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年 是
纪 念 抗 战 胜
利 70 周年，
一 部 出 版 于
67 年 前, 由
日军编著、出
版的《支那事
变 出 征 纪 念
写真帖》日前
在 我 市 被 发
现。这本“写
真帖”保存完
好，成为日本
军 国 主 义 侵
略 中 国 的 新
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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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抗战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

史料见证抗战

□记者 徐庆丰

这本画册的收藏者叫王俊寅（左下

图），平日里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收藏老报

纸和画册。这本日本侵华图册是他在

2000 年的时候，在上海一处旧报摊里，

批量买过来的，当时放着一直也没有发

现这本书的价值。前不久，他看到了《永

康日报》关于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征集

抗战史料的消息，猛然想起自己收藏的

这本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军事“写真

帖”。其中一些照片，纯属独家发布，可

谓意义非凡。

记者看到，这册名为“光辉”的《日本

昭和十二三年 支那事变出征纪念写真

帖》，长26.5厘米，宽19厘米，为褐色硬纸

封面，装帧考究，用蓝色丝线扎成上下两个

“X”线结，上面凸印有万里长城和站岗的

日本哨兵，旁边“光辉”两字金光夺目。

除了封面显旧外，《支那事变出征纪

念写真帖》整体保存完整，内页完好无

缺。图片印在铜板纸上，印刷质量极佳，

图片十分清晰。经记者初步清点，整本

《写真帖》共有53页，其中以照片为主，共

刊登照片近200张，还有一张日军侵略华

北地区的详细线路图。“写真帖”记录的是

日军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2月份

这段在中国侵略扩张的历史。

翻开“写真帖”的首页,就是一张经

过描绘处理的卢沟桥彩色照片,下面

文字标注着日文说明，意思是

“成为日本侵华战争导火索

的卢沟桥事件”。其实日本

军队为了占领中国，发动了

全面侵华战争，从 1937 年 6

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

行所谓的军事演习。1937 年

7月7日深夜，卢沟桥的日本驻

军在未通知中国地方当局

的情况下，居然擅自在中国驻军阵地附

近举行所谓军事演习，并谎称有一名日军

士兵于演习时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

宛平县城（今卢沟桥镇）搜查。这显然是蓄

谋已久的挑衅行为，中国守军严正拒绝了

这一无理要求。日军当即开枪开炮猛轰卢

沟桥，并向城内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中

国守军第29军奋起还击，掀开了全民族抗

战的序幕。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

事变”侵吞我国东北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

侵华战争，陆续运兵入关。到1936年，日军

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

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

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1937年，驻华日军悍然发动“七

七事变”（又称“卢沟桥事变”），日

本开始全面侵华，抗日战争随即

爆发。

记者了解到，当时，侵华日

军为炫耀自己的“战争功绩”，

美化其军国主义的野心，通常

会请随军摄影记者拍摄照片，

出版纪念写真集，作为内部资

料在部队里交流。从该写真集

内容来看，日军分别从京汉线、北宁线、

京绥线、津浦线、胶济线五路，对我华北进

行侵略扩张，随军摄影记者跟随日军侵略

的铁蹄一路拍摄，用图片真实记录了攻占

天津、廊坊、北京、通洲、丰台、南口、大同、

绥远、太原、保定、石家庄、沧州、德州、临

沂、济南、青岛等城市的经过，画面里有被

日军大炮飞机轰炸后的政府、学校的残垣

断壁，有日军高级指挥官检阅部队、指挥战

争，有日军作战部队使用的军事装备，还有

日军耀武扬威进城的画面等等。这些罄竹

难书的罪行，竟被日本侵略者无耻地标注

为其“光辉”的丰功伟绩。

此“写真帖”于昭和十三年（1938）由

中 户 川 洋 行 编 辑 出 版 ，昭 和 十 六 年

（1941）在天津日租界福岛街502号再次

印制（福岛街就是现在天津市和平区多

伦道一带）主编名叫村地，可能是一名侵

华的日本军官。这本“写真帖”不但是珍

贵的史料，也是日军侵华的最新铁证。

王俊寅告诉记者，这册“写真帖”图

集能够妥善保存 75 年，完好无损，很不

容易。今后他将继续搜集有关抗战的历

史报刊和画册，以警醒国人，勿忘国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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