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京大屠杀又一铁证拉贝日记公布于世

刘　兵

1996 年 12 月 12 日, 在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举行的记

者招待会上, 一份南京大屠杀见证人的日记被公布于众。这位见证人就是在

南京大屠杀期间, 曾被推选为南京安全区主席, 主持难民保护工作的, 时任德

国西门子公司驻华总代表, 纳粹党南京分部副部长约翰·拉贝。

拉贝日记连同相关的资料在内共有 2117 页。该日记从 1937 年 9 月开

始, 一直到 1938 年 4 月他回柏林为止, 连续 6 个月时间。南京大屠杀正发生

在这段时间内。

拉贝的日记披露, 当时他曾多次向希特勒报告南京发生的一切。他根据

一些欧洲人的估计, 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本军杀戮的战斗和非战斗人员不下

十万人, 而战斗人员也是已被解除武装者。不过这只是对城内死难者人数的

估计。日记中以“惨无人道”等词汇非常详尽地描述了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后

对中国军民的集体枪杀、刺杀、砍头、活埋、火烧、水淹及奸杀等兽行。日记中

详细记录的惨案多达 500 多个。其中 1937 年 12 月 15 日的日记写道, 他偶尔

离开办公室去下关, 从中山北路起, 每隔五六百英尺汽车都会碰到成堆的尸

体, 越接近城外, 在街上、湖里越是尸横遍野, 令人惨不忍睹。他还写到, 遭日

本兽兵强奸的妇女从七岁到七十岁都有, 他亲眼目睹孕妇被日本兵捅死。日

记中还记载了他所得知的其他几位德国人亲眼所见的日军暴行。

拉贝还在日记中记载了他就日军暴行向日本使馆交涉的情况。

拉贝在 1938 年回到德国后, 曾向希特勒提交南京大屠杀的报告。但当年

德日为盟国, 德国当局禁止他发表在南京的所见所闻, 他曾一度被盖世太保

逮捕。拉贝先生 1950 年逝世后, 日记资料由其子保存, 但一直没有公开。

日记是由拉贝的外孙女赖因哈特夫人公布的。莱因哈特夫人生于中国沈

阳, 现已六十开外。她在招待会上说, 日记由他舅舅保管, 她是从舅舅处借来。

她说, 作为拉贝的亲属, 他们是犹豫了许多年, 才决定公布这些珍贵文献的。

她说“后人应该知道事件的真相”。“每每读及, 都感到罪恶与恶心。”这批珍贵

资料将赠给哈佛大学神学院特藏保管。其复印件将赠给中国南京的侵华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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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中国抗日战争纪念馆。

(作者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对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审视
——北京大学中日关系史研讨会纪要

牛大勇

　　1996 年 12 月 11 日,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美国华人学术团体日本侵华

研究学会联合在京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 主题是对日本侵华战争进行历史再

审视。

　　与会学者有: 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李锐、白介夫,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张海鹏、张振昆鸟、杨天石、李玉贞、杨奎松、曾景忠、汪朝光等, 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罗焕章、刘庭华、高培等, 国防大学何理, 军事医学

科学院郭成周, 北京师范大学王桧林、金再及、蔡德金等,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

室张琦、任贵祥、李向前、林小光等, 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研究所李郁, 北京市档

案馆刘苏,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杨学军, 法国科学研究中心巴斯蒂 (M.

Bastid) , 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李淑珊 (Susan L. ) , 美国华人学者吴天威、唐

德刚、朱永德等, 北京大学荣天琳、张寄谦、丁则勤、沈仁安、杨立文、宋成有、

李玉、牛大勇、欧阳哲生、王元周等和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

　　与会者就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和讨论。

日本侵华史有待深入研究的一些问题

　　我国学术界对日本侵华史的研究, 起步较晚。八十年代中期, 因日本发生

教科书事件, 才引起我们的重视。当前, 力量仍很薄弱, 任务日益突出。日本侵

华史研究一要拓宽领域, 二要加强专题研究。三要加强对海外研究成果的译

介和评论, 积极开展海内外学术交流。四要抓好学术成果向社会效益的转化,

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作用。

　　会上回顾了关于日本侵华史的历届国际研讨会和中美有关学术杂志出

版的情况。1997 年是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 中美学者将合作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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