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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

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为了进一步推进中日关系史以及抗日战争史的学术研究，为了
以历史事实教育中日两国的年轻一代，主持编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文库”。　
　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的村山富市在内阁发表讲话，承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对亚洲各
国的侵略。同年，日本政府实施为期十年以亚洲邻国为主要对象的“和平交流计划”。作为该计划的
一环，日本外务省决定在日中友好会馆内设立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并且希望我国提供协助.中日双方有
关部门通过协商方式确认了如下原则：在切实遵守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和精神、
承认日本军国主义对华发动侵略战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前提下，中方同意接受日方的要求，提供必要的
协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接受我国外交部的委托，作为协助日方研究的中方窗口，与日方联络、协调相
关事宜。　　1997年8月，日中友好会馆致函中国社会科学院，再次要求就协助进行历史研究问题进行
协商，提出“只有作为受害者、抵抗者中国的参与，历史研究事业才能达到所期的目的。这点正是需
要中国协助的”。日中友好会馆还表示，愿意将该馆的相关经费拨出一小部分交中方使用。经过协商
，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认识。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正式建立了“中日历史研究课题
”，通过课题指南形式，在国内公开招标研究者。课题招标范围在1874-1945年间，着重研究日本侵华
的历史以及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中日历史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对课题
申请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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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

内容概要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东京审判》全套共25卷约1200余万字,首批出版的8卷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有关南京
大屠杀的重要史料,内容包括中国军队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来犯日军进行顽强作战的历史档案材料,日军
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西方人士关于
南京大屠杀的文字史料,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的史料以及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大量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调查统计材料等等,涵盖了大屠杀历史的各个方
面,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人展示了当年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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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

书籍目录

本册说明一、东京审判的法律文件　（一）国际条约　　1.非战公约　（二）国际声明　　1.中美英三
国促今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　　2.盟军最高司令的特别声明　（三）法庭文件　　1.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宪章　　2.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程序　　3.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程序规则的修正与补充　（四）相关文件
　　1.联合国战争罪行委员会报告　　2.基南的讲话二、起诉方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证据　（一）证
人出庭作证与回答质证　　1.威尔逊的证词与回答质证　　2.许传音的证词与回答质证　　3.尚德义的
证词　　4.伍长德的证词　　5.陈福宝的证词与回答质证　　6.贝茨的证词与回答质证　　7.多田俊的
证词与回答质证　　8.桥本欣五郎的证词与回答质证　　9.伊藤信文的证词与回答质证　　10.马吉的
证词与回答质证　　11.梁庭芳的证词　　12.对田中隆吉的质证　（二）法庭上宣读的书面证据　　1.
起诉方摘要宣读的安全区文件　　2.起诉方摘要宣读首都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的报告　　3.起诉方摘要
宣读南京美国大使馆1938年电报　　4.起诉方摘要宣读阿利森致美国大使的信　　5.起诉方宣读的拉贝
的一封信　　6.起诉方宣读陶备曼致德国外交部的信　　7.起诉方摘要宣读审问武藤章记录　　8.起诉
方宣读的证人证词　（三）法庭确认的书面证据全文　　⋯⋯三、辩护方的证据四、判决书（有关南
京大屠杀）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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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

章节摘录

　　问　该委员会经常起草一些报告吗？　　答　该委员会期望其主要责任是在南京城处于包围的状
态下，以及当南京的行政当局消失而日本的军事当局尚未成立期间，在几天或可能是几星期的时间内
提供住房，如果需要的话提供一些食品。　　但是实际情况却远非如此，因为日本军队对南京的进攻
与占领非常迅速，但是问题也随之开始了。他们对待平民非常恶劣，以至于委员会的主席和秘书要定
期去找他们能够找得到的日本军官，并且每天准备报告，通报在安全区内发生的对平民的严重伤害事
件。在几周内，总共以书面或口头形式向日本军官通报了数百起此类事件，其中有很多报告涉及多起
事件，涉及大量人员。这些文件后来由金陵大学的徐淑希（Shu－His Hsu）教授编辑，通过上海的英
国凯利沃尔什（Kelly&Walsh）出版公司在1939或1940年出版。　　问　这些书面报告中的大部分是由
谁撰写的？换一个问题，请不要考虑刚才那个问题，我要换一个问题。由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
本当局提出的书面报告中，大部分报告上出现的是谁的签名？　　答　大部分是由斯迈思教授以委员
会秘书的身份签署的，还有部分是由拉贝先生作为主席签署的。　　问　1937年12月13日之后，中国
军队或中国人有没有抵抗日本军队的行为呢？　　　　答　令中国人极其失望，也令一小部分外国人
感到吃惊的是，在南京城里没有任何形式的抵抗。在拉贝先生、斯迈思教授以及我本人与日本军官就
暴行问题进行的多次会谈中，我们发现日本军官从来没有提到过中国方面有任何抵抗行动，或以此为
借口来解释他们对平民的攻击。惟一的抵抗事件是在他们进入南京大约十天后，一名水手在河上进行
了抵抗。　　问　你能得出你的答案吗？　　答针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吗？　　麦克马纳斯先生　庭长
，法庭的各位法官，现在我希望能够对该作证提出反对，并请求法庭注意同谋罪尚未确立，到目前为
止被告还没有被证明与同谋罪的指控有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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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

编辑推荐

　　撩开历史酷真一角 ，30多万人的血泪，南京保卫战的战史，日军施暴铁证，外国媒体报道，正义
审判的记录⋯⋯本史料集有着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1500万字全部为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在内容上没
有加进编者的一句话或一个字，保持着史料的原貌。其中，很多材料是第一次出版问世，首次呈现在
广大读者面前，涵盖了大屠杀历史的各个方面，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世人展示了当年的历史真相，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南京保卫战》是其中的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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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

精彩短评

1、#Books#在广商图书馆发现的好东西，初衷是想看东京审判的资料。最适合放在床头催眠的书，都
是审判过程的法庭记录，内容详实，值得收藏的书。
2、和以往带有种种主观色彩的文章相比，这本书全部是当时审判的实录，也就是说，你可以针对当
时法官的提问，律师的辩驳，证人的证词，第一时间做出自己的判断。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在
多年以后的辩词和当年律师的诡辩是多么惊人的相似。我们也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所有的涂改历史
是怎么回事？
3、我看的是南京大屠杀史料集67，东京审判日方文献及报道（上），1929年世界危机，小日本国内制
造业严重饱和。东亚被看做是一块软柿子，对东亚发起战争，可以拓展日本市场，掠夺别国资源，大
发横财，战争费用也可以通过战争赔款收回来，之前的马关条约，清政府赔了2亿两白银外加割地、
各种特权，由此可见，战争对于日本天皇可谓是“低成本高收益”，它不是民意。
    文中都是日方的文献及报道，有些东西是我们以前没有见过的，但侵略就应该付出代价，对于美国
“释放甲级战犯”这件事情历史到底怎么看呢？其它受害国有是怎么看呢？
    战后日本接受了大量美国的援助，包括军事庇护和居民生活保障，现在的日本也是美国的半个傀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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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

章节试读

1、《东京审判 南京大屠杀史料集7》的笔记-第612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的单独意见很有参考价值，具体见612到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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