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信息·

“南京大屠杀”研究简讯

月　萍

“南京大屠杀”研究会成立

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于 1995 年 8月成立, “南京大屠杀”

研究专家高兴祖任会长。研究会设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内。该馆研究员段月萍任研究会秘书长。

“南京大屠杀”学术研讨会将举行

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定于 1996 年 8月举办“南京大屠杀

史”学术研讨会,并拟于 1997 年举办“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二期工程峻工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二期工程最近峻工,包括建造纪念

馆正大门及华表标志碑、遇难同胞名单祭奠墙,改造了史料陈列厅、遇难同胞

遗骨陈列室、电影放映厅。

纪念馆征集文物资料编辑图书

1995 年,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新征集到文物、资料、图片 300 多

件, 编辑《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一书,已出版。

(作者单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重庆大轰炸文物资料展览

在重庆黄山展出

唐维华

　　为纪念抗战胜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50 周年而陈列的《重庆大轰

炸文物资料展览》,于 1995 年 12 月 25 日,在重庆市黄山陪都遗迹陈列馆的

草亭正式开展。

　　抗日战争期间, 中国陪都重庆为日寇战略轰炸的首要目标, 承受了在世

界战争史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大规模的、极其残酷野蛮的狂轰滥炸, 从 1938 年

12 月 26 日至 1943 年 8 月 23 日的五年中,日机空袭重庆 218 次, 出动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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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13 架次, 共投掷 22312 枚爆炸弹、燃烧弹, 炸死市民 20000 余人, 炸伤市民

15000 余人,焚毁房屋 11510 幢 34854 间, 炸毁船只 542 艘, 汽车 57 辆,公私

财产损失达 692 亿元(不包括驻渝中央政府机构,并有其他缺漏)。日寇的轰

炸给重庆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和损失, 在中国人民心中刻下了深深的创

痕。英雄的重庆人民为坚持抗战争取胜利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该展览分三个部分: 一 . 抗战爆发, 国府迁渝; 二 . 重庆在火海与血泊

中; 三 . 重庆在大轰炸中巍然屹立。展览通过 80 余幅珍贵的历史图片和 50

余件重要的文物资料, 展示了日寇轰炸重庆的过程和造成的巨大损失。其中,

世界空袭屠杀史上最严重的 1939 年的“五·三”、“五·四”大轰炸, 1941 年

“八·一九”、“八·二 ”密集的轮番狂炸, 1941 年的“六·五”大隧道惨案,

使处在火海与血泊中的重庆, 遍地焦土,死尸枕藉 ,惨不忍睹。但重庆人民在

日寇的狂轰滥炸下没有屈服, 他们同仇敌忾,坚毅 ,镇定,英勇抗争。这些情况

在展览中得到了历史的再现。

　　展览正式开放后, 已有数千人前往参观。观众反映:展览揭露了日寇的血

腥暴行, 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一些老年观众对当年日本轰炸造成

的惨景记忆犹新。青少年观众具体地了解到 50 多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

罪行, 表示要永远牢记这血泪的历史,不忘国难, 奋发图强, 为振兴重庆,振兴

中华而努力。

　　该展览作为固定的历史陈列, 将在黄山草亭长期展出。

(作者单位: 重庆市博物馆)

·书讯·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

抗日战争时期三卷出版

　　李新、陈铁健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中的抗日战争时期三

卷,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周年之际,由上海人民

出版社于 1995 年 8月出版。

《全民抗战　气壮山河》, 李良志、王树荫、秦英君主编。主要内容:国民政

府的对日备战、全民族抗战的爆发、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抗战初期中国的内

政外交、抗战战略防御阶段的结束。42. 2 万字。

《坚持抗战　苦撑待变》, 李隆基、王玉祥主编。主要内容: 抗日战争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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