一个
70年史实展专题馆，从东北
征过来的文物则在专题馆里

陈列，“有物可看，通过文物
看历史，将更加直观，更加有
可读性。”

PQR ��� U�W

X ���

!"#$%&'!()*+,-./0

456789:;<=>?@ !'" ABCDEFGHIJKLMNO

PQRST6%" UV

WXY6 78Z[\]^

_`Pabcde5fg

hijklm6 no#8

9\RKp45qrdZ

st2d> ?uuu7 8

vw7xyz{()*$ _ (!

" + 7|}]<Z~g�

g�����6��78

�`Pad��g�o�

���Rd�T�B� �

RK���GHdE

F� !') B� �D7�P

QRSTX�VWMNO

O�����-��O6�

 ¡¢dEFj£ (,"

B6nxO¤¥6� ¦§

¨©ª $""" ABEF6«

¬h %""" B®¯°±

²³� �

PQ´µ¶5·¸ªZ¹78ºd»�¼©

�c��?@j2��

^^,�45

&'()

c

&*

�

+

:#:�V�u��?@xyz{|

i j

! ? @ k

l ".m�

o } q �

st

`];b

#$

cdef?@

�c:����.�� Lj¡¢.;£¤¥¦§

¨©ª«¬�$®�¯°`�±©²³0´.~�

U�WX µ¶ ·

! ½ 7 �

¾¿ÀÁÂÃ

d ÄPQÅÆ

ZÇÈ

! ´ µ )

ÉÊ`¡Ë<

8¼©

U�WX

¸¹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