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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照宁捐赠

南京抗日航空烈

士鲁美音执行最

后一次飞行任务

的 “重庆号” 飞

机模型。
本报驻苏记者

叶志明摄

一枚纪念章，揭开了一段家族历史
鲁照宁在历史之河中打捞搜索， 起初

是孤独的。 所有的事情， 他独自一个人承

担，所有的痛苦、悲伤，他独自一个人来承

受。家人慢慢知道了他在做的事，一开始表

示担心和反对。
家人的担心可以理解。他们觉得，这应

是国家层面的大事，至少应是博物馆、纪念

馆等组织和部门出面， 比一个人单打独斗

更有成效更有力量。 虽然工作和收入挺稳

定的，但毕竟花出去的都是真金白银，偶尔

为之尚可，长此以往难以为继啊！
他完全是“自带干粮”独自上路的。 这

十几年的十几次捐赠，2300 多件（套）史料

物品，他是自费购买，自费往来，无偿捐赠。
花了多少钱，他没有好好算过。 他说，除了

日常的开销，这些年所挣的薪水，差不多都

投在这方面了。
他所拍得的物品，既是历史的，也是商

业的，在收藏意识日益凸显的当下，很多捐

赠的物品价值飙涨。 他曾经捐赠的一面日

本国旗， 有收藏界专家说， 其价格已经比

10 年前购买时涨了至少 10 倍。 这面日本

国旗上写满了一名日军士兵攻占中国多座

城市的时间，有南京入城、徐州入城、枣庄

入城、河间入城、交河入城、张家口入城等。
这个士兵在 1937-1939 年参加了很多侵占

中国的战役及入城仪式。有朋友问他，当初

拍得这面旗帜时花了多少钱，他停顿片刻，
淡淡地说：天价。

转变出现几年前。 有一次他又悄悄地

回国内捐赠， 在国内的舅妈看到了电视新

闻的报道，告诉了在美国的父母。父母渐渐

地改变了看法，从一开始的反对，到后来的

无语、默许，到慢慢地理解、支持。而真正的

转折，出现在两年前，父亲获得了当时台湾

地区领导人为祖父颁发的一枚纪念章。
正是这枚小小的纪念章， 揭开了鲁家

一个家族封尘几十年的一段历史。 从这枚

纪念章， 他知道了自己的祖父， 以及曾祖

父、曾祖母、姑奶奶等等许多与南京，与南

京大屠杀，与中国抗战有关的往事。对于南

京和中国过往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而言，
他的先辈是受难者、见证者、战斗者，现在

的他是历史的回顾者、探寻者、打捞者。 他

与先人在这段历史上意外的相遇， 难道不

正是上苍冥冥之中的巧妙安排？
曾祖父鲁士清，是一位基督教长老，任

职于南京新街口汉中堂。他育有三子三女，
长子鲁葆如，也就是鲁照宁的祖父，是一位

有机化学教授，著有《实用农艺化学》《应用

化学》等著作，后投笔从戎，抗战前期就职

于香港书局， 任国民党军队少校，1941 年

被叛徒出卖，在香港被日本特务枪杀。这枚

抗战胜利纪念章就是于 2015 年 7 月，颁发

给鲁葆如的。纪念章证明书写道：鲁葆如先

生曾参加对日抗战，牺牲奉献，功在国家，
特颁发抗战胜利纪念章一座，以昭尊崇。

鲁家在抗战中另一位牺牲者鲁美音，
是鲁照宁的三姑奶奶，曾祖父的幼女，祖父

的三妹。她毕业于金陵女子学院，后在燕京

大学读预修，进协和医学院护士专业毕业，
成为我国第一代航空护士。航空护士，就是

航空乘务员。之所以称为航空护士，是因为

当时招收航空乘务员， 招聘的条件之一就

是护士学校毕业， 需要有医学护理方面的

学识和能力。 1938 年，鲁美音应滇缅公路

局邀请，前往抗战前线的云南保山，担任芒

市一家医院的护士长。这期间，她认识了后

来的丈夫，滇缅公路局的一位工程师，结婚

后不久， 她随调动工作的丈夫一起去了四

川，1940 年初考入中国航空公司担任航空

护士。
爱好写作的鲁美音当年 10 月递交

辞呈，计划专心投入文学创作。 不料，辞
职报告被批准后， 她又接到了临时的飞

行任务。 怀有身孕的她本可以推掉这次

飞行任务， 当时和她在一起的二姐劝她

不要去了，而她告别二姐，毅然登上了执

行任务的“重庆号”飞机。飞行途中，遭遇

日机袭击， 他们在一片农田迫降后被 5
架日机围攻猎杀， 机长被炮弹击中当场

身亡， 最后一个离开的鲁美音在日机一

阵猛烈的扫射后倒在血泊中， 因伤势过

重不治身亡。机上 14 名乘客和机组人员

中有 9 人遇难。据知情人追述，乘客里有

一名婴儿，是为抢救孩子，鲁美音才最后

一个离开机舱，牺牲时年仅 26 岁。
曾祖父鲁士清撰文《忆亡女美音》一

文写道：为人而死，重于泰山，为己而死，
轻于鸿毛。 余女美音之死， 虽不重于泰

山，总算死得其所了！
今天的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的

纪念碑，有这样一行字：鲁美音（女），江

苏 南 京 ，1914 年-1940 年 10 月 29 日 。
她是镌刻在纪念碑名录上 4296 名中外

抗日航空烈士中唯一的一位女性。
除了两位抗战烈士， 鲁家还有两人

在日军侵占南京期间遇难。祖父的大弟，
鲁照宁的二爷爷， 南京大屠杀期间在中

山路的家中被日本兵用刺刀捅死； 鲁照

宁的曾祖母，一位传统的小脚女人，一次

从汉中路到鼓楼送信， 在中山路上遇一

马车，因日军军车横冲直撞呼啸而过，马
受惊，遭马车撞压罹难。

鲁照宁的父亲鲁振国， 于南京沦陷

后不久的 1938 年 1 月出生在南京郊区

溧水。 老人家以前对家族的历史谈得很

少，现在常常会拿出这枚小小的纪念章，
翻出一些老照片， 讲述家族和前辈一个

世纪来的一些往事。 那些曾经零碎的片

段，在老人的讲述中，在鲁照宁进一步的

探寻打捞中， 像电影蒙太奇般一幕幕串

联在一起。
与善同行，心存至善。这位美籍华人

的善举， 赢得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认

可。鲁照宁说，家人现在对他也是非常理

解和支持，父母为儿子所做的感到骄傲。
母亲还悄悄地提起， 购买这些史料非常

昂贵，如需要，她的退休金可以拿出一部

分。 他安慰母亲，心意领了，自己的资金

还算够用。
这次，鲁照宁陪同父母一起回宁，专

程来到紫金山北麓的南京抗日航空烈士

纪念馆，拜谒三姑奶奶鲁美音，并再次向

纪念馆捐赠有关中国航空抗战的文物史

料。 之前， 鲁照宁已两次向该纪念馆捐

赠。之后，他们还要向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捐赠七八十件（套）文物史料，最重

要的是， 他们将把这枚纪念章捐赠给纪

念馆。父子同捐，也是鲁照宁十数年来捐

赠壮举的一段佳话。 他说，我们的捐赠，
虽然是微不足道的， 但是希望通过我们

的努力， 有更多的史料还原证明那段人

类黑暗恐怖的悲剧，希望大家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在为南京大屠杀历史打捞的同时，
他还发现了许多其他的中国抗战、 日军

侵华的文物和史料，包括淞沪会战、上海

抗战的内容， 希望来年有机会捐赠给上

海的有关纪念馆、博物馆。 民族记忆，家
国情怀， 这位爱国义士打捞历史之旅继

续着，他不再孤独。

鲁照宁： 行走在打捞历史的苦旅中
本报驻苏记者 叶志明

“南京，我又来了。”回到曾经生活了 16 年的这座城市，鲁照
宁总有这样的感慨。

初冬时节，标志性的梧桐树枯黄的叶子洒落在宽阔的大街、
古老的小巷，一切是那么熟悉和亲切。 对少小离家的游子而言，
梧桐树、明城墙和盐水鸭，是化不开的浓浓乡愁。

数不清这是第几次回老家了 ， 但是鲁照宁记得 ， 这是他

2000 年以来第 16 次回来。 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从那
一年的初冬，也是这个季节，每一次踏上这片魂牵梦萦的故土，
心里总是装着一份沉甸甸的悲痛和伤感， 每一次总是和城西江
东门的那座纪念馆息息相关，每一次总绕不开 80 年前发生的那
一幕黑暗血腥的历史。

数不清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了多少

文物史料，但是每次回来，他的行李箱中总是夹带着不少文物史
料。 据纪念馆方面最新的披露说，13 年，13 次，鲁照宁向南京大
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共捐赠 2300 多件 （套） 有价值的文物史
料，其中 164 件（套）为国家珍贵文物，60 多件（套）为国家一级
文物。 在第四个国家公祭日到来之际，美籍华人鲁照宁第 14 次
捐赠，将与他父亲一起捐赠 70 多件（套）珍贵的文物史料。

ｗww．whb．ｃｎ
２０17 年 12 月 10 日 星期日6 第 567 期

主编/郑蔚 责编/付鑫鑫 近距离

一本书，为他推开了一扇历史之窗
鲁照宁收集捐赠南京大屠杀文物史

料的举动， 始于一本书———《南京暴行：
被遗忘的大屠杀》。 20 年前的初冬，1997
年 12 月，美国华裔女作家张纯如的英文

历史著作出版，仅一个月就登上美国《纽
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被评为年度最

受读者喜爱的书籍。
不久后， 在纽约联合艾迪森电力公

司上班的鲁照宁读到了这本书。 在了解

到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曾经发生

过如此血腥残暴的人类浩劫的同时，他

的内心被一种剧烈的悲痛深深地击中。
痛苦，悲伤，震惊，耻辱，无法用词语形容

他内心的苦楚。 遥远的东方， 大洋的彼

岸，他热爱的那片故土，就此让他无法放

下，无法割舍，无法忘怀。
1980 年 5 月，鲁照宁随父母移居美

国。同行的一家三代 6 口人，上有八十高

龄的奶奶，下有一弟一妹。弟弟 13 岁，小
妹刚 7 岁。他自己中断了在人民中学（即
现在的汇文中学）的学业，告别了无忧无

虑的青葱岁月。少年不识愁滋味，懵懵懂

懂的他不知道为什么要去美国， 只知道

自己的二姑奶奶、姑妈、伯父等许多亲戚

在美国。
16 岁的他，对自己生活的城市还很

不了解，对这座城市的历史知之甚少。来
到美国， 亦学亦工的鲁照宁尝遍了人间

冷暖、世态炎凉。 每逢中国抗战纪念日，
纽约的华文报刊总会刊登一些回顾历史

的纪念文章，而“南京”“大屠杀”是两个

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汇。每当这个时候，
他总会多看上几眼， 总会买几份报刊回

家慢慢地阅读。 大洋的阻隔拉远了空间

的距离， 但是心理上， 他与那座六朝古

都、“十朝都会”的距离越来越近了。2000

年，千年之交的那一年，他读到了张纯如

的这本书。他知道张纯如出生在美国，祖
籍也是江苏， 在南京北面约 200 公里的

淮安。那本书，为鲁照宁打开了一扇历史

的窗户， 他对自己生活过的城市曾经遭

受的苦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当年年底，2000 年 12 月，一个偶然

的聚会，他回到南京。他提出要到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去看一看， 但因为行程

太过紧张， 他与近在咫尺的纪念馆擦肩

而过。
两年后，2002 年 7 月， 他再度回到

南京， 首次进入了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

馆。 他看到了展厅里展出的一些图片和

实物。 这些图片和实物， 以及配文的描

述， 给他心灵带来的震撼和冲击是难以

名状的。他感到前所未有的痛苦和悲愤，
深深的耻辱，还有内心的愧疚。为什么我

们的民族会遭受如此巨大的苦难？ 为什

么日本有那么多人不承认这段历史，百

般抵赖扭曲掩盖？ 为什么自己曾对这场

人间浩劫几乎一无所知， 居然还能若无

其事地当作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那天晚

上，他彻夜难眠。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南

京人，他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他说：“看到当时的纪念馆里展出的

实物还比较少， 我觉得应该利用自己在

海外的便利， 寻找更多有价值的历史材

料； 日本不是一直不承认有南京大屠杀

吗 ， 那我就去找来更多有说服 力 的 证

据。”两年后的 2004 年 3 月，再次返回家

乡时， 他向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

了张纯如的这本英文原版书， 和另一本

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英文书。 这是鲁照宁

向纪念馆第一次捐赠。他说，这只是一个

开始。

一张照片，领他开启了一趟孤独之旅
鲁照宁开始了一趟南京大屠杀历史

的探寻之旅、打捞之旅，至今没有停歇前

行的脚步。在这已经不短的旅途中，有一

张照片，每每浮现在他的眼前，就深深刺

痛他内心最神圣的那一处心弦。
这张被称为“头颅抽烟照”的图片，

画面中一个中国男子的头颅被残忍地挂

在铁丝网上，额头上依稀可见斑斑血迹，
嘴中还被恶作剧地塞入半支香烟。 这张

照片， 多次出现在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展

板上， 成为证明日军侵入南京的著名照

片之一。 照片刊登于 1938 年 1 月 10 日

发行的美国《生活周刊》。
鲁照宁首次看到这张照片， 纯属一

次偶然的发现。回到纽约后，他继续公司

和家两点一线的简单生活。 16 岁移居美

国后，他先念高中，大学时攻读冷暖环境

控制专业，1987 年毕业后进入纽约联合

艾迪森电力公司。起初担任技师，后来担

任项目建设督察至今。 他在这家公司任

职已经整整 30 年。
生活虽然简单如常，但不一样的是，

每天他都会投入大量的时间上网查询搜

索关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文物史料。 他

经常泡在一些收藏拍卖网站上， 打入不

同的关键词进行搜索。搜索的范围，就是

南京，大屠杀，进而延伸至中国，抗日战

争。用得最多的关键词就是“南京”，以及

“南京”英语词组的不同拼法，NANJING，
NANKING，NANPING。 每天在上千个信

息中过滤查询，看到觉得有价值的拍品，
他就会参与网上竞拍。渐渐地，他慢慢摸

出了其中的一些门道。 一般的竞价当然

是随行就市。 有时他会标一个心理可以

承受的价格， 挂在那里， 按照圈里的说

法，叫“挂篮子”；半夜挂上去，第二天一

早见分晓。 有时，看到特别珍贵的物件，
志在必得的他会突破之前自己 设 定 的

“底线”，杀出一个“天价”，直接“封顶”。
有时，遇到特别“强悍”的对手，竞价过程

形成激烈的“拉锯战”，要经过几十个回

合，那最后的成交价真是高得离谱。
那天， 他在卢森堡的一个网站上意

外搜索到一本美国《生活杂志》，发行的

时间正是南京沦陷的四个星期后。 这本

原版杂志里， 有一篇关于日军南京大屠

杀暴行的报道 ，4 幅画面令人震惊的照

片，其中一张就是“头颅抽烟照”。他第一

念头，就是一定要拿到。浏览搜寻了这么

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 他也是从来

没有看过这张照片。他觉得这期杂志、这
张照片很少见。

按照鲁照宁自己的说法， 他仅仅是

一个搜索者、 打捞者， 历史证据的搜索

者、 打捞者。 但是长期以来， 在某一个

历史领域搜索打捞， 日积月累， 他已经

具备了分析研究的能力 。 刚开 始 的 时

候， 他觉得什么都新鲜， 后来慢慢地，
他专门关注那些稀少的， 独一无二的，
无可替代的， 或者具有个人明显标志、
不可复制的物件。 这本杂志、 这张照片

就是属于这个范畴。
这本杂志购买于 10 年前，2007 年 3

月他捐赠给了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后来，这张照片出现在大屠杀 70 周年展

览的展板上。 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看到

这张照片时很吃惊， 对这本杂志和这张

照片的史料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 认为

完全可以用“珍贵”来形容。他说，这张照

片自己之前没有见到过。另一张图片，画
面上南京城尸横遍野。图片说明上写着：
士兵与平民被 50 个一捆地捆起来处决。
朱成山认为， 一家第三国有公信力的媒

体客观公正报道日军在南京残暴杀害平

民和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的罪行， 可以

说是历史的明证，铁证如山。
这十几年来， 鲁照宁简单生活中的

几乎每一天， 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浏览

网页、搜寻史料。 他说，大概每天 4 个小

时左右。 有的时候，在旅行的路上，在吃

饭的间隙，他会通过手机上网，浏览、搜

索，甚至竞拍。可以说，除了基本的吃饭、
睡觉 ，乘车 、上班 ，加班 、聚会 ，出差 、旅

行， 他把几乎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

在了对于南京大屠杀史料文物的搜寻打

捞上。
在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之河中搜寻打

捞， 鲁照宁常常遭受多重的心理折磨与

灵魂煎熬。 有时，因为一次偶尔的疏忽，
与一件珍贵的史料失之交臂， 他会非常

失落，内心责怪自己，为什么不守在电脑

旁，为什么刚跑开了去看电视，为什么不

睡得再晚一些、再等一等。 渐渐地，他竞

价的心理底线屡屡被突破。
他说：“看到关于南京的、大屠杀的，

进而关于中国的、抗战的、日本侵华的一

些珍贵史料，我常常是没有底线的。 ”有
时，通过剧烈竞价最后获得的这些拍品，
让他经历了更加巨大的心灵打击。 这些

珍贵史料邮寄到家， 他轻轻地打开外包

装，直面这些史料所包含的民族苦难，痛
彻心腑的他常常泪流满面。

鲁照宁是执着的。他认准的一件事，
就要把它做好，做到极致；他认准的一条

道，就一定要走下去，义无反顾。他说，随
着时间的流逝，珍贵的史料越来越少，他
能做的就是努力，再努力。至于为什么要

做，花费那么多的金钱有什么好处，为什

么是芸芸众生中的他， 在浩如烟海的历

史长河中打捞这些片鳞碎甲有多大的分

量，他没去多想。 他说：“有比无重要，多
比少重要； 有就是重要； 总要有人来做

的，为什么不可以是我呢？ ”
功夫不负有心人。 一年前， 在一次

浏览搜寻中， 他发现了 《生活周刊》 这

张 “头颅抽烟照” 的原版存档图片。 他

毫不犹豫， 不惜一切代价竞拍得手。 今

年 7 月， “七七” 全面抗战爆发 80 周

年前夕， 他特意回到南京， 亲手将这张

历史照片 ， 连 同 另 外 600 多 件 文 物 史

料， 交给了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

张建军。

1938 年 1 月 3 日的德文报纸， 报道 1937 年 12 月 17 日日军南京入城式，
美国凯斯通（基石）新闻图片社原版照片。 （除署名外，均受访者供图）

上海中国周刊发行的 《日本侵华

战 争 日 记 （半 年 刊 ）》 五 本 合 订 本

（1937/7/7-1939/12/31）。

1938年4月2日的意大利周刊， 报道日

军轰炸南京下关发电厂， 被中国军队

击中的日机在最后一次攻击后坠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