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事实说话
——贝德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

章开沅

关于南京大屠杀, 最早在国内外同时出版的原始史料结集, 应

是《曼彻斯特卫报》驻华记者田伯烈编著的《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

行》①。在这些目睹日军暴行的外国人之中, 有一位就是当年奉命

留守校产的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贝德士 (D r. M iner Searle Bates,

1897_ 1978)。贝德士生前保存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救

济委员会档案文献甚多, 堪称实录南京大屠杀的“同时代的第一手

资料”, 现均妥善保存于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Specia l

Co llect ion s)。本文仅就与田伯烈有关之若干问题略作论述。

一　一位态度极为公正的外侨

《外国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史料价值甚高, 当时为保护资料

提供者的人身安全而一律隐其姓名, 但却为读者带来某些理解方

面的困惑, 甚至为那些“南京大屠杀虚构论”者留下若干可乘之隙,

因此有必要对此书进行认真考订。

譬如, 田伯烈把此书第一章第一部分资料的提供者, 称为“这

是南京一位最受尊敬最有声望, 态度极为公正的外侨”。此人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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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 J. T imperley, W hat W ar M eans, T he J ap anese T error in Ch ina (L ondon, N ew
Yo rk:M odern A ge Book s, Inc. , 1938)。同年 7 月, 杨明译的中文本《外人目睹中之
日军暴行》在汉口出版。此外还出版两种日文译本, 一为《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
行》, 一为《何为战争? 日军暴行录》。



田伯烈和他在国际委员会中的友人当然心中有数, 可是外界人士,

特别是后世读者却摸不着头脑。其实此人即贝德士, 因为田伯烈其

后又引用了他的另一封信, 并且介绍说:“提供本书第一章第一部

材料的某君, 又于 1 月 10 日, 即在日军占领南京将近一个月后, 写

信给他的朋友们。”这封信的原稿, 我已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

收藏的《贝德士文献》(Bates’ papers) 中发现, 信尾清清楚楚署有

“(signed)M iner Searle Bates”的字样。

这封信当时复印并秘密送往外间者似乎不少。因为, 早在

1938 年初, 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王世杰已在日记中提及贝德士此项

活动。其 1 月 10 日日记称:“金陵大学美国教授Bates, 曾在首都目

击去年 12 月 13 日日军入城后抢劫私家物品, 大批枪杀解除武装

之我方军士及难民, 并搜挟少年妇女于一处而强奸。该教授曾将目

击情形, 以书面分送中外人士, 但未署名。”这里说的似乎是 12 月

15 日贝德士给上海友人的信, 此信已被田伯烈书收入, 而在《贝德

士文献》中却未留存原稿。但王氏 2 月 14 日的日记即已提到贝氏

1 月 10 日的信:“今日由汉口渡江赴武昌, 去华中大学之餐约。席

间该校代理校长黄涛, 具述留在南京之美国教授Bates, 最近托美

国军舰带出之信息。据B 1 氏 1 月 10 日函称, 日军入南京后, 其强

奸、抢掠与残杀无武器人民之惨状, 有非外间所能梦想者。全南京

城内, 日军强奸妇女之案件, 德国人估计在二万件以上, 即仅就金

陵大学校舍而言, 难民之逃避该校中者, 约三万余人, 强奸案当在

8000 起以上。有 11 岁幼女与 53 岁老妇, 亦未能幸免者。至于城内

房屋及商店, 殆无一家未被抢劫者; 劫后往往以化学药物纵火焚

烧。此种强奸行为, 往往于白昼行之, 并往往是由军官领导为之!业

经放弃武器与军服之华兵, 以及一般难民, 被日军任意枪杀者, 触

目皆是。外国人之留在南京者, 亦多受侮辱与劫掠, 各国使馆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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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掠。 (B 1 氏函件已由该校给一份)。”①

贝德士是D r. Bates 的正式中文名字。他在 1897 年 5 月 28 日

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纽瓦克 (N ew ark)。父亲是一位学者型的新

教牧师, 长期担任本地哈莱姆学院 (H iram Co llge) 院长。贝德士

1916 年毕业于这个学院, 并获得罗兹 (R hodes) 奖学金前往英国牛

津大学攻读历史, 由于欧战期间曾服兵役, 1920 年才获得硕士学

位。同年 7 月, 经由基督教联合布道会 (U n ited Ch rist ian M ission2
ary Society) 授予传教士资格并派往中国, 从此在南京金陵大学政

治、历史等系任教, 直到 1950 年才最终离华返美。1937 年 8 月以

后, 日军进攻上海、南京, 金陵大学西迁四川成都, 贝德士奉陈裕光

校长之任命留在南京守护校产, 并经董事会决议给以应变委员会

主席与副校长名义。南京沦陷前后, 他与金大社会学系史迈士教

授, 以及校外外籍人士费吴生、马约翰等, 共同创建南京安全区国

际委员会 (以后改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 , 做了大量救济难民与

对外揭露日军暴行的艰巨工作。国际委员会的档案文献大部分归

贝德士保存并于 1950 年带回美国, 遂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永

远的重要罪证。

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保存的《贝德士文献》, 总共 131 盒

(Box)、1162 卷 (Fo lder) , 数量甚大, 内容亦极丰富, 可惜至今仍未

经充分利用。与南京大屠杀直接有关的资料, 集中保存于第 4 盒之

第 52、59、63、67 卷, 第 102 盒之第 861—871 卷, 第 126 盒之第

1137 卷。第 52 卷收有贝德士 1938 年给友人与妻子的一些信件;

第 59 卷收有 1937—1938 年国际委员会及贝德士本人与日本大使

馆之间的来往信函和附件, 还有 1938 年与上海日本总领事馆之间

的来往信函及附件; 第 63 卷收有 1937—1938 年贝德士与金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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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世杰日记》(台北: 中研院近史所, 1990 年, ) 第一册, 第 163、178—179 页。1990
年秋, 吴相湘先生曾经由“对日索赔会”同事章铨兄函告:“由此可知, 当时中国政府
是由Bates 信件上始知南京大屠杀事, 故贝德士文件, 见得有副本, 其重要性可知
矣。”



学创建者会 (Board of Founders) 之间的信函, 1938 年与上海全国

基督教会之间的信函, 以及 1941 年国际委员会的相关信函; 第 65

卷收有贝德士与田伯烈之间的来往函件; 第 861—871 卷主要是贝

德士收藏的各种有关南京沦陷后情况的文献资料, 其中 863—869

卷价值较高; 第 1137 卷是贝德士认为对自己有纪念意义的杂件,

其中有他在 1946 年 7 月出席远东国军事法庭作证的记录副本, 还

有若干对此次审判的报道。

只要稍加检阅相关资料便不难发现, 贝德士不仅是《外人目睹

之日军暴行》一书的资料提供者, 而且还是此书编辑工作的主要策

划者之一。

他在 1938 年 4 月 12 日从上海寄出的致友人函说得很清楚:

“这里正积极准备在英国和美国出版H 1J 1 田伯烈先生写的一本

书, 作者是《曼彻斯特卫报》有经验的记者, 书名可能是《日军在华

暴行》(T he J ap anese T error in Ch ina)。田伯烈先生是一位品格高

尚的新闻工作者, 他与北平的基督教领导人长期保持密切关系。他

保存着得自此间救济团体的陈述中国战争实况的大量文献。这些

资料是以公正而具有建设性的方式公布的⋯⋯尽管不能对这项工

作承担法律责任, 但从一开始我便与它联成一体, 曾经参与商讨计

划及其发展, 也曾校阅全部文稿。此外, 该书还利用了我在 12 月

15 日起草的一份报告, 那是为当时留在南京的许多新闻记者准备

的。附件包括许多 12 月间我给日本使馆的信件。其中也有我在 1

月 10 日叙述过去几周南京陷于普遍恐怖情况的信。给日本使馆的

信我虽未署名, 但南京和上海 (即或不包括东京) 的日本官员心里

都很清楚, 这些文件出自我的手笔。史迈士博士由于曾在国际委员

会秘书处发出的各种报告和案件上签名, 多少也受牵累⋯⋯因此,

日本当局将有可能特别憎恶南京这个小小的外国博士团体, 尤其

是我。费吴生由于其日记被引用, 马约翰先生由于他的几张照片被

刊载, 都将严重受牵累。”信中还特别强调:“我们感到以积极的方

式揭露暴行真相乃是一种道德义务。只有我们或与我们一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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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才能做到如此。”“我们不相信孱弱有所改善我们在世界上

所面对的一切。让我们去履行我们自己认定的责任。以善良的心

去做并且同样承担其后果。”①

信中提到的史迈士 (L ew is S. C. Sm ythe) 是金大社会学教授,

国际委员会的秘书, 曾主持南京地区战争损失调查, 编写出版《南

京战祸写真》(W a r D am ag e in the N ank ing A rea , D ecem ber, 1937

to M a rch , 1938)一书。费吴生 (Geo rge A. F itch)出生於苏州, 基督

教青年会领导人, 时任南京安全区主任, 他的日记是南京大屠杀最

详实的记录之一。马吉或马约翰 (John M agee)是长期在华传教的

美国圣公会牧师, 国际委员会委员, 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

席, 他曾用小型摄影机拍摄了许多日军残杀暴行的现场画面, 成为

留存至今的弥足珍贵的影像资料。

二　揭露暴行乃是一种道德义务

正是基於上述认识, 贝德士、费吴生、威尔逊 (Robert O. W il2
son, 鼓楼医院外科医生)等国际委会成员, 在极其艰难繁忙的情况

下坚持逐日逐事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烧、杀、淫、掠乃至大肆贩毒的

残暴罪行。

由于田伯烈的书已经发布一部分国际委员会的文献, 为避免

过多重复, 这里只重新译述王世杰所见过且为当时影响较大的

1938 年 1 月 10 日贝德士致友人函。全文如下:

　　这是在强奸、刺刀捅戮和肆无忌惮的抢劫之间仓促写下的简短

笔记, 准备经由自日军进入南京局势变化以来所能利用的第一艘外

国般只——一艘救援“帕内伊”号的美国海军拖船——将它送出去。

上海的朋友们将从总领事那里得到这些笔记, 并将设法把它从一艘

不受检查的外国船只上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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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以来, 拥挤的安全区内的形势已经缓和多了, 这主要

是由于大批主力部队的撤离。“恢复纪律”时有时无, 连宪兵也强奸、

劫掠与玩忽职守。由于人事变动和行动摇摆, 时局随时可以出现新

的变化。这里没有可以看出得出来的政策, 外国外交官终于 (在本星

期)被允许重新进城, 这似乎表明一种需要稳定的愿望。

一万多手无寸铁的民众被残酷地杀害。大多数我所信赖的朋友

认为远远不止这个数字。被杀害的是一些放下武器或被俘投降士

兵, 还有包括许多妇女儿童的普通民众, 也被肆无忌惮地枪杀和刺

死, 就连他们是士兵这一藉口也不需要了。能干的德国同事 (指国际

委员会主席拉比等人——引者)估计强奸案例有 20000 起。我想不

会少于 8000 起, 也许还要更多。仅在金陵大学校园范围内——包括

我们一些教职员宿舍和现有美国人居住的房子——我得知详细情

况的就有 100 多例, 可以确信的大约有 300 例。人们很难想像这种

痛苦与恐怖。小至 11 岁和老到 53 岁的妇女横遭奸污。在神学院里

面, 17 个士兵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一个妇女。事实上约有 1ö3 此类

案件发生在白天。

城里差不多每一幢房屋, 包括美、英、德等国使馆或大使官邸,

还有比重甚大的外侨财产, 都遭日本士兵反复抢劫。各种车辆食物、

衣服、被褥、钱币、钟表, 一些地毯和绘画, 各种贵重物品, 都是猎取

的主要目标。抢劫仍在继续进行, 特别是在安全区以外的地方除了

国际委员会的米店和一个军事商店外, 南京别无其他店铺。大多数

商店起先是人人都可以闯入行窃, 继而被一批一批日本兵带着卡

车, 往往是在军官指挥下, 有计划地洗劫一空, 然後再行焚毁。我们

现在仍可看到几处起火。许多住宅区也被蓄意焚毁。我们取得日本

兵纵火用的化学剂片的几个样品, 并已调查了这过程的各个方面。

难民大都被抢走钱财, 连微薄的衣物、被褥和食品, 也至少遭到

部分抢劫。这种行为极其残酷, 结果在第一周或开头十天, 人人脸上

都露出绝望神色。这个城市的工作和生活前景是可想而知的: 商店

和机器完蛋了, 至今还没有银行和通信系统, 几条重要街区被焚毁,

其余的一切都遭劫掠, 现在人们面临着饥寒交迫。这里大约有

250000 人; 差不多全待在安全区, 足足有 100000 人完全依靠国际

委员会提供食宿。其他的人则靠剩下的一点米粮勉强度日。日本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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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部门出于金融和政治上的原因, 正开始发放少量从中国大量

储备物资中没收的大米, 但士兵烧毁不少此类物资。更料想不到的

是, 当我向日本官员问及邮电服务时, 他们回答:“没有计划。”这似

乎就是所有经济方面和大部分政治方面的现状。

国际委员会的援助是富有成效的, 其活动堪称奇迹。三个德国

人干得很出色。为了与他们保持同事关系, 我几乎愿意佩戴纳粹徽

章。① 一个丹麦人和三个英国人在初始阶段提供了大量帮助, 但在

中国人从南京撤退以前, 就被他们的公司和政府撤回了。这样, 大部

分工作就落在美国传教士身上, 不过他们全都在挤满刀伤、枪伤人

员的病院紧张救护, 无暇顾及其他。自然, 我们有些人承担了各种职

务, 也有职责观念。从一开始就有相当数量的中国人帮忙与合作, 而

大部分琐事不得不由中国人或通过中国人去做。但有时如果没有一

个在紧要时刻能勇敢面对枪口的外国人在场, 便什么事也办不成,

哪怕是运一大车大米。我们冒过若干巨大风险, 受过多次沉重打击

(既有实在的也有比喻的) , 但还是侥幸取得远远超过目前局势所能

允许的许多成绩。对发生的每件事, 我们都注视, 都过问。我们承担

提供食宿、进行谈判、递交抗议和采取保护措施等一般工作, 此外还

阻止了许多抢劫, 劝阻和吓退了许多小群士兵的强奸和蓄意强奸。

难怪一个日本使馆官员对我们说, 将军们对他们不得不在中立的观

察员 (N eu tra l observers)的注视下完成其占领而感到愤怒, 他们声

称 (纯然出於无知)在世界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情况。

有时候我们完全失败了, 但成功的百分比也很大, 足以证明付

出相当大的努力是应该的。我们必须承认, 虽然某些方面的关系还

远不尽如人意, 但由于日本大使馆为缓和日本军方和外国利益之间

的冲突作出了努力, 领事馆警察 (数量甚少, 并非尽皆善良) 比较合

乎礼仪, 加上这项事业的主要人物一直是发起“反对共产主义第三

国际协定”的德国人, 和本国船只遭到野蛮袭击需要抚慰的美国人,

我们获益匪浅。由於大量财产案件和国旗问题, 日本人两度拒绝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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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转达美国官员返回的温和要求。虽然本周情况有所改善, 我

们与乡村和江边还是隔绝的, 只有美国海军通过美国使馆进行范围

有限的通信联系。

大约从 12 月 1 日起就没有邮件了, 以前的邮件也大都曾在途

中耽搁。昨夜我们室内的电灯是特别给安排的 (我们有 7 个美国人,

其中有人与电厂员工有私人关系)。日本人枪杀了电厂 54 名技术员

中的 43 个, 诬指他们是中国政府的雇员, 还有飞机轰炸, 大炮轰击

和枪弹射击, 公共设施恢复之缓慢是可想而知的。然而工作人员及

其家属的安全缺乏保障是主要的绊脚石。自来水得靠电泵抽取, 不

过在城市低洼的地方开始有涓涓细流。至于电话与公共汽车, 即或

是人力车, 也都别作梦了。我们安全区的面积大约是两平方英里, 还

没有完全形成。在这个集中区内, 我们没有发现过值得重视的火灾。

除了日本兵的犯罪和暴行以外, 基本没有其他犯罪和暴行。直到本

星期, 日本兵又转向安全区外门户洞开的房屋大肆劫掠——特别是

抢夺燃料。 (没有武装警察)

有 30000 多难民居住在金大校舍各处。管理问题很令人担心,

哪怕是维持很低的生活水准。我们当中金大的正式教职员和工人寥

寥无几, 但他们的工作大多非常出色。志愿帮忙的人很多, 由国际委

员会把他们很快的聚集一起, 他们前来动机相当不纯。现在我要谈

到告密以及日本人恫吓和收买特务的问题。我本人就曾遇到三个以

上此类麻烦, 我开始怀疑他们是否想使我或金大陷入绝境。例如, 过

去三天中发生两件事, 使我对金大附中遭受损失的报告自相矛盾

(于是指称我撒谎和欺骗日本人, 对我表现轻蔑, 从而攻击我和这个

庞大难民营的另一个负责人)。另一件事是, 一位人格高尚的翻译,

不屈服于对他的威胁, 拒绝离开附中难民营去为他们工作, 被他们

像绑赴刑场一样抓走。我试图打听他的情况, 结果被别人猛地推进

可怕的宪兵办公处的大门。恰好那个办公处的宪兵昨夜从金大一所

房子抓走一批妇女并残暴奸污。他们从事此项罪行时, 用刺刀对准

我们一叫R 的人①, 他不该碰巧在那个时候去那个地方。当奋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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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R 是李格斯 (R iggs, Charles H. ) , 金陵大学美籍职员, 国际委员会委员, 工作异常
勤奋而又勇敢。



那些可怜而又特能忍耐与令人好感的人们做点什么时, 你就能

领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滋味了。

南京真正的宪兵只有 17 位, 而同时则有 50000 士兵放纵无羁,

一连几天我们看不到一个宪兵。终于发给一些士兵专用臂章以权充

宪兵, 这意味着他们为非作歹而可得到保护, 不至于被当作普通人

看待。我们看到有些士兵强奸时被军官发现并责骂, 然后又毫无约

束地被放走了。还有人抢劫后只向军官行个礼便可了事。有次他们

夜间开摩托车来金大抢劫, 实际上就是军官亲自指挥的。他们把我

们的门卫逼靠墙壁, 强奸了三个妇女, 还将其中一个带走 (另一个是

12 岁女孩)。

L ① 完全有理由认为我在“帕内伊”号上死了或负伤, 因为我仍

在南京的消息还没有传到那里, 而东京的各种报纸则暗示所有外国

人都被带上此船。经历 48 小时的悲痛以后, 她在一份报纸上看到,

日本人进入南京之后不久, 两个笨汉 (D um b- bells) 打听到我的下

落。为回应她的朋友们的感谢, 这家报纸于 17 日匆忙派遣几名记者

和一名摄影师 (日本人 13 号进城,“帕内伊”号沉没, 慢慢传出爆炸

声)。元旦那天, 他们有人给我带来一张照片和一封信, 日本使馆恪

尽职守, 当然已经读过此信, 这样我俩就免得长时间相互担心。虽然

她曾通过各种途径和媒介给我写过许多信, 拍过许多电报, 但自从

11 月 8 日以来, 除了这封信, 别的什么我也没有收到。12 月 17 号,

她打算在元月的第一周到上海, 此外我再没有获知其他消息, 也许

通过新来的炮舰最近拍发的一份无线电报, 可以得到若干来自上海

的消息。

可是他们 (指日本军方——引者)不让我出南京城, 而即使交通

工具对她是开放的, 她也不会获准出上海西行。我们不知道这种状

况将继续多久。中国人非常害怕这些美国人或所有外国人被赶出南

京, 他们迄今为止害怕我们离开甚于留下。同时, 我设法与大使馆工

作人员, 一些半官方日本人, 甚至一些不那么残暴奸诈的警察和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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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 是L illiath 的简写, 即贝德士夫人, 金女大教授。1937 年夏与贝德士携二子赴日
访问。抗战爆发后, 贝德士奉学校之命只身返宁保护校产, 夫人与两个孩子此时仍
滞留在日本。



兵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很难进行。到今天已有四周了。只要我们

事先知悉, 炮击与轰炸几乎不再使我们不安。前途未卜!

附言: 写这封信不是为了激发对日本人民的仇恨, 这一点几乎

无需说明。如果事实说明了一个现代军队——一个用欺骗的宣传掩

盖其罪行的军队——的种种野蛮行径, 那就让事实说话吧。在我看

来, 重要之处在于这一战争带来无限苦难。这种苦难因放纵和愚蠢

而倍增, 使未来长久限于黑暗。①

这封信可以看作是, 日军进城将近一个月期间, 贝德士目睹各

种残暴罪行的概略综述, 而其根据则是国际委员会逐日逐事的记

录。

除类似上述私人信件外,《贝德士文献》保存的有关南京大屠

杀资料, 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1)各难民营综合的或零散的报告;

(2)经国际委员会核对、整理, 以秘书处名义, 向日本当局正式提交

的报告; (3) 按照国际委员会主席拉比的建议, 贝德士以金陵大学

应变委员会主席 (T he Chairm an of the Em ergency Comm it tee of

the U n iversity of N ank ing) 名义, 就金陵大学校产范围内所发生

的各项罪行, 单独向日本当局提交的正式报告。

国际委员会提交的历次报告 (大多由秘书史迈士签发) , 包括

400 余案例 (编号至 444, 但间有重复) , 已被《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

行》一书作为附录刊布, 同时又经徐淑希编为《南京安全区文件》

(D ocum en ts of the N ank ing S af ty Z one, S hang ha i, B ritish K elly

and W a lsh F irm , 1938)出版, 所以本文无须重复引述。各难民营零

散报告, 由于所有罪行事实已经列入国际委员会历次报告, 所以也

不必一一罗列。这里仅举贝德士以金大应变委员会主席名义, 于

1937 年 12 月 18 日, 即日军占领南京的第六天, 给日本使馆的一

封信作为示例。此信正文如下:

由于士兵们的暴虐与抢劫, 到处仍然是悲惨与恐怖。超过

17000 人, 多数是妇女与儿童, 现在住在我们校园, 渴望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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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继续大批涌进, 因为别处情况比这里更为恶劣。不过我

们必须将此间过去 24 小时“相对良好”的处境记录送交你们。

(1)乾河沿金大附中。一个恐怖至极的儿童被刺刀戳死, 另一

个重伤垂死。8 个妇女被强奸。我们几位同事, 试图为这些可怜人

送点食物并给予照料, 却被士兵们无缘无故殴打。士兵不分昼夜,

多次爬过围墙。三天来, 许多人无法睡眠, 出现一种歇斯底里的恐

惧。如果这种恐惧与失望导致士兵强暴妇女的抗拒, 将要造成毁

灭性的屠杀, 而你们的当局将为此承担责任。美国国旗被无故撕

毁。

(2)胡家菜园 11 号农具店有两个妇女被强奸。

(3)涧银巷养蚕室两妇女被强奸。

(4) 汉口路 11 号住有我们两个美国同事的教员宿舍, 一个妇

女被强奸。

(5)农经系 (小桃源)多次惨遭蹂躏, 妇女全部逃走。今天早上

我到此查看, 6 个士兵向我逼近, 其中一人不断扣住扳机以手枪对

住我, 而我无非是客气地问他是否在这里发现任何问题。

上述确凿事实, 还不包括普通老百姓的悲惨境遇, 浪荡成群

士兵往往一天 10 次、一夜 6 次向他们索取妇女和抢劫钱财。他们

强烈要求立即加强约束。

获悉贵馆代表宣称, 昨夜在这些房屋门口安排有宪兵 (在其

他难民聚集较多地点亦然) , 但看不到任何一个警卫。由于士兵到

处爬墙, 少数警卫亦无济于事, 除非是整体纪律恢复良好。秋山支

队司令部设立于何应钦公馆①, 给周围造成特殊灾难, 可能要等到

你们的士兵被约束为止。如果将军有此意愿, 司令部本来可成为

安全的象征。

此间和全城民众由于饥饿而绝望, 因为士兵抢走他们的食品

和钱财; 另外有许多人挨冻生病, 因为士兵拿走他们的衣服和被

褥。日本当局如何处理此事? 每条街道都有带泪的悲伤传说, 哪里

有日军, 哪里的人和房屋就无安全可言。当然这并非日本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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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何应钦上将的公馆建于金陵大学校园之内, 这幢高级西式建筑至今保存良好, 作为
南京大学外事接待之用。



所愿如此, 所有南京居民都渴望日本人有所改进。

我深信, 如果你们之中有一位得便, 与我一道前往某些恐怖

与痛苦尚在继续的地区, 这将比你们老是待在屋里好一些 (由于

应付七个士兵的例行公事, 他们称之为“检查”, 实际上是寻找可

以在晚上抓走的妇女, 因此这封信的书写曾受到干扰)。

昨晚我睡在这里, 并将继续如此, 期望多少能给无助的妇女

和儿童以若干支援。其他从事人道工作的外国人和我自己都受到

你们士兵的恐吓, 而其反映则是明确的。

此信纯属善意且符合礼仪, 但所反映的某些引起不愉快而令

人失望的事实, 则是我们自日军进城五天以来的亲身经历, 亟待

解救之道。①

另外在《贝德士文献》中还保存着一份他在 1937 年 12 月 26

日起草的《金陵大学登记后果随记》初稿, 揭露日军借“难民登记”

名义, 骗走大批无辜良民并加以杀害的卑鄙罪行。内称:“将近下午

5 点钟, 这两三百人被宪兵分两批带走。第二天早上, 有一个身带 5

处刺刀伤口的人来到金大医院。此人一再明确自认是曾住在图书

馆大楼的一个难民, 但是他没有到网球场集合。他在街上被抓住,

加入确实是从网球场带走的群众之中。那天傍晚 (不知是在牯卢寺

(音译) 以西还是其附近) , 大约有 130 个日本兵用刺刀捅死了 500

个类似的俘虏中的大多数。这个受害者恢复知觉发现日本人已走

了, 就在夜间设法爬回来。”② 这次屠杀, 如果与草鞋峡、汉中门、汉

西门、中华门、花神庙、燕子矶等地成千上万人的集体屠杀相比较,

规模虽然较小; 但由于二三百受害者是大多从金大校园, 而且就在

贝德士眼前被诱骗走, 所以他既谴责日军“完全不顾信义”, 自己内

心也充满痛苦的愧疚。他在上述《随记》初稿中写道:“每天有几千

难民送来登记。为了他们的安全, 我们对在这幕悲剧中处于各种重

要地位的日本军官和士兵, 必须笑脸相迎, 谦恭有礼, 接连许多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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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es’ Papers, RG10,B102, F865。



简直是一种酷刑。我们觉得, 我们已成为杀死那二百多人的从犯,

应该向他们可怜的家人负责, 如果那些人也在附近苦海中的

话。”①

除了为自己的力不从心, 眼睁睁地看着日军每天开进难民营

残害中国民众而悲愤自责外, 贝德士对美国政府纵容乃至支持日

本侵华战争也极为不满。他在 1938 年 11 月 29 日给友人的一封长

信中写道:“南京城内美国和平主义者生活的严峻特色之一, 是连

续几天亲眼看见成百架轰炸机群飞过的经验, 有些载着美国装备,

而且几乎全部灌满美国汽油。江面上连绵不绝的军舰是用美国汽

油驱动的, 公路上数以百计的军用卡车也是通用公司和其他美国

厂家制造的。加以知悉他在美国的和平主义同伴正在谴责 (美国) ,

为了害怕得罪法西斯国家, 断然反对通过国际合作走向世界政府

蹒跚的第一步, 反对取消与侵略者的经济伙伴关系, 从而使世界上

的弱国横遭蹂躏。难道善意对于他人还有什么胜于强权的实质意

义?富国应该为大家的公益作经济调节, 而不应以武装的贪婪掠夺

他们弱势的邻居。”②

但是, 贝德士丝毫没有放弃难民救济工作, 也丝毫没有动摇正

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信念。在上述同一封信的结尾, 他似乎是向全世

界宣告:“给全球以和平, 给人类以慈悲 (Peace on earth, good w ill

to m en)。但是, 我们前面的和平能成为慈悲的和平吗?每个灵性的

观念似乎都无可抗拒地被置于严峻的形势下接受考验, 但我知道

它不会错位与扭曲。不要被邪恶征服 (Be no t O vercom e of evil) ,

这是直入心扉的召唤。以善胜恶 (O vercom e evil w ith good) , 需要

比大多数人所能见到的更强有力的‘善’, 但这无疑是工作的正确

途径。所以我们这个圣诞将如此去做。按常识判断几乎没有多大

希望, 但有大量的爱, 即使在毫无希望的粗暴和令人沮丧的地方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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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发现。”

他还曾对友人倾诉心曲:“我同其他人一样明白整个局势的严

峻与黑暗, 在这里很难找到公理与正义。个人自身问题早就有了回

答。基督教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 用不着为自己的生命担扰, 只会

为自己难以满足巨大的需求而感到愧疚。”① 他和国际委员会的同

事, 继续日日夜夜救死扶伤, 为数万乃至十万以上的难民谋求食物

与住处, 经常以怨求、辩论乃至自己的躯体, 在枪口、刺刀与受害者

之间从事紧急救援。尽管他们的努力屡遭挫折, 但是并不感到孤立

无援与沮丧失望。正如贝德士所言:“本地这个为救济难民而奋斗

的罗曼史, 实在值得付出生命、鲜血、入狱与眼泪; 这个德国纳粹

(指国际委员会主席拉比——引者)、英国生意人和我们美国传教

士合作的故事, 已经超越了我们国家的本份; 在我们群体内还有一

部分是回教徒、佛教徒与天主教徒; 应紧急召集而来的许多中国职

员显示的优秀素质; 面对武器和表现为不断要求‘解散’并命令中

国人不与我们合作的不信任所取得的实际成就: 所有这些都需要

你们现在的服务扩大空间与增强技巧。”②

三　首要工作是真诚地面对现实

贝德士除为田伯烈提供大量资料, 协助出版《外人目睹中之日

军暴行》一书外, 还不断通过秘密通信及向外界新闻媒介提供稿件

等多种方式, 揭露日军烧、杀、淫、掠, 大量贩毒乃至残害慰安妇等

暴虐罪行。所有这些手稿与其他第一手文献、图片资料, 均保存于

《贝德士文献》。

由于环境的隔绝, 消息的封锁和日伪的歪曲宣传, 当时并非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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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auds T aylo r Savis,《Bates of N ank ing》(YM CA , 1942) , p. 5。



有外界人士都能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实程度。正如贝德士当年所

曾指出:“南京罪恶的灾难终于真相大白, 虽然很少人了解他的全

部意义。田伯烈的书《日军在华暴行》是一本很直率的作品。不幸

的是有些人在现今世界的邪恶面前畏缩了, 不愿相信他们所谓的

‘凶险故事’(A trocity sto ries)。为了和平与进步事业, 首要工作是

真诚地面对现实。”①

因此, 当一个美国牧师 J. C. 麦金由于不明真相且受日伪宣传

影响, 贸然致函《纽约时报》直指南京大屠杀为“虚构”时, 贝德士立

即于 1938 年 4 月 2 日给麦金写了一封信, 开门见山地指出:“我注

意到你曾致《时报》说, 有关日军屠杀的故事是虚构的。可能这些时

你已经知道它们只能是太千真万确了。如果我不是亲眼看到这些

事情, 我也不能相信这样的事会发生在现代社会, 这使人想起古代

的亚述暴行 (A ssyrian R ape)。我们未曾料到如此恐怖, 当这些事

情开始的时候, 对我们是可怕的震撼。”

为了让麦金了解事实真相, 并希望他自己更正言论失误, 贝德

士这封信再次陈述了自己亲身了解的日军各种暴行事例:

中国慈善团体曾从事大部分掩埋工作, 其负责人告诉我, 从 1

月 23 日到 3 月 19 日, 已掩埋尸体 32104 人, 他们估计尚待掩埋的

数字与此相近。其他一些团体也在从事掩埋工作, 还有一些尸体

是由亲友自行掩埋。例如, 城门以外约 1 英里处我们教会公墓的

守墓人告诉我, 在城外被杀的二千至三千平民, 是由当地老百姓

自行掩埋的。 (我需要说明, 就在几周前, 他自己也在那里被一个

日本兵击毙。子弹已被取出留在医院。)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知悉我

们自己的人, 包括初步接受教义者 (Catechum ens) 和同情者, 有多

少已被杀死, 因为许多逃到乡下, 家道殷实者则迁居内地。 12 月

16 日, 当我们正在难民区一个地方举行简陋的宗教聚会时, 就被

抓走 14 个男人, 其中至少包括两个男孩, 而有一个就是牧师的儿

子, 有个孩子只有 16 岁 (中国虚岁, 实际是 14 岁或 15 岁)。这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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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边被机关枪扫射致死, 只有一个人奇迹般地逃出来。他

与其他人一起倒下, 虽未受伤但却装死, 并以附近尸体掩护自己。

他趁黑暗逃走, 回来报告已发生的事情。稍后我看到数百尸体堆

积在江边。另一个宗教集会的参加者自愿去找一点燃料, 在不远

的街上被抢劫。他的父亲是一个查经班的成员, 这个班在日军进

城后由一个牧师主持已数周。全班站立着, 董先生 (牧师——引

者)翻开《圣经》, 向他 (日兵——引者)说明他们正在读什么。这个

日本兵拿起手边一根长而重的铜烟袋, 猛击董先生头部。及至我

赶到时, 发现董先生满面流血躺在地上, 连忙把他送往医院。还有

一次, 我来到一个房屋, 那里有 11 个人被杀死了, 除了 3 个男人

外, 其余都是妇女与儿童, 其中一人是 76 岁老翁。只有一个 5 岁

(中国虚岁) 儿童幸免。还有一个 9 岁被刺刀刺伤背部和侧身, 总

算救活了。上述儿童的母亲被强奸, 阴户仍插着瓶子。这位妇女的

两个女儿, 分别为 14 岁与 16 岁, 被绑着强奸数次, 然后杀死。大女

儿的阴户仍插有木棍, 其悲惨一如母亲的遭遇。在她们被杀以前,

分别为 76 岁与 74 岁的祖父母, 曾试图保护她们, 当即被击毙。如

果这个严重的悲剧仅仅是个别事例, 也许可以说是士兵恣意所

为, 但毕竟发生这么多如此恐怖的暴行, 仅我个人所亲眼看见的

就是这样残酷的惨剧。我还曾送一个 15 岁小姑娘到医院, 她告诉

我事情发生的经过。她的哥哥、嫂嫂、姐姐和父母, 全都当着她的

面被刺刀捅死; 然后她被带到一个军营, 那里有 200—300 士兵。

她被关在一间房里, 脱光衣服加以强奸, 每日数次, 如此将近一个

半月, 直至她得病, 不敢再接触她。她告诉我, 那时还关着许多和

她同样的女孩。我曾与一个 76 岁妇女谈话, 她被强奸两次, 她那

寡居的女儿被强奸 18 或 19 次, 现在不知死活。这是我获知的年龄

最大的一个案例。但一位查经班妇女告诉我: 她与一个 81 岁老太

太同住, (日本兵) 命令老太太脱光衣服, 她帮助这位过于年迈的

老太太, 但老太太终于被枪杀了。我曾把住在德福教堂的妇女, 一

车又一车送往医院, 她们是在被强奸后就医, 其中最小一个女孩

只有 10 岁或 11 岁。我与住堂牧师尔斯特先生花费许多时间守护

两座房屋, 这里住着我们的老百姓。在形势最严峻的时期, 白天我

们轮流站在街上, 以便观察好几所房屋, 而当日本兵企图进入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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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房屋时, 我们就可以及时赶去。元旦那天似乎略微平静, 我

们俩人便离开一会儿, 应邀参加一个宴会。宴会刚刚结束, 便有两

个人跑来报告。日本兵正在追赶那里的女孩。我们赶紧开车回去,

但已有两个女孩被奸污。另一个女孩设法逃走, 但一位年长妇女

曾为这个女孩跪求饶免, 却被刺刀捅向头顶。我还可以花费更多

篇幅告诉您此类事例, 但我认为我所写的已足以使你知道暴行故

事绝非夸张⋯⋯

我之所以要写此信, 是由于坚信应让所有日本朋友了解事实

真相。这是给日本友人的一份真诚友谊, 让他们知道在中国发生

了什么事情。我深信, 如果日本多数民众知道在这宽阔的国土上

发生的事情真相, 他们一定会为之震惊, 正如我们亲眼看见暴行

开始发生时一样。这些暴行事实可以用来对付军方, 他们才是冲

突的真正根源。

我希望你站在正义与真理的立场, 更正你曾无知地提供报纸

的任何错误信息⋯⋯①

贝德士是一位善良的基督教和平主义者, 又是一个受过严格

训练的知名历史学家, 所以他特别强调要“真诚地面对事实”和“让

事实说话”。他曾为揭露日本侵略者的御用喉舌《新申报》之流的伪

善谎言, 提供大量调查资料与新闻稿。即从上述信件已可看出, 他

是“南京大屠杀虚构论”最早的积极批判者之一。他在 1938 年 11

月 29 日给友人的信中深刻地指出:“某个朋友采取一种立场, 于是

就抹煞或摭取若干事实为其立场辩护, 这就使他们都流于虚

幻。”②

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大多是国际主义者, 他们主张国家之间、民

族之间、地区之间的和睦共处, 不少人也承认宗教自由化的现实,

提倡教内各宗派乃至各个宗教之间的沟通与和解。就贝德士本人

而言, 他在中、日之间无所偏袒。他爱中国人民, 也爱日本人民。他

是在华美国学者、传教士当中屈指可数的日本通之一。他曾先后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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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访问日本, 对日本的历史、文化与社会状况有相当深刻的了解,

并且以向外界 (特别是中国)介绍日本作为自己的志愿。但亲眼看

见日军侵占南京后的残暴罪行, 使贝德士很难将自己心中过去的

“日本相”与现在南京的“日本相”重合起来。在上述致马丁牧师的

末尾, 他深感困惑的说:“我曾多次访问日本, 并有幸全家住在摩耶

与令姐为邻。这是一个美丽的国家, 我认为人民可亲。怎样调和我

曾见过的日本与我现在此间所见的野蛮, 这还是一个有待解决的

问题。”① 但即令如此, 他也没有失去对日本人民的关切与信心, 正

如他在另一封信所表明的那样:“对日本朋友, 对日本民族生活和

文化中的优秀品质, 我仍旧衷心地欣赏, 对他们当中有人遭受苦难

和死亡, 我也很关注, 我希望他们子女前途美好。我始终是个基督

教和平主义者。严酷的经验使我确信, 拯救人类不能靠枪炮, 也不

能靠各民族所崇拜的偶像, 只能靠对人类大家庭全体成员的真正

关心。”②

贝德士同国际委员会其他成员一样, 他们之所以要逐日逐事

地翔实记载并向外界揭露日军暴行, 既非为美国政府或中国政府

宣传, 更不是为了谋求个人的名誉地位。他们主要是出于内在道义

责任感的驱动: 首先是觉得作为知悉内情的极少数人理应勇敢地

向全世界说明真相; 其次是企望通过揭露赢得广泛国际同情, 迫使

日军对暴虐罪行有所约束。《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第一、二两章

连续引用的那两封长信的笔者, 南京安全区主任费吴生在此信一

开头也曾表明类似心态:“我要叙述的不是一个愉快的故事, 而是

很不愉快的令人不忍读的故事。这个故事有难以想像的太多罪恶

与恐怖, 这是一伙具有无可比拟的兽性的下流盗匪残害他人的故

事, 他们将这一切暴行放肆地施之于和平、亲善而守法的人民。即

令这个故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 我觉得也必须讲出来。只有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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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我才能安宁; 是不幸还是有幸, 我就是极少数人之一, 我们有责

任讲出这个故事。”① 这也许可以看作是贝德士等人的共识。

也正是由于如此, 国际委员会记录日军暴行的文字资料, 具有

非常客观、公正的特点。特别是那些通过各种方式和秘密送出的私

人信件, 更是坦诚、翔实而令人信服。本人所引用的仅为这些信件

之极少部分, 我尽量不作删节或少作删节以保持原貌, 就是为了读

者直接接触当时当地当事的第一手材料, 便于作出自己的独立判

断。但是, 也不能不指出, 由于战乱环境的限制, 加以贝德士、史迈

士等资深学者特别强调查核求证, 他们对日军非战争行为造成伤

亡数字的估计偏于保守。

以贝德士为例, 他在日军占领南京半近一个月的时候, 即

1938 年 1 月 10 日发出的密信, 即认为有“一万多手无寸铁的民众

被残酷的杀害”。② 1938 年 11 月 29 日的另一封信更明确地指出:

“我们对南京平民被杀数字的最后统计是 12000 人, 十分之九与军

事行动无关, 其中包括许多女人、儿童与老人。”③ 所谓最后统计,

就是国际委员会委托史迈士主持的南京地区战争损失调查的结

果。贝德士与史迈士颇有点学院派气味, 尽管这一调查从客观环境

到调查方法都有很多局限, 但直到 1946 年 7 月出席东京国际法庭

作证, 贝德士在陈述词中仍然重申:“据金陵大学教授斯密士 (即史

迈士——引者)调查, 有一万二千非战斗人员被杀。”这个数字与通

常所认为的南京至少有 30 万人被杀相距甚大, 人们有理由对此提

出质疑。我的看法如下:

第一, 贝德士从来没有把 12000 人作为南京地区被日军杀害

的非武装中国人总数, 而只是作为安全区及其周围经调查核实的

平民被杀数字, 因此决不可以把 12000 人看作是南京大屠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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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死亡总数。

第二, 作为严谨的历史学者, 贝德士陈述事实一丝不苟。他在

谈及 12000 这一数字时, 一般也要客观地介绍其他人士不同估算,

以供外界比较分析。前述 1 月 10 日函在说到“一万多手无寸铁的

民众被残酷地杀害”时, 紧接着便指出:“大多数我所信赖的朋友认

为远远不止此数。”过了两个多月, 贝德士在给马金牧师的信上又

提供了新的信息, 即中国慈善团体“从 1 月 23 日他们开始工作到

3 月 19 日, 已掩埋了尸体 32104 具, 他们估计尚待掩埋的尸体数

字与此相近”。据此即可推算, 仅中国慈善团体已经和尚待掩埋的

尸体已达 64000 具以上, 这还不包括“其他一些团体也在从事掩埋

工作”。此外尚有“当地老百姓自行掩埋的”, 仅守墓人所知一例即

达两三千人。而贝德士在同年 11 月 29 日一封信中又提到:“三万

以上, 已抛弃武器的军事俘虏被残害, 大多是捆缚成行在江边被机

枪扫射而死。”①

第三, 我还发现贝德士在 1938 年二三月间所撰一篇驳斥日本

宣传的评论稿, 内称:“自从日本人无缘无故地发动侵略以来, 已经

过去了 7 个月了。他们军队所到之处, 都留下了彻底破坏和一派混

乱的迹象。为蓄意制造恐怖, 日本军队对平民百姓进行残酷无情的

屠杀和空中轰炸, 而由于严密的新闻封锁, 那些更为令人发指的行

径永远也不会为世人知晓。最有可靠根据的事实是, 在日本军队前

进时, 在上海—南京地区至少有 300000 平民已被杀害。”② 这是迄

今为止, 我在《贝德士文献》中查到的他所提供的最高数字。尽管是

包括京、沪两地, 但由于大规模滥杀平民确实主要是在南京地区进

行, 而且还未包括上述“经允许予以保护而自动放下武器的士兵”

之大批受害者, 所以这个数字对于自认为“保守”的贝德士而言, 已

经是够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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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德士做为重要证人, 曾先后出席东京、南京两次军事法庭对

日本侵华主要战犯的审判。他在接触更为广泛的相关资讯以后, 再

次明确指出:“检查安全区报告及红十字会埋葬死尸之报告, 男女

小孩死数甚不完全, 且较实数为少, 盖平民死亡决不止 12000 人,

无武器之军人被杀者亦决不止 35000 人。以上所述为确知之情形,

其不知者, 定较此数为大, 亦无法计算矣。”① 这可以看作是贝德士

对南京大屠杀死亡总数最后一次正式表态。当然贝德士从来没有

认为自己能够对此总数作出权威的判断, 因为根据他在战争期间

的丰富实践经验, 深知在如此大规模的而极端野蛮的侵略战争中,

统计伤亡总数, 很难做到十分精确。1941 年 6 月 25 日, 他在纽约

为国外布道会议所作的一次内部演讲中, 在谈到中国人伤亡总数

时, 曾指出日本公布的数字比实际数字至少缩小三分之一, 而“在

这场战争中, 一百万伤亡可能从来没有记载”。② 贝德士认为自己

的责任, 仅止于就自己亲眼目睹和经查证落实的调查, 向世界说明

南京所发生的真实故事。贝德士等外籍人士, 主要是做难民救济工

作, 他们所做的已经够多, 我们不必对他们作过高的苛求。

贝德士一贯保持承认自己有所不足的谦虚美德与求实学风,

他与浮夸宣传无缘, 更厌恶哗众取宠, 而这正是《贝德士文献》史料

价值之所在。
(作者单位: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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