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维护史实、追讨公道、保障和平
——记美国旧金山“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

黄安年

1999年冬至 2000年夏, 我有机会在美国加州硅谷地区和美

东纽约地区见到“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 Alliance For Preserving

The T ruth o f Sino-Japanese War, APT SJW)的朋友,通过广泛交

谈、参与活动、研究资料,对于史实维护会有了较多的了解。史实维

护会维护史实、追讨公道、保障和平的宗旨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史实维护会尊重和维护历史真实锲而不舍、追求真理的精神, 也深

深打动了我。由华人组成的史维会成员除少数历史专家外,大都不

是专业历史工作者。90年代以来,他们自筹资金、自发组织、自觉

开展维护抗战历史真实的活动,为数千万在抗日战争中死难的中

国同胞追讨公道、揭露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和歪曲侵华史实的丑恶

行径。他们的工作不仅受到了国人赞赏和钦佩, 而且也引起了国际

社会和日本朝野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这枝异军突起的维护史实大

军,给了专业历史教学研究和普及工作者、政府公务人员、一切尊

重和维护史实的人们, 以多方面的启迪和思考。

来自民间的呼声

1991年 11月,有十余位湾区人士,在“南湾华侨文教中心”召

开第一次纪念“南京大屠杀”54周年筹备会议。这次纪念会奠定了

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的基础。经过数个月的努力,抗日战争史实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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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会终于在 1992年 5月 2日假南湾华侨文教中心举行成立大会。

长期致力于揭露日本侵华罪行的《日本侵华研究》季刊主编、美国

南伊利诺大学历史教授吴天威说,史实维护会的成员“深感曾亲历

和目睹日本侵华罪行和暴行的中日两国的见证人逐渐离开人世,

而世界各国人民对于日本侵华的历史一向模糊, 同时中日两国年

轻一代几乎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积极从事第二次中

日战争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 , 以拯救此关系中华民族之兴亡

历史免于湮没,进而使历史真相大白于世”。

史实维护会副会长吕建琳女士在《发起感言》的文章中写道:

“1957 年, 我随母亲从大陆去日本探亲, 其后在日本念完高中、大

学。在日本生活的九年半中,我更亲身体验到日本年轻人对侵华历

史的无知。因大和民族的优越感,导致一般日本人对其他亚洲民族

(包括中国人在内)极端的轻视。所以就像当年希特勒屠杀犹太人

一样,犯了了滔天大罪而没有一丝罪恶感。”“直到 1991年 9、10月

间,东岸有一位‘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的理事与我联

络,希望我们三藩市一带有人能出来,响应他们的活动。最使我感

到安慰的是在湾区找到了一群有热血、有理念、热爱中国的朋友

们,成立了‘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他们是一群学有专长、事业有

成之士, 在工作之余, 还能抽出宝贵时间, 出钱出力, 坚持了这些

年”。 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从它成立的那天起,就深深地扎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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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建琳:《发起感言》,《抗战史实通讯》创刊号, 1994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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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民众之中,得到广大美籍华人、旅美华侨的热烈拥护, 显示了

强大的生命力。

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成立后宣布的几项具体目标包括:促使

日本政府立刻停止篡改历史教科书, 更正所有错误; 要求日本政府

向中国人民及两岸正式行文道歉, 建碑以安慰亡魂, 俾永志不忘,

并应对受害者提出合理赔偿;加强全世界人士对南京大屠杀及其

他惨案真相的了解;支持各项对日抗战历史的研究等。

1994年 12月中, 在硅谷重镇库柏提努市( Cupert ino , CA )举

行全球华人纪念南京大屠杀 57周年大会之际, 成立了“世界抗日

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该会的秘书处设在旧金山抗日战争史实维

护会,并由该维护会负责日常事务。

抗日战争史实维护活动

自 1992年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成立以来, 开展了维护历史真

实,揭露日本否认战争罪责,要求日本道歉和赔偿,立碑建馆, 进行

宣传和教育, 阻止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多方面的

活动:

(一)揭露日本侵华暴行和否认战争罪责

在日本侵华暴行中, 1937- 1938年南京大屠杀是最令人发指

的惨无人道罪行之一, 日本政府和右翼分子极力掩盖事实真相,否

定南京大屠杀暴行。抗日战争事实维护会对此进行了持续不断的

针锋相对的斗争。

1993年 12月 12日, 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举行“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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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周年纪念, 并商定以后每年 12月 13日为追悼和哀思“南京大

屠杀”悲剧的日子。这是为了“让世界明白事实的真相,促使日本政

府承认史实, 并向中国正式道歉及保证以后不再发生向外侵略的

暴行”。湾区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于1994年12月10- 11日举行

全球华人纪念“南京大屠杀”57周年大会及研讨会,地点在加州硅

谷库柏提努举行。与会者提供的论文以确凿的证据指出“‘南京大

屠杀’的血案是翻不了的”。 有一位代表在会上深情地说:“人很

容易在眼前的利益享乐中忘记过去, 但是历史一再告诉我们, 一个

忘记教训的个人, 注定了在重复的失败中懊悔, 一个忘记历史的民

族,必然要经历历史悲剧的一再重演。” 

1998年 3月《抗战史实通讯》出版了《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专

辑, 1937- 1997》, 该专辑以中英日三种文字在全球发行, 包括短

文、文献和活动报道, 100多幅图片和美术作品,诗歌等三部分。英

文部文章 12 篇, 日文部文章 10 篇, 中文部 14篇,报道活动纪要

31篇,介绍新书11部。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在 1997年6

月议决“全球同步南京祭”,在 12 月 13日起同步举行悼念南京受

难者活动。纪念南京大屠杀专辑报道了南京大屠杀 4次国际会议

情况( 1997年 8月 13- 16日南京国际研讨会、1997年 11月 19日

哈佛国际会议、1997年 11月 17- 22 日普林斯顿国际会议、1997

年 12月 13- 14日东京国际会议)。!

揭露日本军队的战争性奴隶即“慰安妇”罪行,是抗日战争史

实维护会的声讨日本侵华罪行的一个方面。《抗战史实通讯》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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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史实通讯》《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专辑》, 1998年 3月,第 116- 1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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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集钧:《“南京大屠杀”的血案是翻不了的——用日本人证据, 论证“南京大屠

杀”》,《抗战史实通讯》第 4期, 1995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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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月号转载了 4篇有关“慰安妇”的揭露文章。根据华东师范大

学历史系苏智良教授的研究, “最保守的估计,中国慰安妇总人数

在 20万以上”。

为了揭露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细菌战暴行, 1998年 6- 7月

间在旧金山湾区等地分别举行了日本七三一部队细菌战巡回展

览,来自日本的研究日本七三一部队细菌战的专家和学者、亲身经

历七三一部队生物及细菌实验的见证人亲临讲解。 1997年 8月

11日,日本律师团代表 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东京地方法院

起诉日本政府,要求道歉和赔偿。此前律师团曾赴浙江衢州、宁波、

江山、义乌崇山村、湖南常德等地, 调查发现日军细菌部队在上述

地区捕捉活人进行细菌试验等暴行, 律师团出版了《审判细菌战》

第一集《诉状》支持诉讼。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要求国家赔偿辩护团

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代表全体辩护团律师在致史维会的公开信中

说:“我们日本律师辩护团作为中国原告们的诉讼代理人, 正在对

诉讼做积极而全面的准备。我们认为,为了发展中日友好,日本政

府应把日军细菌战的问题作为国家的战争责任问题来尽快解

决。”

抗战史实通讯还刊登了近年来专门研究日军细菌战罪行取得

的新罪证:“根据最近证据显示,目前已知日军在中国战场发动最

大规模的两次细菌战在山东及河北附近, 而非大家耳熟能详的湖

南、江西等地,这两次细菌战造成三十三万以上中国人丧生,‘用细

菌杀人’的规模不下于‘南京大屠杀’。”“七三一活体实验, 成立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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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总共死了三千人,但日军在战场上活体实验, 造成中国人丧命的

速度和规模却大得多。其他被施以细菌注射的地区还包括济南和

浙江义乌县崇山村等地。” 1999年 8月“日军细菌战罪行调查小

组委员会”与云南“滇西抗日战争遗留问题保山民间研究会筹备

组”合作, 经过两年时间的调查,得出了日军在二战期间投放蛆虫

弹,酿成至少 21万人死于霍乱的惨案。

(二)要求日本正式公开道歉和进行民间赔偿

1994年 6月中旬, 日本明仁天皇访美期间, 金山湾区华人在

抗日战争事实维护会的策划下,两次举行规模罕见的示威大会, 6

月 12日, 1500多来自大陆、台湾、香港、本土出生的男女老少群集

在旧金山日本领事馆前,慷慨激昂演说,同仇敌忾精神, 喊出了全

球炎黄子孙的共同呼声“日军暴行, 铁证如山; 侵华历史, 不许篡

改。炎黄子孙,团结一致, 全民怒吼,决不退让”。6月13日,抗日战

争史实维护会的 6位代表向旧金山日本领事馆递交了致日皇明仁

的抗议书。6月 22日的示威,还得到了韩裔人士支持,“声势之浩

大,令人难以想象”。在旧金山市长宴请日皇的晚宴上,唯一受邀华

裔方代表更受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的委托,将一份中英文的抗议

书面交明仁天皇。 

在江泽民主席访日期间,日本不肯在中日宣言中用“谢罪”一

词,引起了海外华人极大愤怒。美国中国浩劫纪念馆筹备会发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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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日本政府首相小渊惠三的一封公开信。信中列举日本在 1931-

1945年侵华战争期间所犯滔天罪行 12项,责问首相: “是不是违

反国际战争法规, ‘东京审判’的‘违反人道罪’及联合国有关人权

的决议?是不是日本对华侵略?”在日本对华战争赔偿问题上, 信中

指出“中国私人受害者赋有的索赔权利并未放弃”。信中引用日本

律师高木健一的话说: “我们的先人留下来的遗产——残忍的虐待

暴行——这笔血债,必须我们子子孙孙,连同利息彻底清偿给我们

的受害者⋯⋯没有正义或者说根本无义的国家, 那样的社会能生

存吗?”信的最后奉劝日本首相: “为了你的先人在华所犯的滔天罪

行赎罪,为了使年轻和下代日本人永不生活在耻辱和良心的不安

当中,为了被屠杀的三千多万中国人的死得瞑目,你应拿出勇气向

所有中国人道歉谢罪, 立即对受害者赔偿。”

1994年 12月举行纪念“南京大屠杀”57周年大会的中心议题

之一是“索赔”。“民间索赔包括所有老百姓身体上、物质上与精神

上的损害,如七三一部队、活体实验受害者、奴工、慰安妇、军夫、军

票、化学毒气受害者等等”。 会议通过了《致日本人民及日本政府

宣言》,宣言称:“吾等建议日本人民中之有识之士,应督促日本政

府立刻提出解决战争罪责方案, 其中至少应包括”“悔罪道歉”、“改

正谬误”、“建馆立碑”、“合理赔偿”、“公开档案”。

1996年 12月 6- 8日,在加州斯坦福大学举行了第四届中日

关系研讨会暨世界史实维护联合会第二届年会。来自世界各地的

30多个组织, 2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和以往偏重于学术性讨论

不同,日本战后罪责的赔偿问题是会议的核心议题。会议从国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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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角度来研究索赔问题,参考以往参与对日索赔各国及国际组织

的经验提高世人对索赔问题的重视, 落实推动对日索赔的措施,并

深入探讨了北美和海外华人常见的实际问题,处理好索赔和日裔

友人的关系等。

为支持于日本进行索赔诉讼及向日本施加国际压力, 世界抗

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联合多个日本正义团体, 在 1999年 12月

10- 12日举行“国际公民研讨会——日本二战战争责任赔偿”会

议。 会议加深了人们对于南京大屠杀、从军性奴隶(慰安妇)、军

票索偿、强制劳工( POW)真相的了解,史实维护会联络圣荷塞地

区日裔州众议员麦克·本田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会上他以《加州经

验——将心比心》为题指出:“身为日裔美人,我只是将心比心仗义

执言, 我们要求的不多, 日本政府必须对二战受害者道歉赔偿,才

能对这段过去有所交代。”他分析了加州议会通过他所提出的

“AJ27—追索日军暴行责任案”的内容及重要性。 史维会在日本

的这次活动引起日本舆论惊呼: “这是从哪里杀出了的一支队伍!”

(三)以史为鉴,进行普及宣传教育,保障和平

1. 组织“七七”、“九一八”、“南京大屠杀”、抗战胜利等纪念日

活动。

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每年委以专人, 提前策划,安排,务求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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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实通讯》, 1999年 9月。抗战史实通讯编辑部:《迈向新世纪和平会议将于

日本举行 史维会全力支持》,《抗战史实通讯》, 1999年 9月。

抗战史实通讯编辑部:《第四届“中日关系研讨会”议程预告》,《抗战史实通讯》,第

9期, 1996年 6月。谭汝谦:《旧金山会议感言》,《抗战史实通讯》,第 11期, 1996年

12月。



到形式庄重、内容丰富、教育深刻、参与广泛”。 1994 年 9月 18

日,在加州湾区南湾山麓学院举行“九一八”63周年纪念会,以“怒

吼吧!黄河!”为主题,宗江指挥感言: “当我们在舞台上看到团员和

舞台下的听众们一起热泪盈眶的时候,我就不禁想到中华民族的

人民一定要以热爱和平为己任, 也要不畏强暴而献身,或许这就是

我们唱《黄河》新的艺术感受。”1996年 7月 7日,在旧金山的中国

城还举行了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旧金山联络处揭幕典礼, 展出了

部分日军侵华暴行的历史图片。

2. 组织观看《被遗忘的浩劫》图片和纪录片、推动《南京大屠

杀》等图书的发行。

由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主办的《被遗忘的浩劫》图片

展览 1995年 7月起在全美十大城市巡回举行, 其中部分图片由北

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提供。在展出的同时还举行了七三一

部队细菌毒气实验展, 揭露日本七三一部队之真相。1998年 7月

- 9月图片在旧金山湾金银岛展出。

《被遗忘的浩劫》纪录片以中日战争为主,记述了从“九一八”

到抗战胜利日本侵华历史及其对亚太地区的影响。年轻的作家张

纯如著的《被遗忘的大屠杀——1937年南京浩劫》1997年初以英

文版出版,哈佛大学历史教授威廉·柯比作序, 抗日战争史实维护

会等组织全力促销, 在一个月内加印 10多次, 1998 年 1 月名列

《纽约时报》人文历史类的十大畅销书之一。

《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中的见证》由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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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思丹:《湾区抗日史实维护会 1998年活动纪要及 1999年工作目标》,《抗战史实

通讯》, 1999年 1月。

抗战史实通讯编辑部:《“九一八”六十三周年纪念会节目预告》,《抗战史实通讯》,

第 3期, 1994年 12月。



护联合会组织, 《大中华》杂志用中、英、日三种文字合印出版, “这

本书仅以珍贵的历史照片为见证,以‘南京大屠杀’为主体,记载日

军在中国的暴行, 抨击一切篡改历史的企图”。 它拥有 350多幅

珍贵的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并首次披露美国政府在二战后与日

本七三一部队交易内幕。1984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杜图在为该画

册所写的序言中说:“隐瞒 1937- 38年发生在南京的暴行,无视历

史真相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犯罪, 至少是对后世心灵的严重损害。此

书一类的记实是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决不应回避

往日的邪恶, 无论它们是如何的恐怖, 如果我们试图忘却, 企图相

信人的本性从来都是善良的,那么总有一天我们会为自己的健忘

症而痛悔莫及,因为邪恶的过去是阴魂不散的。” 这部历时一年

半以极大毅力,冲破种种困难完成的图书, 已经分送联合国和所有

会员国、美国国会两院、联邦教育机关、重要图书馆, 及东南亚各国

家与政要。 该书的第二版增加了许多新材料, 如大屠杀中遇难总

人数的下限、大屠杀现场人的日记、以及新添照片百余幅。!

3. 为旧金山教育局及其所属学区提供高中抗日战争辅助教

材。

1996年 1月 7日,旧金山联合学区教育委员会投票通过将中

日战争史实编入社会学辅助教材中。该议案是由华裔教育委员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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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中的见证〉第二版增改的主要内容》,《南京大屠杀六十

周年专辑, 1937- 1997》,《抗战史实通讯》, 1998年 3月。

刘汉屏:《“七七抗战”纪念的意义——世界抗战史实维护联合会的工作展望》,《抗

战史实通讯》,第 9期, 1996年 6月。

杜图:《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中的见证 前言》,《抗战史实通讯》,第 9期, 1996

年 6月。

史咏:《南京大屠杀——历史照片中的见证 (序)》,《抗战史实通讯》,第 5期, 1995

年 6月。



胤良提出并获得支持的。他指出:“目前的历史教科书中。记录二

次世界大战有关中日战争的部分相当简略,但日本侵略中国的历

史记录不应该被遗漏。”“希望学生从历史中学到教训,了解侵略者

残酷的一面,及战争为人类带来的不幸。” 学区辅助教材编写的

大部分资料由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提供。1997年春季半开始正式

使用,“除了新编抗日战争教材外,另外还有三本参考读物,历史照

片中的见证、南京大屠杀、杀人工厂、七三一部队,以及一卷纪念片

录影带”。

4. 收集和提供日本侵华战争中的罪行资料。

我在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秘书处的资料室内看到了大量有关

揭露日本侵华暴行的资料, 如张纯如揭露南京大屠杀的中英文专

著,还有揭露七三一细菌部队在华暴行的专著,拉贝日记中文版,

全套抗日战争史维会成立以来的通讯简报,以及来自各地交流的

揭露日军暴行的资料。还看到不少日本侵华暴行的照片, 其中有一

位 1937- 1938年间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亲手拍摄的日军在沪

暴行的照片, 它是日寇在华暴行的铁证之一。这些揭露日本军国主

义罪行的资料,对于维护历史真实、伸张正义、追回公道、保障人权

有着重要意义。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还及时宣传报道了 1996年

12 月 12日公之于世的《拉贝日记》:“使全球政治界和史学界对日

军‘南京大屠杀’的这段事实有了进一步的佐证, 而‘辛德勒名单’

故事的‘中国版’也由此推陈于世。” 1997年耶鲁大学神学院出版

了《美国传教士目睹南京大屠杀, 1937- 1938》的英文书, 由吴天威

教授为序,汇集了贝兹、马吉、芬奇、司迈斯、罗拔·维尔逊、明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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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福斯特、麦可琳等 9位传教士的目睹见证。

5. 举办中日关系国际研讨会。

在北加州地区已经举办了两次这类国际研讨会。2000年 3月

4- 6日,抗日战争事史实维护会在旧金山地区福斯特市( Foster

City )协办第六届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两岸三地许多学者参

加了大会,会议集中讨论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日经济政治关系、南

京大屠杀、废弃化学武器问题、日本统治下的战俘和劳工问题、日

本七三一部队活体实验问题、细菌战问题、“慰安妇”问题、战争责

任等热点问题。来自大陆的代表近 50人, 其中包括日本七三一部

队罪行博物馆、“慰安妇”研究中心、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南京大

屠杀博物馆以及从事日本侵华史研究的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的学

者。来自台湾地区、美国、日本, 还有来自加拿大、英国、俄罗斯、德

国、意大利、新西兰、葡萄牙,和香港地区的学者。会议在揭露日军

侵华暴行方面有了深入发展,在追讨日本战争罪责问题上取得共

识,显示揭露日本侵华暴行,追讨日本战争罪责, 维护历史真实的

民间活动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6. 编辑发行《抗战史实通讯》。

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会刊是《抗战史实通讯》。该通讯创刊号

发行于 1994年 4月,从那时起到 1997年办了 13期, 1998年出了

两期特刊,其中 1998年 3月号是南京大屠杀 60周年专辑( 1937-

1997) , 1998年 9月号是日军暴行图片展览与见证研讨会等专辑,

1999年又出版了4期。自 1995年第五期起,该刊成为抗日战争史

实维护联合会的会刊。这个自筹资金、自己编辑、自己印制、自己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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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第六届中日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文件》( 2000. 3. 3- 5)。

丛苏:《为历史做证》,《抗战史实通讯》第 13期, 1997年 7月。转自《世界日报》1997

年 4月 18日。



发的民间“四自”刊物, 对于联系抗战史实维护活动起了重要的纽

带作用。编辑部称:“期望藉着这份通讯唤起所有血脉相连的中国

人。为所有生活在祖国和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搭起一座无形的桥梁,

促进彼此的联系,发挥团结力量,共同为争取正义,维护世界永久

和平而努力。” 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通过《抗战史实通讯》和海内

外华人保持广泛联系, 成为增强华人的凝聚力, 向日本侵略者讨还

公道、个人和群体索赔的重要纽带。

此外,抗战史实维护联合会还发动民众,筹建日本侵华浩劫纪

念馆。1999年 3月,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会长和抗日战争历

史学家吴天威等联合发起筹建日本侵华浩劫纪念馆,地点选在旧

金山湾区的金银岛。

几点启示

(一)求索史实、维护史实是历史真实性的灵魂

历史是人类和自然历史文明演进的客观过程,历史学的责任

首先在于忠实记载和维护历史进程的真实性,离开了历史真实,就

没有可信的历史学可言。史实维护会一直以维护抗日战争的历史

真实为己任, 这是令人钦佩的。

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有着特殊的重要地

位。它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中规模最大、时间

最长、牺牲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战争, 是一次真正全民卷入的战

争,它洗雪了一百多年来的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成了挽救中华

存亡的转折点。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前仆后继、以弱胜

强、维护民族独立和尊严并为战胜法西斯承受巨大民族牺牲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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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永远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中国人民在

抗日战争中充分体现的万众一心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全民团结精

神、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精神、百折不挠自强不息前赴后

继的英勇献身精神,是中国人民的极其生动的血和火的宝贵教材。

(二)普通民众是维护史实的基本动力

人们常说:人民大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同时,人民大众也是历

史的维护者。维护历史真实需要广大人民群众来参与和推动。抗

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的诞生和发展正是海外华人起来维护历史真实

和谱写可信的史学的创举。在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日本侵华暴行、肆

意歪曲事实真相之际, 他们高举维护抗日战争史实的旗帜,揭露日

军侵华暴行的历史真相, 坚决要求民间索赔等活动, 具有重要意

义。

笔者以为海外大量并非历史专业工作者的华裔人士, 在无私

地奉献,做着一个历史工作者本该做而又没有很好地去做的工作,

做着一个国内专业工作者该做而又未能做好的工作,这在一个为

商品经济为至上、拜金主义泛滥的美国,是特别耐人寻味的。他们

是美国华裔中的不计报酬的业余“义工”。这些“义工”大多来自中

产阶层。在美国的中产华人成了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真实的坚定维

护者。“义工”都是自愿奉献者,他们有自己的工作,是用业余时间

来自愿服务的。是历史的责任, 民族的感情,促使他们尽心尽力地

去做。有的坦言:“如果我们不接受今天历史所托付的责任,明天历

史对我们的谴责, 将是无情而严厉的。”

(三)以护史为准绳,团结国际反法西斯主义力量

抗日战争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法西斯

既是中国和亚洲人民的大敌,也是日本人民和民族的灾难,日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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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兢芬:《前瞻与回顾》,《抗战史实通讯》,第 8期, 1996年 3月。



西斯又是国共两党的死对头。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宣言主张“我们

应当联合日本人中的正义及有识之士共同来抚平这个历史创

伤。” 1994年 12月全球华人纪念南京大屠杀 57周年大会《致日

本人民及日本政府宣言》中说:“今天全球华人诚挚呼吁日本政府

及人民中的正义之士以坦诚胸怀面对日本军阀所犯下的滔天罪

行,以真挚态度与中国人民及亚洲各国人民携手合作共同解决五

十年来悬而未决的日本战争罪责问题。” 该会宣布一贯不更改的

原则: “我们是针对有罪的日本政府,而非无辜的日本人民。” 许

多有识之士提出: “我们对待日本人也必须有所区别,团结朋友,增

进友谊,反对敌人,揭露批判。”“把善良的日本人民与心怀叵测的

军国主义余孽分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会议员威廉·李平斯

基于 1997年提出了“揭发日本战争罪行,要求日本正式道歉”的议

案,已经获得许多国会议员的连署支持。议案列举日本所犯下的罪

行包括: “日本皇军所属恶名昭彰的七三一部队, 用怪异的药品和

生物战争,以美国战俘和中国人民作实验品,并且有证据显示七三

一部队惨无人道的方式包括没有麻醉解剖战俘, 并且给战俘注射

致死的毒素。”“自 1937年 12月至 1938年日军侵击中国南京,并

且屠杀该地区男女小孩超过三十万人, 两万个以上妇女被强

暴。”∀ 美国众议院针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犯的战争罪行表

·194·

《抗日战争研究》2000 年第 4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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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铿:《向主张正义的日本人伸出友谊之手》, 《抗战史实通讯》,第 5期, 1995年 6

月。

陆铿:《全球华人纪念南京大屠杀 57 周年大会结语》, 《抗战史实通讯》, 第 4 期,

1995年 3月。

全球华人纪念南京大屠杀 57周年大会《致日本人民及日本政府宣言》( 1994年 12

月) ,《抗战史实通讯》,第 4期, 1995年 3月。

邵正印:《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简介》,《抗战史实通讯》,创刊号, 1994年 4月。



示意见称:“鉴于日本政府始终拒绝承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

犯罪行以及对受害者赔偿; 因此决议。”“众议院的意见是日本政府

应当”“正式地为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犯罪行发表一个明确并

且不含糊的道歉”;“建立一个人道基金,用以补偿‘南京大屠杀’的

生还者、生还者的后嗣,被迫做性奴隶的‘慰安妇’以及其他第二次

世界大战中日本所犯战争罪行的受害人。”

1999年 8月加州议会通过了由圣荷塞地区( San Jo se) 日裔

众议员麦克本田( Mike Honda)提出的“AJR27:追索日军暴行责

任案”, “该议案由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帮忙起草并全程参与”。议

案“谴责日军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犯的南京大屠杀、七三一部

队用活人做实验及细菌战、强迫妇女做‘慰安妇’及强迫劳工等罪

行。此法案并议决加州政府将要求美国总统及联邦政府, 向日本施

加压力,要其向所有暴行受害者正式道歉及作出赔偿。”

(四)团结一致,持之以恒,必有成效

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感言: “自 1991年 10月本会同仁开始活

动以来,已历经七个年头,和八年抗战比起来已相距不远⋯⋯七年

以来多亏全体同仁努力不懈,许多人放弃休假和周末,又有多少人

常常夜夜干到三更,都是受到同一个使命的驱使做出无私的奉献,

这其中有老, 有少,有理事也有义工, 交融成一幅感人的图画。回首

望去虽然七年中时常备极辛劳, 但是那结出的成果却是极其甘

甜。”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长期担任《抗战史实通讯》执行总编辑

的陈岚女士在谈到编辑史实通讯时感言:“我实在难以尽述这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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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美国旧金山“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

抗战史实通讯编辑部:《AJR27议案 加州众议会压倒性通过》,《抗战史实通讯》,

1999年 9月。

《众议院针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犯的战争罪行表示意见( HR. 160)》,《抗战

史实通讯》,第 13期, 1997年 7月。



以来大家投入了多少心思, 付出了体力和时间, 而且在缺少基金的

情况下,编辑全是义工。行有余力, 则于编务。对我来说, 这也是一

段艰苦的过程,因为本期包含了中、英、日三种文字, 涵盖了多方面

内容,目录修改了不下十余次,页数增至一百三十余页。时常夜深

人静,伏案思索,不知不觉已经天明。”

以上仅就笔者闻见所及,对旧金山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的实

绩作一粗略概述,意在使国人了解海外有那么一支牢记历史责任

和胸怀民族感情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并表达对海外亲人正义事

业和奉献精神的感佩之情。同时笔者深信国内广大民众和史学界

同行同样怀有这种责任感和民族情,毕竟抗日战争的最广大受害

群体在祖国大陆。近年来随着日本侵华罪证的披露愈益深入, 民间

索赔活动的逐步展开, 笔者衷心期望海峡两岸和海外华人,团结一

致,坚持不懈地维护抗日的历史真实,揭露日本政府和右翼势力否

认和歪曲侵华暴行事实,追讨战争罪责,要求日本政府为战争罪行

公开正式道歉,并进行民间赔偿。笔者同时期盼历史专业工作者和

热心维护史实人士共同奋力抢救抗日战争时期的口碑史实,使这

场浩劫真正成为民族鲜活的历史记忆。历史的镜子将使日本侵华

罪责无所遁形;激励中华儿女自尊自卫、自强不息。

(作者黄安年, 1936年生,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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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岚:《南京大屠杀第一个甲子联想——编后记》,《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专辑, 1937

- 1997》,《抗战史实通讯》, 1998年 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