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约翰
·

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

一文的补充

刘燕军

《抗 日战争研究》  年第 ! 期刊登了邵子平先生撰写的《约

翰
·

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一文
。

邵先生广征博引
,

将约

翰
·

马吉拍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的来龙去脉细细道来
,

说得相当

清楚
。

最近
,

笔者查阅到一些材料
,

在此不揣冒昧
,

拟对邵先生的文

章作些补充
。

约翰
·

马吉的身份

南京沦陷前夕
,

侨居南京的外侨鉴
一

∀清势危急
,

决定援引上海

南市难民区的先例
,

在南京 设立一 个难民区
,

以便在最危急的时

候
,

使未及撤退的难民可以有一个躲避的处所
,

同时谋求避免 日本

飞机的轰炸
。

# ∃ 年 月底
,

外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
,

定名为
“

南

京安全 区国际委员会
”
%& ∋ ( )∗ + ( , ∗ − + ./ ∗ − 0 1 / ∗ 02 .+ + ( ( 3/ , 4 − ∗ 5 .∗ 6

7 − 3( +8 9 / ∗ ( :
。

约翰
·

马吉牧师和南京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乔治
·

费奇都是该委员会的委 员
。

而邵子平先生文中说
,

马吉是
“

为救

助城中安全区内的难 民所设立的国际救济委 员会的成员
” ,

费奇是
“

屠杀期 间国际救济委 员会执行 主席
”印

,

对这
一

说法
,

我表示怀

疑
。

安全区 %亦称难 民区 :成立后
,

一直没有得到 日本当局承认
,

日

民 《抗 日战争研究》  年第 ! 期
,

第 ; ∃
、

;< 页

·

=  
>



本军方处处刁难
,

不断设置障碍
,

如强迫难民回家
,

强行关闭国际

委员会 的米面配给点
。,

在此情况下
,

安全 区无法继续存在下去
。

# < 年  月 < 日
,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宣布改名为
“

南京国际

救济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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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

吉牧师仍为该委员会的委员
。

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相 比
,

南京

国际救济委员会不仅在人员组成上发生了变化
,

比如前者的主席

是德国西门子洋行的雷伯
,

后者的主席是美国长老会的密尔士牧

师
,

而且
,

工作性质也从原先的抗议阻止 日军的暴行
,

救助安全 区

的难民
,

发展成为一个纯粹的非官方的救济组织
,

依靠捐款坚持进

行人道主义工作
,

救助范围扩展到全南京市乃至郊区
,

一直延续到

 ! 年
。

∀

田伯列与南京大屠杀纪录片

 #∃ 年 月底
,

乔治
·

费奇从南京来到上海
,

随身携带 了马

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
。

其时
,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驻 中国特

派记者 田伯烈 %&
∋

(
∋

)∗ + , − . /0 1正在上海编著《战争是什么
2

外人

目睹 中之 日军暴行 》%3 4 5 6 3 5 . + − 5 7 8 2 ) 4 − (5 , 5 7 − 8 − 6 − . . 9 2 ∗ 7

: 4∗ 75 1
。

田伯烈看过纪录片后
,

感触很深
,

他建议费奇把这部片子

带回美 国
,

期望它能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
。

; 田伯烈以为
2 “

中国已

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事态
,

对于全世界人士
,

不管是集体安全主

义者或孤立主义者
,

都有切肤的关系⋯⋯除非人类准备长期放弃

决定是非曲直的权利
,

除非人类甘冒绝大的危险
,

使中国 目前所遭

∀

;

%英 1 田伯烈
2
《外 人 目睹 中之 日军暴行》

,

杨 明译
,

江西 人 民出版社  ∃ <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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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1 洞富雄编
2
《南京事件 》% 日中战争资料 ∃1

,

河出书房新社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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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茨私人档案 》
,

耶鲁大学 图书馆藏
,

贝茨曾是金陵大学历史 系教授
、

南京 国际安

全区总干事
,

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藏有贝茨私人档案有关南京大

屠杀的部分复印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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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的无可名状的恐怖苦难
,

再演于将来
,

那么
,

全世界人士对于英

勇抗战的中国
,

就不应该袖手旁观
,

漠不关心
。 ”

田伯烈与美国的

一 些政 界人士 颇有交情
,

他给 美国国会的斯坦利
·

>
·

洪柏克

% ? 2 5 7 /− 0 >
∋

& 9 . 7 ≅ − . Α 1写 了一封信
,

全面介绍了马吉拍摄的纪录

片
,

建议洪柏克看一看
。

∀

田伯烈直接参与了南京大屠杀纪录片的编辑工作
。

因为是纪

录 片
,

影片剪接得较为简单
,

删除了少部分多余的画面
,

并根据各

部分的 内容加上了一些英文标题
。

; 这些英文标题便是
“

罗森报

告
”

所提到的影片镜头 目录
。

田伯烈还从马吉的影片中翻拍了一些

照片
,

准备用于《外人目
∋

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中Β 。

不知是什么原

因
,

那些照片后来并没有在田伯烈的书中出现
。

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共制作了四部拷贝
。

我们从
“

罗

森报告
”

中还可得知
,

拷 贝是上海柯达公司负责制作的
。

Χ 邵子平

先生在他的文章中说明了三部拷贝的下落
2
一部送给了德国驻华

大使馆
,

一部送给了一位英国传教士
,

一部被费奇带回美国
。

其实
,

第四部拷贝也被带回了美国
。

田伯烈在给美国国会洪柏克的信中

曾提 到这一 情 况
。  #∃ 年 Δ 月 上 旬

,

于 连
·

安诺 德 %( Ε/ − 57
Φ + 9/ Γ1 从上海乘

“

日本皇后号
”

轮船 回美国
,

亲自把一部南京大屠

杀纪录片拷 贝送往美国国会
。

Η 这部拷贝大概就是美国国家档案

馆存放的那部《中国被侵略》
。

这样算起来
,

加上马吉的原有拷 贝
,

带回美国的南京大屠杀纪

录片共有三部
,

两个版本
,

一部是马吉版本
,

两部是费奇版本
。

但是
,

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并没有引起美国公众的

《外人目睹中之 日军暴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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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

美国《生活》杂志记者戴维
·

贝尔加米尼在其长篇巨著《日本

天皇的阴谋》中也有这方面的记载
? “

人们感到影片中显示的那残

缺不全的尸体
、

溅满血迹的房屋和挑在刺刀上 的婴儿实在惨不忍

睹
,

不堪公演
,

因而仅有少数人观看了这部影片
。 ”

不仅如此
, “

影片

的某些片断被
‘

美国第一
’

委员会这个组织拿去广为上演
,

旨在说

明卷入外国事务是无益的
” 。

这是很具讽刺意味的
。

影片在中国的传播

 !ϑ 年初
,

南京军事法庭 %即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1开庭

审判南京大屠杀凶犯
,

法庭放映 了马吉拍摄的影片
。

当年参加过法

庭旁听的史金城证实
,

在审判战犯谷寿夫时
,

法庭放映了美国大使

馆新闻处提供的实录影片
。

∀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为借用影

片致该部特种勤务处函称
2 “

查本庭受理谷寿夫战犯一案
,

业经定

于 Δ 月 < 日下午 Δ 时起
,

在励志社连续公审
。

对于《中国之抗战》影

片一部
,

实有当场开映之必要
,

相应函请查照
,

转伤 电影放映第 # 

队
,

届时携带该片到庭开映为荷
。 ”; 《中国的抗战》大概就是弗兰

克
·

库柏编导的《中国的战争》
,

含有马吉影片的许多片断
。

另一位

参加过旁听的田翠竹回忆说
,

审判谷寿夫时
,

法庭放映过法国神父

拍摄的纪录片
。

Β 一定是他记错了
,

南京大屠杀期间
,

没有法国人

在南京
,

那部纪录片肯定是马吉牧师拍摄的
。

马吉的影片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是 ∃Ι 年代以后的事
。  ∃ !

年
, “

南京大屠杀
”

编史建馆立碑工作小组办公室组织人员赴北京

∀

;

% 美 1戴维
·

贝尔加米尼
2
《日本天皇的阴谋 1% 上 1 ,

张展久
、

周郑等译
,

商务印书馆
 ∃ !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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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人民出版社  ∃ # 年版
,

第 =< 页
∋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
2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 》

,

江苏古籍 出版社  ∃ ϑ 年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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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阅资料
。

在中央电影资料馆
,

他们发现美国与加拿大合拍的《中

国近代史》电影资料片中有不少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
,

在电影资

料馆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

他们复制了有关的部分资料片
。

后来
,

这

部分内容被编辑进《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中
。

< = 年 < 月

= 日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落成开放
。

作为展品

的一部分
,

《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在纪念馆广为放映
,

效果

良好
。

为了扩大宣传
,

纪念馆工作人员还把这部纪录片加以复制
,

配有中
、

英
、

日三国语言解说词
,

对外发行
。

年
,

美国发现了马吉拍摄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
。

海外友

人拿着 马吉的纪录片到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交

流
,

当他们看了《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录片后
,

大吃一惊
,

因为

《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中不少镜头与马吉纪录片中的镜头

完全一样
,

如 日军入城式
、

难民区惨景
、

中国难 民在鼓楼医院治伤
,

等等
。   年 Ι 月初

,

日本《每 日新闻》记者到南京采访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李秀英
,

他们试图证实李秀英就是曾在马吉纪录 片中

出现的那位被刺刀刺伤后横躺在鼓楼 医院病床上的年轻姑娘
。

∀

其实
,

《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中早就对此作了说明
。

马吉影片的重新发现
,

证实了《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录片

史料应用上的真实性
。

这部纪录片将会被越来越多的群众观看
。

历

史是不朽的
。

马吉牧师如果灵魂有知
,

他应感到慰藉
。

%作者单位
2

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1

这些镜头都是从《中国近代史》资料片中剪接而来的
。

费奇版本拷贝的大部分内容

都能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录片中找到
。

∀ 《参考消息》
,   年 Ι 月 !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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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