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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林指出 ， 收入本书的密 电 、 密

件， 除当事人以外， 当时很少有人能接触

到它们。 因此， 这些密电和密件是坐实日

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的铁证。
参与 《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 编

辑工作的李庆辉， 对书中相当部分日方密

电进行了研究 。 他告诉记者 ， “七七事

变” 后， 侵华日军虽然占领了平津等地，
但与此同时， 中国长期抗战的局面已初见

端倪， 日军妄图 “速战速决” 的战略企图

已经破产。 国共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的迅速建立， 以及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的

局面， 是日本当局始料未及的。
在 《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 第 12

册第 5 页日本陆军省的极密文件 《中国长

期抵抗局面下的形势判断》 中， 透露了其

对中国战场和国际局势的看法： “虽然坚

持长期抵抗的南京国民政府经济困窘、 战

力和战意消磨， 濒临国内分裂的危险， 但

是， 该政府仍依仗实际控制区域进行持久

抵抗， 以此来消耗帝国的军事力量， 并且

趁国内声音不一之际 ， 希冀于各国的调

停 。 只要南京政府存在 ， 列国特别是英

国， 就会联合法国、 苏联展开对华支援，
但不会有积极的军事支援。 而美国较为特

殊 ， 极力回避对日集体压迫 ， 基 于 自 身

立场 ， 努力促成纷争停止 。 德国 、 意大

利虽对帝国一直进行善意的支援 ， 但对

欧美列强的集体干涉无动于衷 ， 也在等

待调停时机。”
日本陆军省在这份密件中还提出了对

策： 在中国长期抗战的局面下， 首先是竭

尽全力使中国放弃长期抵抗的决心 。 为

此， 要对华经济封锁， 占据中国沿海主要

港口； 对中国的军需工厂、 仓库和交通进

行彻底的破坏 ； 激化国共两党之间的矛

盾， 扶持地方傀儡政权， 促使中国陷入分

裂； 进攻山东， 占领黄河以北地区， 确保

华北后方稳定； 强化华北统治政权， 迅速

对华北地区经济开发； 如有与中国或第三

国和平谈判之际， 捕捉机遇， 对谈判内容

加以干涉并时刻保持警惕等等 。 由此可

见， 为占领中国， 日本军国主义可以说是

处心积虑， 阴谋重重， 无所不用其极。
李庆辉说， 在该极密文件中， 日军还

强调了对我中华资源的掠夺： 日本、 满洲

及中国华北地区的天然资源用量仅次于

美、 苏两国， 除石油、 橡胶和其它几种关

键的金属原料外， 都能自给自足。 但是，
纵观开发利用这些天然资源的产业情况来

看， 多数产业是偏向于民用的所谓的和

平产业 ， 在军需产业即重工业方面反而

十分薄弱 。 因此 ， 非常有必要扩充加强

军需产业。
该书的有关密件， 还道出了日本对中

国文化侵略的实质和策略。 李庆辉说， 刊

于该书第 12 册第 250 页的日本陆军省第

二课的极密电文 《战争指导上应尽速彻底

确立的根本方针》， 其中说道： “中日两

国， 以东洋文化的再建为共同目标， 进而

将之置于相互的善邻友好关系中。 而在东

亚， 日本又是先觉指导者。” “本次事变

（全面侵华战争）， 消极地看， 不过是 ‘九
一八事变’ 的最后一战； 积极地看， 却有

东亚解放序幕战的意义。 确立皇国一贯国

是的道义日本和进行东洋文化的再建设，
是历史上的两个阶段……通过这次事变，
进而将华北纳入日满国防圈中的一环， 并

成为具有可以实现的基础。 而进行东洋文

化再建设这个第二个目标之前， 先要把东

洋从依附欧美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这份

密电赤裸裸地表明， 日本所谓的 “东洋文

化再建设”， 就是以日本文化来排斥和取

代中华文化和欧美文化！
从此可见， 《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

变》 全方位、 多角度地记述了侵华战争中

日本在各个领域、 各个部门的侵略策略、
罪恶行径以及军部、 外务省以及其他内阁

官僚机构等的侵略活动和往来。 这种全方

位、 多角度的文献资料， 为深入了解和揭

露日本侵华战争以及日本国家机器的各个

部门在侵略战争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提供了

一把难得的钥匙。
汤重南说，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

“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历史

意义相比， 同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和世界

的影响相比 ， 我们的抗战研究还远远不

够， 要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作为

本书的编者期待并坚信： 这部由日本战争

时期档案中的密电、 密件所编成的文献资

料集， 将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国内外对 “七
七事变” 史、 日本侵华史、 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 第二次世界

大战史的研究。

动 “七七事变” 准备过程的密电、 密件

（共 10 册）。 起止时间为 1931 年 9 月至

1937 年 7 月 。 主要包括天津事变 （天

津事件）； 第一次上海事变 （“一·二八

事变”）； 日军侵占热河、 察哈尔及冀东

地区； 华北事变等内容。
第二编， 主要收录 “七七事变” 爆

发初期的密电及密件 （共 13 册）， 起止

时 间 为 1937 年 7 月 至 1938 年 12 月 。
主要收录自 “七七事变” 到武汉会战结

束， 日本在全面侵华战争的战略进攻阶

段的密电 、 密件 。 其中以日本 内 阁 会

议 、 外务省和陆军省的密电 、 密 件 为

主， 也涉及御前会议、 五相会议、 情报

委员会等枢要机构往来的密电和密件，
具有很高的原始史料价值。

第三编， 收录 1939 年 1 月至 1941
年 12 月的密电、 密件 （共 27 册）。 主

要收录日本侵占海南岛、 南沙群岛和汕

头等地、 侵占南宁及侵占香港期间的密

电、 密件。 其中包括日军对晋东南抗日

根据地进行的九路围攻、 对重庆大轰炸

以及策划扶持汪伪傀儡政权等内容， 充

分反映了日本既凶恶残忍又阴险毒辣两

手并用的鬼蜮伎俩； 也从另一侧面显示

中国抗战的艰苦卓绝、 坚忍不拔， 充分

证明中国抗战的伟大贡献。
卢沟桥枪响

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步骤

长年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资深出

版人王长林说， 日本史学界历来强调史

学研究的 “实证性”， 但他到日本有关

研究机构去查阅 “七七事变” 的档案文

献， 发现能查阅的数量非常少， 凡能查

阅的文献都经过了日方的 “精挑细选”，
而更多的内容无法查阅。 日方不公开的

原因， 毋庸赘言。 《日本侵华密电·七

七事变》 中绝大部分密电、 密件， 在日

本仍未公开 ， 是查阅不到的 。 其 稀 缺

性、 珍贵性也不言自明。
历史文献 资 料 最 重 要 的 是 “原 汁

原味 ”。 汤重南告诉记者 ， “《日本侵

华密电·七七事变》 没有对任何一份密

电 、 密件做任何加工 ， 而是全 部 影 印

刊出 ， 只是为便于阅读 、 使用 ， 对 原

件中已经有题目的 ， 则译出 ； 对 原 件

没有题目的 ， 则在中文目录中 根 据 该

密电 、 密件的内容概括拟出比 较 准 确

的标题 。 因此 ， 本书是最可靠 、 最 有

力 的 原 始 档 案 ， 具 有 极 强 的 说 服 力 。
真实性 ， 这是本书最大的特点 ， 它 构

成了本书的基础 ； 而稀缺性 ， 则 是 本

书独特的价值所在。”
本书披露的文献资料， 从日本侵华

的时间、 步骤和指挥部署上看， 既能看

到从 “华北事变”、 “天津事变” 等一

系列阴谋活动的策划 ， 又能看 到 对 北

京、 上海、 南京、 武汉和广州等地的武

力侵占 。 从战争的决策及作战 指 令 来

看 ， 既能看到大本营和御前会议 的 决

议， 也能看到陆军省和陆军参谋本部贯

彻、 执行昭和天皇和大本营全面侵华战

争决策及作战指令。 因此， 这些文献资

料较为全面地、 系统地记述了日本发动

“七七事变”， 挑起全面侵华战争， 扩大

对华侵略的全过程。
王长林说：“值得注意的是部分日本

学者在研究‘七七事变’时，认为事变的

发生具有很大的偶然因素。 他们多拘泥

于驻地部队作战计划等所谓 ‘实 证 研

究’，着眼于‘第一枪’战术动作的烦琐考

据，而不能够跨越事件‘偶发论’的认识

局限。这部文献资料集的出版，有助于以

确凿的事实为依据， 批驳日本右翼赤裸

裸的公然歪曲历史、 否认和美化侵略战

争的言论。 以充分的史实，证实‘七七事

变’ 是日本企图灭亡中国而采取的有预

谋、有计划的重要步骤。 ”
汤重南指出， 纵观日本史， 我们就

会发现日本对外扩张侵略的思想由来已

久。 早在 16 世纪， 曾担任太政大臣的

丰臣秀吉就提出过先侵略朝鲜， 后侵略

中国， 让日本天皇到北京来做皇帝， 而

他要从中国一直打到天竺 （印度）， 可

谓是日本军国主义之前的侵略思想的集

大成者。 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前期， 佐藤

信渊曾写过 《宇内混同密策》， 他提出

的 “国策 ”， 就是先占领堪察加半岛 ，
再占领朝鲜， 然后占领台湾， 最后占领

中国大陆。 明治维新后， 日本就提出所

谓 “大陆政策”， 将对外扩张和侵略作

为其基本国策 。 日本明治天皇 在 《宸

翰》 中也宣布要 “开拓万里波涛， 布国

威于四方”。 如果说在 1894 年之前， 日

本政府的重心还是学习西方， 赶上世界

发展的步伐； 但在 1895 年之后， 其就

将国家的重心转移到对外扩张和侵略之

上。 到 1931 年， 日本就将其军事战略

上升为国家战略， 整个日本坐上军国主

义的战车。 而到了 1936 年， 其国内还

发生了一场 “二二六事件”， 日本军队

内的 “皇道派 ” 法西斯分子发 动 了 兵

变。 虽然兵变被镇压， 但从此日本变本

加厉地走上了法西斯主义道路。 纵观整

个二战中日本的侵略行径 ， 与 丰 臣 秀

吉、 佐藤信渊的侵略思想一脉相承。
史料记载， 早在 “七七事变” 发生

之前 ， 在东京的高层人士中就 流 传 着

“不久华北要发生什么事” 的流言。 当

时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任职的今井武夫

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东京政界的消息

灵 通 人 士 之 间 私 下 传 着 这 样 的 消 息 ：
‘七·七’ 晚上， 华北将重演柳条沟一样

的事件。” 这从一个侧面证明， 日本关

东军通过发动 “九一八事变” 占领我东

三省， 已经成为刺激日本侵略野心的一

个恶例。 希望通过再次制造事端， 从而

借机占领华北， 以亡我中华， 在日军中

已早有图谋， 蠢蠢欲动者大有人在。
“七七事变” 7 年之后， 当年进攻

宛平城的日本驻屯旅团第 1 联队长牟田

“自供状”揭示日本蓄意侵华罪责
本报首席记者 郑蔚

毋庸抵赖
日本法西斯犯下反人类罪行

《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 共有 51
册、1000 余万字。整理、出版这部文献资料

集的意义何在？ 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日本

史学会名誉会长、该书主编汤重南先生。
“史料的收集，是历史研究的基础。

文献资料对历史研究和还原历史真相的

重要价值是举世公认的： 文献资料是一

切研究的依据、 根据和基础， 是提出问

题、研究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 ”他说。
“怎么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研究？ 在 2015 年 7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

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 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 ‘要加强资料收集和整理这

一基础性工作， 全面整理我国各地抗战

档案、 照片、 资料、 实物等， 同时要面

向全球征集影像资料、 图书报刊、 日记

信件、 实物等。 要做好战争亲历者头脑

中活资料的收集工作， 抓紧组织开展实

地考察和寻访， 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
这为我们做好抗日战争的研究指明了方

向， 就是让历史说话， 用史实发言。 我

们汇编这部文献资料集， 就是践行总书

记用事实发言， 让档案、 资料、 当事人

证词说话的相关重要论述和精神。”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员李庆

辉博士告诉记者， 《日本侵华密电·七

七事变》 所选编的资料， 是由美军占领

日本后运回美国的， 绝大部分是日本战

时的密电和密件。 密电中多署有发报人

和收报人的签字， 相关机关的印戳、 电

报的具体文号和收发时间。 虽然， 这些

密电和密件后来归还了日本， 但美国研

究机构留下了 2000 多卷微缩胶卷。 编

委会从 2000 多卷缩微胶卷中反复遴选

出 2 万多页与日本发动 “七七事变 ”，
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有关的内容， 然后分

门别类地加以整理、 编辑、 影印， 其真

实性、 确凿性， 毋庸置疑。
汤重南指出， 这本资料汇编不仅有

着很高的学术价值， 还有着非常重要的

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 日本军国主义

在二战中犯下的一系列暴行， 如南京大

屠杀、 七三一细菌部队、 实行 ‘三光政

策’、 强征 ‘慰安妇’ 等， 都是灭绝人

性的反人类罪行。 日本法西斯不仅是中

国人民的敌人， 还是亚洲乃至全世界人

民的共同敌人。 但是， 近年来， 尤其是

2012 年安倍晋三上台执政以来 ， 日本

右翼势力甚嚣尘上， 极力否定 ‘九一八

事变’ 以来的对华侵略战争， 否定南京

大屠杀和强征 ‘慰安妇’， 审核通过右

翼篡改历史的教科书。 一些右翼学者为

推脱抵赖日本发动侵略的罪责， 在 ‘七
七事变’ 的起因上制造谜团， 散布各种

‘阴谋论’， 将 ‘七七事变’ 以及中日全

面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中国身上。”
这种歪曲 和 美 化 日 本 殖 民 侵 略 暴

行的 “史观”， 还充分体现在靖国神社

游就馆的展示中 。 汤重南说 ： “在 游

就馆内不断地放映着一部 50 分钟长的

纪录片 《我们不会忘记》。 这部纪录片

对‘七七事变’做了如下的描写：是中国

军队开了第一枪， 而日本不希望开战，
但中国拒绝了日方的和平意愿 。 甚 至

污蔑说 ‘七七事变 ’ 的 背 后是 ‘共产

国际和共产党的阴谋’。 那里， 还陈列

着二战中日本海军每艘军舰的模型。 这

80 年前的 7 月 7 日，“这天
晚上，完全无风 ，天空晴朗而没
有月亮 ， 星空下面仅仅可以看
到远处若隐若现的卢沟桥的城
墙……”

这是宛平城下日军中国驻
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
队八中队中队长清水节郎在日
记中写下的话，讲述的并非当晚
宛平城的夏夜美景，而是一场大
战开启前短暂的沉寂，以及日军
对宛平城贪婪的“惦记”。

“当时 ，北平城的东 、南 、北
三面 ，都有日军驻扎 ，惟有西南
面的宛平城与卢沟桥是平汉铁
路通往内地的要道，” 中国社会
科学院世界史所研究员 、《日本
侵华密电·七七事变》 主编汤重
南告诉记者说 ，“如果宛平城落
入日军手中， 北平就成了孤城。
而平津一旦陷落，则整个华北将
陷于敌手。 ”

8 日凌晨 5 点左右，宛平城
外响起了侵略者蓄谋已久的枪
声。“七七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
制造的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
件 ，是继 1931 年 “九一八事变 ”
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企图武
力征服全中国而采取的有预谋、
有计划的重要步骤。中华民族到
了最危险的时刻！

“七七事变 ”，又是自 “九一
八事变”开始的中国抗战走向全
民族举国抗战的开端。 在中国共
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旗帜下，中国开辟了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为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 80
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组织完成了 《日本侵华密电·七
七事变 》 这一国家出版重大项
目。 该书将这些侵略者的自供状
展示在世人面前 ， 以全面揭示
“七七事变” 前后日本侵华的罪
恶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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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族抗战爆发 80 周年特别报道

些日本战舰在侵华战争和与美军争夺太

平洋的战争中，都犯下了战争罪，但这些

军国主义的战争工具依然得到供奉，我

们不能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保持高

度警惕， 不能不问：‘现在的安倍政权究

竟想干什么？ ’”

6000 封密电
来自陆军省外务省特务机关

《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由线装

书局正式出版。 策划人王长林向记者介

绍了这部文献汇编集的资料具体来源等

有关情况。
该书收入了日本策划“七七事变”及

发动、进行全面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部

和外务省等内阁主要部门及日本驻外使

领馆的 6000 余件秘密电报、 秘密文件。
这些密件绝大部分是当时日本 加 有 秘

密、机密、绝密字样的文件。 还有极少日

本外务省编纂的涉及“七七事变”的内部

报告、文件等，因其有重要参考价值，亦

特予适当收入。
王长林说，本书收录的密电、密件的

时限上起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下至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 要说明

的是，对于“七七事变”的时限的划分一

般都基于学界公认的较为狭义的事变概

念。 而本书将事变的下限划至太平洋战

争爆发前是基于下述考虑：“七七事变”
爆发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全

民族举国抗战开始分阶段进行， 从1939
年1月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正
是日本侵华战争与中国抗战的战略相持

时期， 由此我们可以从更为广阔的角度

来观察“七七事变”的全过程，能更全面

和系统地揭露日本秘密策划和逐步扩大

侵华战争的阴谋活动， 从而更有力地证

实“七七事变”是日本企图征服中国而采

取的有预谋、有计划的重要步骤。
众所周知，“七七事变” 前后这一时

期， 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地推行其制定的

《帝国国防方针》《用兵纲领》和《国策基

准》等侵略方略，在中国攻城略地，对正

面战场发动猛烈进攻， 在敌后战场则对

抗日根据地展开“大扫荡”；同时扶植傀

儡政权。 这一时期的日本军国主义可谓

得意忘形，犯下罄竹难书的侵略罪行。这
一时期也是中国抗战最为艰难、 极其残

酷的时期。中国人民殊死抵抗，将日本侵

略军拖在中国大陆， 为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做出了巨大牺牲和伟大贡献。
“因此，我们将这一时期大致分为三

个阶段，”王长林介绍说，从 1931 年“九

一八事变”后至 1937 年“七七事变”前，
这是日本阴谋发动“七七事变”的准备时

期，为第一阶段；从 1937 年“七七事变”
爆发至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 广州后的

1938 年 12 月，这是“七七事变”爆发后，
日军疯狂进攻期和中国抗战的战略防御

阶段，此为第二阶段；从 1939 年 1 月至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这是日

本侵华战争与中国抗战的战略 相 持 时

期，故以此作为第三阶段。
依据上述三个阶段的划分，《日本侵

华密电·七七事变》将收录的密电、密件

也相应地分为三编：第一编，收录日本发

汤重南：《日本侵华密电·七七事变》主编

《 日 本

侵华密电·
七七事变》
一 书 ， 由

线 装 书 局

出版发行。

（均线装书
局供图）

1937 年

7 月 ， 第

29 军 将 士

在 卢 沟 桥

奋 起 反 抗

日 本 侵 略

军。

口廉也大佐， 因侵略有功， 已升任中将、
担任侵缅第 15 军司令官 。 他亲口承认 ：
“大东亚战争， 要说起来的话， 是我的责

任， 因为在卢沟桥射出第一颗子弹引起战

争的就是我。” 这个日本军国主义战争机

器中的马前卒， 只能承担侵华战争罪责的

一部分 ， 但 “七七事变 ” 是日军故意 挑

起， 并立即得到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全力发

动、 迅速发展为全面侵华战争的真相， 已

昭然若揭。
汤重南强调指出， 无论是从日本侵略

扩张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 还是日本法西

斯主义的路径选择， 以及当事人的供述，
这些史料都充分证明， “七七事变” 是日

本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必然结果， 是日

本军国主义贯彻其 “大陆政策”、 实现其

侵略野心的必然步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