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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证！日本兵日记揭露南京大屠杀惨状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新征集到一批文物史料

日本友人大东仁先生在日本帮
助纪念馆征集到日本警视厅建筑
课课长石井桂的调查报告《关于上
海、南京的防空设施》及调查的原
始文件，包括上海至南京中国军队
防空的各种地图、防空作战概要、
防空警报鸣放记录等。

这组文物史料显示，1937年12
月下旬，石井桂受日本军方派遣，
前往上海、南京等地调查中国方面
的防空设施情况，并形成了调查资
料和详细报告。他途中经过常州、
江阴、句容等地，一路看到“死尸累
累”，“随着往南京去，道路两侧这
种尸体的密度变得极高”。他到南
京后看到“在下关码头，有数千敌
兵被我方射杀，其尸体鼓鼓地浮在

江面上”。他对这些尸体的惨状有
细致的描述，如“脖子被出色地砍
断，只留下一丝皮与身躯相连，皮
有 一 尺 左 右 ，手 脚 已 经 不 知 去
向”。他甚至拿南京的悲惨情景与
日本关东大地震时的情形比较：

“对尸体并不陌生，只是眼前被机
关枪射杀的尸体，让我感到战争绝
对不能输掉。”

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
究员孟国祥认为：“石井桂中国之
行的目的是调查和收集中国方面
的防空资料，为日本扩大侵略提供
情报。这些文件记录了石井桂于
1937年底至1938年初在南京等地
看到的日军暴行后的惨状，具有很
高的史料和文物价值。”

日军后勤情况原始文件记录中国籍“慰安妇”最小18岁

日本调查报告及原件
记录南京等地“死尸累累”

“上午出去征发物品，下午四点
第一小队先行出发，前往宿营地
……”“下午五点卫兵换岗之后，我
们征发了若干物品后返回”。侵华
日军第十三师团第二十六旅团步兵
第五十八联队士兵西条荣策的战时
日记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这本战
时日记开始于1937年9月25日，结
束于 1938 年 1 月 8 日。他在日记
中多次记录了他及所在部队向南
京进犯途中一路抢劫的事情。日
记记载，西条荣策于 1937 年 12月
31 日到达南京，他在南京目睹了
大屠杀后的惨状。他在 1938 年 1
月 1 日的日记中写道：“吃完早饭
后，在各小队长的指挥下，我们进
入南京城参观，四处闲逛之后，在
返回的路上我们走错了路，来到了
汉中门，沿着八公里左右的城墙一
直走，然后回到了宿舍，当时已经
过了五点。首先最吃惊的是城外的
小河里尸体如山……”

这本日记由上海的陈凯先生帮
助纪念馆征集，纪念馆按照程序进
行鉴定和研究。江苏省社科院历史
所原所长、研究员王卫星认为该文
物史料价值很高。王卫星说：“日记
作者所在部队一路向南京方向进
犯，先后占领了江阴、镇江等地，该
师团一部曾参与进攻南京。西条荣
策于南京沦陷后随部队来到南京。
他在日记中记载了日军向南京进犯
途中的抢劫，以及目睹的南京大屠
杀后的惨状。”王卫星还指出：“南
京沦陷后，日军在城内外大肆搜捕
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怀疑是军人
的普通平民，甚至连安全区的警察
也不放过。1937年 12月 16日，日
军把为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工作的警
察和平民2000多人押到汉中门外
秦淮河边进行集体屠杀。这本日记
说明，直到1938年1月1日，被日军
屠杀的死难者尸体仍然堆积在外秦
淮河边。”

死难者尸体堆积在秦淮河边
日本士兵日记揭露南京大屠杀惨状

新增324张照片，印证中国军民被分批屠杀

珠海的刘昌言先生及朋友帮
助纪念馆征集到一批反映日军

“慰安妇”性奴隶制度的照片和史
料，包括上海“海乃家”慰安所建
筑改造图纸，以及日军在苏州、太
原、古北口营等地设立慰安所的
照片，进一步印证了日军在中国
实施的“慰安妇”制度。

有一份史料是日本关东军第
六病院棚木军曹反映日军后勤情
况的原始文件，包括人员和军马
的粮食配给、官兵医疗等，其中有
一份“慰安妇”名录是日军野战医
院为“慰安妇”所做的体检表格，
记录了“慰安妇”的种族、屋号、艺
名、本名、年龄。其中，中国籍“慰

安妇”有12人，最小的18岁、最大
的36岁。

孟国祥说：“这么多年来，我
们不断发现关于日军‘慰安妇’制
度的史料，通过这些我们能看到
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这是我们
的苦难史、屈辱史，我们要继续进
行研究。”

大东仁先生还在日本帮助纪
念馆征集到一组1937年侵华日军
攻占南京等地的照片，包括“南京
站前被炮火击中的中国房屋残垣”

“被侵华日军侵占后的南京汉中门”
“被侵华日军侵占后的南京下关火
车站”等共计324张。经研究，这组
照片与日军上海派遣军直辖之独立
野战重炮兵第十五联队有关。独立
野战重炮兵第十五联队于1937年9
月26日在上海登陆，参加了上海的

战斗。此后，该联队向苏州、无锡、
常州、南京进犯，南京沦陷后参与了
南京大屠杀。

在这些照片中，有一张写有“俘
虏收容处”字样的照片，照片中的建
筑物背景与日本发行的《支那事变
纪念写真帖：昭和十二、十三、十四
年世田谷街道部队》和1953年《画
报近代百年史》中的相关照片背景
相似。经比对，发现这三张照片是
由不同角度和时间拍摄的相同地点

的场景，即位于南京东郊仙鹤门镇
的“俘虏收容处”。日军第十六师团
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在日记中记载：

“在仙鹤门镇附近集结的约有七八
千人。此外，还有人不断前来投
降。处理上述七八千人需要有一个
大沟，但很难找到。预定将其分为
一两百人的小队，领到适当的地方
加以处理”，进一步表明了被抓到仙
鹤门“俘虏收容处”的众多中国军民
最终被分批屠杀。

11月29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2024
年新征文物史料发布会，包括侵华日军第十三师团士兵西条荣
策的战时日记、日本警视厅建筑课课长石井桂的调查报告《关于
上海、南京的防空设施》及调查的原始文件、反映日军“慰安妇”
性奴隶制度的照片等在内的重要文物史料入藏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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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条荣策的战时日记

石井桂的调查报告《关于上海、南京的
防空设施》等

“俘虏收容处”

上海“海乃家”慰安所建筑改造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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