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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 为伸张正义 惩处战争罪犯 重建战后国际秩序 ， 维护世界和平 同盟

各国依据《波茨坦公告 》 在 日 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对 日 本战犯进行审判 。 由 中 、美 、苏 、

英 、法等提名的 名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 自 年 月 日 开始 至 年 月 宣判

终结 共开庭 次 出庭证人达 人 ，庭审记录长达 万余页 判决书长达 页 ，审判吸引

了近 万听众 ，其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 堪称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 。

东京审判 （ 即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

）详细审查了 日 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经过 ，确认

了 日本侵略战争的犯罪性质 ，裁定了 日本的战争责任 是战后 日本和远东国际关系新格局的起点 。

中国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受害最大 、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有重要贡献的国家 同时也是参与东京

审判 的主要国家之
一 理应在东京审判的评价问题上有主要的发言权 ，特别是应系统地回击 日 本右

翼势力否定东京审判正义性的言论 。 然而 长期 以来 由于各种历史原因 ，我们在东京审判第
一

手

资料的积累 、研究 以及 国际学术交流等方面 ，都还有大量的工作亟待开展 ，特别是作为东京审判关

键文献的庭审记录 ，除判决书及部分内容有零星的 翻译外 ，未 曾在国 内完整 出版 ， 留下了很大的

遗憾 。

鉴于此 年 ，
国家图书馆联合业内相关单位启动了

“

民 国时期文献保护计划
”

，将征集 、
整

理 、保护与研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史料作为其重要内容 年 月 又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共

建
“

东京审判研究 中心 。 经过双方两年多的不獬努力 ，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文献丛刊委员会

编纂 ，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上海交通大学出 版社联合 出 版的 卷本 《远东 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

录 》 ，
于 年 月 出版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的

庭审全记录 ， 内容包括法庭成立 、立证准备 、检方立证 、辩方反证 、法庭判决等审判全过程 近 万

页。 它的 出版 为读者和研究人员提供了解和研究东京审判 的原始材料 对于研究中 日关系 、历史

遗留 问题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 ，
也是驳斥

“

东京审判史观
”

、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非法论
”

等 日

本右翼保守势力歪曲 和否认侵略史实言论的佐证。

年底 由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编纂的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索引 、附录 》 三卷本 ） 出

版 。 索引 内容包括全篇人名索引 、证据索引 、出庭人物索引 、重要事件索引 ， 附录包括远东国际军事

审判 的相关制度 、史实 、文献 、研究成果等 。 该书是迄今为止有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 己录最为

详尽的索引类工具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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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 的出版为契机 ，
国家图 书馆出版社还将继续

“

对 日 战犯审判

文献丛刊
”

的出版工作 具体如下 ：

《远东 国 际军事法庭审判 文献 ：法庭证据 》 （ 全 册 ） 。 远东 国 际军事法庭的法庭证据

是指 由控辩双方提出 ，
而又被法庭采用的证据 。 每份法庭证据 皆有英文 、 日文两

种版本 。 这些法庭证据 有相当
一

部分来 自 日本政府的秘密档案 ，这部分档案先被 日 本政府埋藏以

消灭罪证 ，
后被美军掘获 ；另

一

部分为红十字会或其会员 团体的报告书和个别有关人员 （ 医师 、情

报员 、
调查员等 ） 的报告 ，

以及与案件有关的私人 日记 （ 如《木户幸
一

日 记》 ） 的摘录 、信札和其他的

私人文件 。 作为东京审判的关键文献之一 ，法庭证据将 日本发动
“

九一八事变
” “

卢沟桥事变
”

，
以

及进行
“

南京大屠杀
”

等各种战争罪行的相关证据集 中展现 是对 日 本右翼否认侵略罪行和南京大

屠杀的最直接 、最有力的驳斥 。

《横滨审判庭审记录》 （全 册 ） 。 横滨审判 ，
是 同盟国在横滨组织的军事法庭对 日 本乙 、

丙级战犯进行的审判 。 较之东京审判 ，横滨审判历时更久 前后长达 年 总计审理案件 件 ；遭

到起诉的战犯 ，共计千余名 包括在
“

花冈事件
”

中虐待 、杀害中 国劳工 的战犯福 田金五郎 、河野正

敏等
；
被诉战犯成分复杂 既有军方人士 ，

也有普通民间人士 。 此次将横滨审判的审判速记录 、法庭

证据 、辩方提交的赦免请愿书等原始档案文献整理影印出版 ，
以翔实的史料揭露 日 本战犯所犯下的

累累罪行 。

《二战后审判 日本战犯报刊资料选编 》 （
全 册 ） 。 国家图书馆投人十余位专业人员 从二战

后中 、美 、英 、 日等 国出 版的 《大公报》 、 《 申 报》 、 《字林西报 》 、 《南华早报 》 、 《泰晤士报 》 、 《纽约时

报》 、 《读卖新闻 》 、 《星洲 日报 》 、《星槟 日 报》等近 种报刊杂志 中 ，辑录出 余条相关新闻报

道 。 收录资料的时间范围 ，
自 年 月 《波茨坦公告》决定战后对 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

至 年

月 远东委员会决定不再审判 日 本战犯为止。 内容分六部分 ：审判前的准备工作 ；
远东 国际军事法

庭审判 中 国主导的审判 ；美国主导的审判 （ 横滨审判 、马尼拉审判 、关岛审判等 ） ；英国主导的审判

香港审判 、新加坡审判 、吉隆坡审判 、槟城审判 、太平审判 、柔佛审判 、仰光审判等 ） ；
其他国 家主导

的审判 （澳大利亚在拉包尔 、香港 、新加坡 、达尔文等地进行的审判 ；荷兰在巴 达维亚 、坤甸等地进

行的审判 ；法国在西贡进行的审判 ；
菲律宾审判 以及其他东南亚各国对战犯的审判 ） 。

其中 ， 中 国主导的审判占据了本书的大部分篇幅。 日 本投降后 南京 国 民政府于 年 月

开始对侵华 日军乙 、丙级战犯进行审判 分别在南京 、上海 、北平 、汉 口 、广州 、徐州 、济南 、太原 、沈

阳 、 台北等地成立军事法庭 。 书中对各地战犯法庭所进行的战犯抓捕 、罪证调查 、审判过程 、判决结

果及执行等方面 都有详尽的介绍 ，特别是连载了审判战犯的起诉书和判决书 ，揭露了 日 本战犯在

中 国犯下的罪行 。 此外 ，书中还收录了对 日 本侵华过程中韩 、台籍战犯的审判 ，
以及中国共产党在

解放区对 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相关新闻报道 。

除此之外 ，

“

对 日 战犯审判文献丛刊
”

还将系统地出版其他地区对 日本战犯进行审判 的庭审记

录 并将重点关注由 中 国主导审判的相关文献 。 我们相信 ，这些审判文献 的出版 定将进
一

步厘清

事实 夯实对 日 本战争罪行研究的基础 ，
必将有力地回击 日 本右翼美化侵略的企图 。

〔 作者李强 ，
国家 图 书馆 出版社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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