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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现场》

内容概要

《抗战现场》是《伦敦新闻画报》1937年10月到1938年1月关于抗日战争图片和文字报道的合辑。在这
段时间内，《伦敦新闻画报》的记者在中国华北、上海、杭州、广州、南京等地，在战场的第一线，
采写、拍摄抗日战争的现场。出于西方记者的独特视角，他们所记录的抗战现场，有许多之前不曾注
意的细节，例如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军官穿白衣从城头缒城而下的场面，上海遭空袭期间小贩卖“防
毒口罩”的场面，八路军战士缴获敌人高射炮后的欣喜之情等；不少照片反映的史实有珍贵的史料价
值。
    这是一个鲜血记录下的抗战现场，本书汇集《伦敦新闻画报》的记者从1937年到1938年拍摄的所有
抗战现场照片，这些照片采自抗战时期中国华北、上海、杭州、广州、南京等地，全都在战场的第一
线，这也从另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华民族令人鼓舞的抗战精神和不息的民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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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现场》

作者简介

沈弘教授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学过英、法、荷兰、拉丁等欧洲语言，也取得过一
定的学术成果。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他在到世界各地讲学和访问之余，遍访北京、杭州、香港、
哈佛、芝加哥、多伦多、伦敦、牛津等地的大学和公共图书馆，收集到不少有关近代中国的老照片，
其中大部分都是国内难得一见的珍贵记录。沈弘教授陆续对这些老照片进行整理、研究，并向公众发
表，引起了相当的关注。《抗战现场》是他关于老照片的第二本集子，而备受好评的《晚清映像——
西方人眼中的近代中国》则是第一本。沈弘教授现住在北京，他的家庭曾于2001年被评为“北京市家
庭读书藏书状元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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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现场》

书籍目录

卢沟桥事变：中日危机发生时的现场照片1937年7月31日
被南京政府驻华北军队所放弃的京师：鸟瞰北京1937年8月7日
华北的中日军事冲突；以及北京所做的准备1937年8月7日
藏在雨伞下的一支中国军队：利用老式装备巧做伪装的“喜剧性”插曲1937年8月14日
中国士兵——目前中日军事冲突中一个谜一般的因素：中央政府现代化正规军中的一名士兵1937年8
月21日
与华北的日本军队在一起：在天津附近作战的日本士兵们1937年8月21日
上海一中日军事冲突的中心：“宫殿”与茅舍，西方与远东之间的对比1937年8月21日
扛着机关枪的宿命论者1937年8月28日
中日军队在天津展开的激战：各国的防御设施；日本的军事行动1937年8月28日
中日军队在天津展开的激战：轰炸和炮击以及逃脱的中国后备部队1937年8月28日
上海——战争威胁价值1.8亿英镑的英国利益；外滩全景照片和被炸的虹口1937年8月28日
公共租界的惨案：先施公司百货商店被炸弹击中1937年8月28日
北京笼罩在日本侵略的阴影之中1937年8月28日
中国新闻报道1937年9月4日
被战争阴云笼罩的上海：浓黑的硝烟笼罩了发生惨剧的场景1937年9月1 1日
上海的战况：进入巷战阶段1937年9月18日
战火中的上海：日本军队的士兵和军官们1937年9月25日
日本军队在华北步步紧逼：空军支援和步兵攻势1937年9月25日
空袭威胁下的南京一中国的首都，政治、商业和文化中心1937年9月25日
在“无人区”和前线：上海地区的战争1937年10月2日
日本轰炸中国城市激起了英国政府的“极度震惊”1937年10月2日
在上海的日本舰队：处于战争状态的军舰1937年10月9日
在上海战区：典型的中国和日本军队1937年10月9日
从侦察活动中归来1937年10月9日
日本空袭广州1937年10月16日
大后方和前线：日本阵亡将士和中国军队的战壕1937年10月16日
广州的苦难：空袭所造成的破坏震惊世界1937年10月16日
饱经战争创伤的中国：上海和南京附近1937年10月23日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远东战争中的戏剧性战斗照片1937年10月23日
具有巨大破坏力的空投炸弹：在南京造成的死亡和毁坏1937年10月23日
中国的战争：福州封锁线；以及上海租界的防御措施1937年10月30日
中国战争中的空战：日本的袭击和中国的抵抗1937年10月30日
轰炸机飞行员从云层上所看到的一支海军舰队1937年11月6日
日本“炸开一条血路”：一颗炸弹在上海附近爆炸1937年11月6日
跟把中国士兵从精心修筑的防御阵地赶走的日本军队在一起，战区的“扫荡”工作，被缴获的中国坦
克，以及海战1937年11月6日
基于九国条约，寻求结束远东的战争：在国际远东会议上，代表们达成了共识1937年11月13日
上海一座钢筋混凝土建筑抗住了炸弹的轰炸：作为日本空袭目标的北站，以及其他的中国军队防御设
施1937年11月20日
上海的近距离作战：炮击北站造成的后果；闸北燃起的大火1937年11月20日
从近处观察上海的战争：用一组照片表现的戏剧性事件1937年11月20日
南京中山陵披上了伪装：著名的陵墓“消失”，以及其他防空措施1937年11月20日
在上海：英国防御指挥官，和闸北的战斗1937年11月27日
“敢死营”困兽犹斗的地方：闸北燃起熊熊大火1937年11月27日
“敢死营”的脱险：舍生忘死的上海功绩1937年12月11日
战乱上海一个性命攸关的时刻：著名人物与中日战争1937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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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现场》

被置于日本虎口之下的中国首都：新旧南京1937年12月11日
上海的法租界——禁止日本人人内：隔绝的世界和难民1937年12月11日
从中方的角度看战争：上海、苏州医院、南京1937年12月18日
跟侵华的日本军队在一起：坦克和步兵在休息1937年12甩18日
从中方角度看战争：坦克、运输、上海的士兵坟墓1937年12月18日
中国的首都据称已在12月份陷落：日本轰炸机飞行员眼中的南京1937年12月18日
日本人向南京进军：一个月之内推进了200英里1937年12月25日
日本人在上海挑衅性的胜利游行：扔炸弹的事件，以及一支日本车队在法租界被阻1938年1月1日
在中国的战争：英国船只被炸，以及其他事件1938年1月1日
南京的沦陷：在城前和城门上的一场鏖战，松井将军的入城仪式1938年1月8日
通向胜利之路1938年1月15日
南京陷落之后：被困的中国人，清理城门，中国军队撤退时的大火和爆炸1938年1月15日
中国最神圣的神龛落入了日本人的手中：孔子的陵墓1938年1月15日
中国的“常胜军”——它的摩托化部队和两栖坦克1938年2月19日
“红军”的沙盘训练，槌球游戏和正在进行的战争：采访中国共产党抗日游击队1938年4月2日
在敌人的后方骚扰日本军队：在山西的共产党游击队战士1938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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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现场》

精彩短评

1、照片发红，不够清晰不够大。
2、客观，直观。但图片较为普通
3、国军
4、老照片都还是蛮经典的。
5、题材挺好的，但这本书做毁了。
6、#書友集记录# @書友集 西方镜头下的抗战，因为多数记者聚集在北京上海，所以影像资料并不完
整，仅在抗战后期共军向大城市推进时才做正面报道。通过新闻报道看起来波澜不惊的客观叙述，结
合之前的认识，更加深刻感受到当时形势严峻，以及战争残酷程度。珍惜和平。
7、哎，印刷质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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