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次线上公布631件抗战时期档案
本报讯 （记者李婷） 历史不能

遗忘。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

上海市档案馆从馆藏中挑选了631件

抗战时期档案， 首次向社会线上全文

公布。

其中，淞沪抗战照片72张，档案形

成时间为1932年和1937年； 上海市各

界抗敌后援会档案62件， 档案形成时

间为1937年8月至1937年11月；日伪上

海市政府档案497件，档案形成时间为

1937年12月至1945年。

此次公布的照片主要反映日军轰

炸上海机场、车站、商店、工厂、学校、

电台、寺庙、疗养院、民宅、马路等之后

一片残垣断壁的凄惨景象。 两次淞沪

抗战是上海史、中国近代史、中国抗日

战争史、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重

要事件， 这批档案揭露了侵华日军在

上海的暴行， 反映了战争给上海城乡

造成的巨大破坏以及广大人民所遭受

的苦难， 是日本军国主义无法抵赖的

侵华罪证。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 上海人民

与全国人民一道掀起了抗日救亡的热

潮。 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便是在此

基础上成立的一个较有影响的救亡团

体， 它的成员几乎涵盖了上海工商金融

界所有头面人物、 一些向来热心社会公

益的人士和著名的文化教育界人士。 此

次公布的档案主要有该会执行、宣传、组

织、交通、技术和供应等委员会组织系统

表、组织规则、工作计划和报告，及该会

筹募、慰劳、供应、防护、救护和后援工作

概论等，无声地讲述了抗战中的人和事。

此次公布的日伪上海市政府档案，

主要有上海市傀儡政权市长就职、 更换

旗帜文件，设立保安司令部和各区、局、

处、会成立及启用印章文件，各机构组织

规程、办事细则，接收上海市银行、杨思

农林场以及组织东亚反共同盟会、 举行

反共救国市民大会、调查便衣队、施行保

甲制度、强化行人登记检查、清查户口、

推行储备货币、实施清乡、邮电和新闻检

查、周边经济封锁和“八一三”戒备计划

等文件。

据记载，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同年

12月5日，日本侵略者扶持汉奸苏锡文成

立了伪上海市大道政府。 1938年3月28

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伪上海市

大道政府接受其领导，于同年4月28日改

组为伪督办上海市政公署。 同年10月16

日， 伪督办上海市政公署又奉伪中华民

国维新政府命令改组为伪上海特别市政

府。 1940年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南

京成立，伪上海特别市政府隶属于它，并

于1941年1月1日至5月31日，一度成为伪

上海市政府。随着日本侵略者投降，伪上

海市傀儡政权宣告彻底垮台。

除了线上全文发布的抗战时期档案

外， 上海市档案馆还有10余万卷战时档

案开放了目录。市民可在“数字档案公共

查阅平台”查阅，也可前往上海市档案馆

外滩馆查阅服务中心现场查档。

“我们不是在运营一个帐号，而是在致敬先辈”

3位上海交大70后校友，过去8?发出35000条微博为网友做“抗战直播”

过去8年， 三位上海交通大学的70

后，坚持每天发微博，为网友们做“抗战

直播”。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日，微博“抗

战直播”发出“抗战胜利后”的一条微博：

“八年以前，我们选择以‘直播’的方式致

敬伟大抗战中的先辈，今天，我们兑现了

自己的承诺。然而我们的骄傲仅止于此，

因为先辈的崇高无需我们致敬， 他们已

化为巍巍神明。每次念及他们的名字，眼

中的泪水和喉头的哽咽都可以证明这种

神圣的感觉， 也在提醒我们， 人何以为

人， 中国人何以为中国人……” 时光回

拨8年，从2012年7月7日开始，这三位博

主在微博“抗战直播”上，每天对照历史，

播报当天的 “战况” 及当时国内其他大

事。 从2012年7月7日至今，持续八年的

“抗战直播” 画下句号， 总计发出微博

35000条 。 “八年的 ‘抗战直播 ’宣告结

束。 一切荣耀归于75年前抗击外敌日寇

入侵，为了维护中华民族独立而进行不

屈抗争的民族英雄和先烈们。 ”最后一

条微博这样写道。

姜涛，微博“抗战直播”三位博主之

一。 昨晚，当记者连线这位上海交通大

学安泰经管学院毕业的理工男时，他的

语气很平静 ：“我们不是在运营一个帐

号，八年播报改变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

看法，让我们重新认识我们中华民族。 ”

8年里的每一天 ，都
经历着“时空交错的感觉”

半个多月前，8 月 15 日，微博“抗战

直播” 在清晨 5点 30分发出了当天的第

一条微博，只有四个字：日本投降！ 配图是

一张 1945 年 8 月 15 日的《大公报》头版

照片，上面的大标题“日本投降矣！ ”几个

字特别醒目。 当天，这条微博一度冲上热

搜，迄今超过 11万人点赞。

“直到这一天前 ，我都没有想到有

那么多人关注这个日子。 ”姜涛说，这个

激动人心的时刻，也是这三个直播者最

激动的时刻之一。

回忆过去 8 年， 让人激动的时刻太

多。 同样担任博主的席康说，强烈的代入

感让他们每一天都有时空交错的感觉。

原来 ， 微博上播报的不仅仅是战

事，还有当时每天民众的生活 ，甚至连

报纸上的天气、 物价也都会进行播报。

比如，今年 8 月 30 日播报的，就是 1945

年 8 月 30 日报纸上刊登的川西暴雨成

灾 ，“田禾没顶 ”“东门城墙倒塌 ”……

“仿佛穿越时空， 亲身经历自己同胞和

前辈曾经的日子。 ”席康说。

不过 ，强烈的代入感 ，也一度让最

初有五六位成员的微博团队经历了成

员的退出。 其中一位成员就是在做到南

京大屠杀时，因为无法承受心理上的冲

击，选择了退出。

用姜涛的说法，最后留下来的三个

人，可能是因为“够理性”。

三位博主，各有分工。 姜涛和另一

位博主钱寅浩负责这八年来每一天报

纸等史实的更新 、播报 ，而席康是军事

爱好者 ， 所以负责所有的武器装备播

报，每一次战役中各方用的武器 ，播报

时都细致到型号。

不过 ， 即便理性如姜涛 ， 在做到

1943 年开罗会议时，也一度控制不住自

己的情绪，因为“实在太激动”。

“中国对租界恢复主权，从当时的报

纸上可以看到， 老百姓都上街游行了，庆

祝自己摆脱屈辱。 ”姜涛当时的心情是感

同身受，“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绝对不忘

记那些有租界的耻辱日子。 ”

在与历史对话的过程
中，感受坚韧不屈的精神

“之所以坚持做这件事 ， 是因为

在直播的进程中 ， 我清晰感受到了支

撑我们这个民族持续前行的精神力量。

我想将感染我的这种精神力量 ， 传递

给更多的人。” 昨天， 姜涛在接受采访

时这样说。

坚持8年做 “抗战直播 ”， 几位微

博博主对这段历史的看法 ， 也多多少

少有所改变。

姜涛本是一名古代史的爱好者 ，

过去并不太关注近现代史 ， 因为 “近

现代史里太多屈辱 ， 有什么能够超越

屈辱呢 ？” 但是 ， 让姜涛没有想到的

是 ， 自己在做完了这场为期8年的播

报后 ， 会对近现代史的看法有巨大

的改变 。

在昨天发出的微博里， 他写下六个

字： 坚韧、 思考、 宽容。 因为， 这8年

的播报让他重新思考这段历史， 重新思

考一些重要的问题。 比如， 中华民族的

使命究竟是什么？ 是什么支撑着中华民

族在与日本开战后能坚持到底， 并浴火

重生？

他说 ： “答案可能就是这六个

字。”

在这为期8年的播报中， 他无数次

感受到了 ， “中华民族天生有一种

‘天下国家’ 的胸怀与使命， 骨子里有

一种坚韧不屈的精神。”

席康因为研究武器 ， 所以了解到

当时的飞行员中有三分之二是归国华

侨 ， 其中有一些华侨是在海外侨居的

二代甚至三代 ， 他们此前从来没有到

过中国 ， 但却在中国有难时毅然选择

了回国 、 加入飞行员队伍 。 此外 ， 当

时的大量机械师也是华侨。

“有一位华侨回来当飞行员 ， 几

次死里逃生 ， 后来回到美国重新当上

邮递员 ， 过完平凡的一生 ， 死后才为

人所知。” 席康说， 身在和平年代， 也

许我们很难想象这些 ， 但历史告诉我

们 ， “中华儿女不管在世界上的哪个

地方 ， 只要祖国有难 ， 一定会第一时

间赶回。”

真相可以让人更接近
真理、唤起记忆

在网上， 不少网友盛赞微博 “抗战

直播” 是在做 “真历史研究”。 对此， 钱

寅浩坦言， 在这8年时间中， 有时为了验

证一条史实是否准确， 团队经常需要参

考多种文献， 进行交叉印证。 “真相可

以让人更接近真理， 真相也会适度唤起

记忆， 让那段国家伤痛所蕴含的意义不

被遗忘。”

连续八年的播报 ， 也让微博 “抗

战直播 ” 攒下了一个朋友圈 。 每一条

微博下面， 网友都有评论。 姜涛直言，

“以前不知道 ， 原来有那么多历史爱

好者。”

2013年7月7日 ， “直播抗战 ” 发

布一周年时 ， 姜涛曾在微博上解释直

播的缘由 ： “直播抗战并非为了鼓动

仇恨等负面的情绪 ， 而是想适度唤起

遗忘 。 当我们时刻牢记祖辈们承受的

苦难 、 恐惧和屈辱时 ， 当我们体味祖

辈们是如何浴血奋战 、 视死如归时 ，

相信我们对于现实将有更加成熟和理

性的思考。”

在他看来 ， 过去8年发出的35000

条微博 ， 每一条单独看其实都很普

通 ， 但是35000条微博串联起了一个

时代 ， “可以说 ， 每个人的命运都在

其中”。

随着八年播报的结束， 姜涛坦言，

自己曾经一度想把微博捐出去 。 在姜

涛眼中 ， 历史学者沉淀了大量史料 ，

也掌握科学研究方法 ， 但是严肃的历

史研究和普通人之间有着高高的藩篱。

“我的工作需要和学者打交道。 但在很

多时候， 历史学者和大多数学者一样，

写论文更在乎同行的看法 ， 而不太考

虑普通人是否看得懂 ， 不太关注现实

中的传播。”

目前， 姜涛仍在思考微博的未来。

又一支日本细菌部队名单被公布

大量日本细菌战新证据在侵华日军
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展出

抗日战争期间， 以七三一部队为代

表的日军各细菌部队在中国实施了大规

模的细菌战， 造成了难以想象的人间灾

难。时至今日，大量侥幸生还的细菌战受

害者在战后依旧遭受着当年细菌战的伤

害，有的人甚至终生无法痊愈。

昨天上午，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

罪证陈列馆举行 《侵华日军细菌战史料

档案专题展》， 共展出图片220张、 实物

1810件、 音像档案51小时， 重点展示从

中、美、日、俄等国官方收集的文字档案

和音像档案， 其中新加坡九四二〇细菌

部队的《留守名簿》及七三一部队“房友

会”资料等属于首次全面公开。

两次在云南实施大规
模细菌战的罪恶部队

新加坡九四二〇细菌部队又被称为

“冈字九四二〇部队”， 是二战中日军最

晚成立的一支细菌战部队。1942年，九四

二〇部队曾参与日军在我国云南实施的

两次大规模细菌战，导致20万人死亡。

此次公开的九四二〇部队名簿在日

本国立公文书馆茨城分馆被发现，共登记

了468人的个人信息， 涵盖姓名、 出生日

期、原籍、职务、原部队信息、亲属信息等

内容。 在这支臭名昭著的部队中，七三一

部队、一八五五部队、一六四四部队等细

菌部队成员占比接近一半，达到226人，其

中核心管理层由1名将官、13名校官和8名

技师组成。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名簿的发现对研

究九四二〇部队，以及日本细菌战体系，

有着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

除了名簿， 专题展还公开了一段于

1942年在新加坡拍摄的九四二〇部队视

频影像。 该视频由原七三一部队高官、时

任广州八六〇四部队部队长增田之贞，于

1942年到新加坡视察九四二〇部队建设

情况时拍摄。 据了解，这是迄今为止发现

的日本细菌战部队二战期间唯一影像。

细菌战是有预谋有组
织的国家犯罪

哈尔滨市社科院研究员杨彦君告

诉记者，日本军国主义建立了一个巨

大的细菌战网络：1932年8月，日本在

东京陆军军医学校建立细菌研究室；

次年将细菌研究室迁到中国东北，在

多地建立细菌战研究基地。 从1936年

起， 日军先后在中国东北、 华北、华

中、华南以及新加坡等地成立细菌战

部队。

与此同时， 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和

细菌部队之间经常有大范围的人员交

流和调动。 1936年9月，日本裕仁天皇

下达军令案 《军令陆乙第四十一号》：

“朕命令制定并实行陆军军医学校职

员兼职为关东军防疫部职员之事的方

案”。 要知道，关东军防疫部也是七三

一部队为秘密开展活动而使用的一个

曾用名。

“细菌部队获得了日本军国主义

的举国支持。 当时，日本陆军军医学

校、七三一部队以及各防疫给水部都

是日本细菌战体系的组成部分，在其

建立和扩张过程中，得到了日本天皇、

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大学院校、

医学界的支持和配合。 ”杨彦君认为，

日本细菌战是自上而下、有预谋、有组

织的国家犯罪。

二战结束后，只有极少部分日本

细菌部队成员受到法律的制裁。杨彦

君曾多次赴美国查阅美国解密的日

本细菌战档案，并将档案复印进行翻

译、整理、研究。 在他看来，秘密的美

日细菌战交易 ， 以豁免战争责任为

条件获得数据资料是众多细菌战凶

手成功逃脱审判的重要原因 。

1947年美国德特 里 克 堡 生 化

武器基地人员撰写的 《细菌战调查

的总结报告 》显示 ，美国为了得到

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和细菌战的

数据资料 ，花了 25万日元 。 而部分

驻日美军和美国国防部 、联合参谋

总部之间的往来电文 ，比如 “在苏

联询问之前 ，必须指使日本细菌战

专家 ，不得向苏联提及美国在这个

方面的问讯情况 ” “其他包括从石

井四郎那里获得的报告书等资料 ，

可以通过告知相关日本人以下消

息来获得 ，即相关资料将通过情报

渠道进行留存 ，不会作为战争罪行

证据来使用 ” ， 也验证了这种肮脏

交易 。

■本报记者 姜澎

■本报记者 赵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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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炸毁的虬江路民居。 （上海市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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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2年7月7日至今，微博帐号“抗战
直播”已在微博上将全面抗战的过程直播了
8年。 博主每日对照历史播报当天“战况”，以
及当时国内其他大事

上图：（左起）钱寅浩、席康、姜涛。 牛艳君摄
除署名外均微博截图

制图：冯晓瑜

在“小人书”中感受反法西斯烽火岁月
200余幅经典连环画讲述抗战历史———

本报讯 （记者李婷 ） 连环画 ，

又称 “小人书”， 承载着几代中国人

的童年记忆， 也是历史的记录者。 昨

日， “‘小人书’ 中的烽火岁月———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连环画展” 在上

海市群众艺术馆开幕， 以通俗易懂的

形式呈现了中国军队团结全国人民奋

战的历史 。 展览汇聚顾炳鑫 、 贺友

直、 韩和平、 罗盘、 沈尧伊、 范生福

等 40 位全国各地的连环画家作品 ，

从已出版的彩色组画和黑白连环画中

选取 200 余幅经典画面， 其中不乏难

得一见的手稿。

《四行孤军血战记 》 《延安 ：

红星照耀 》 《平型关大捷 》 《百团大

战 》 《太行将星 》 《敌后抗日游击战

争 》 ……一个个耳熟能详的故事 ， 带

人们走进抗战历史 ， 缅怀先烈 。 上海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连环画传承人 、 曾

创作 80 多本单本连环画的老连环画家

范生福已年逾八旬 ， 此次专程带来了

两部作品手稿———《芦荡小英雄 》 和

《夜奔盘山 》。 “这幅作品是我画的第

一幅连环画 ， 投入了很大心力 。 画面

虽然不能动也不会说话 ， 但要让画中

的孩子看起来能说会动 ， 我动足了脑

筋。” 站在 《芦荡小英雄》 前， 范生福

回忆起当年的创作往事 。 连环画大师

顾炳鑫之子顾子易带着父亲生前珍藏

的 《红灯记》 来到了现场。 顾子易说，

《红灯记》 由五人共同完成， 父亲主要

负责掌控整体， 负责人物的面部表情。

“这些创作者都是历史的亲历者， 所以

他们的作品特别鲜活。”

上海市美术家协会连环画艺委会主

任、 连环画家桑麟康送展的是一套木刻

连环画 《南京城终日火光冲天》， 记录

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 据桑麟康介绍，

作品的灵感来自他在文献中偶然看到的

一个故事： 两个参加攻占南京并参与南

京大屠杀的士兵， 从南京回到上海后曾

对一位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讲过一段

话。 战败后， 这种 “炫耀” 在法庭上成

了重要罪证之一。 “我想， 日本记者记

载的这段话， 是日本侵略者罪行的一个

佐证 ， 于是将其编绘成木刻形式连环

画， 展现的事实更具真实性。” 在他看

来， “小人书” 里有着大学问， 成为一

个好的连环画家不容易， 首先必须是一

个热爱生活、 有情有义有担当、 爱憎分

明的人， 用自己的作品弘扬正气、 鞭挞

邪气。

由上海市群众艺术馆、 上海市动漫

行业协会主办的本次展览以抗日时间线

为主线 ， 分为 “抗战爆发 ” “中流砥

柱” “敌后武装” “万众一心” 四个板

块， 通过征集、 整理、 展示不同时期出

版的连环画， 以图文并茂的方式生动讲

述抗战历史。

上海市
档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