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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性调查南京防空设施，相册是日军侵华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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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9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2024年新征文物史料发布会上，发布
了日本友人大东仁先生在日本征集到的日本警
视厅建筑课课长石井桂的调查报告《关于上海、
南京的防空设施》及调查的原始文件，包括上海
至南京中国军队防空的各种地图、防空作战概
要、防空警报鸣放记录等。根据这组文物史料显
示，1937年12月下旬，石井桂受日本军方派遣
前往上海、南京等地调查中国方面的防空设施情
况，并形成调查资料和详细报告。

“大东仁先生发现的这些文物史料正可以
与此次发现的相册互相印证。这本相册很有
针对性，我分析是一群侵华日军带着任务，对
南京防空设施进行调查。”卢彦名说。

在一组中山陵的照片中可以看到，局部涂
上了绿色迷彩漆进行伪装，在一张标注为“中
山陵伪装 详细”的照片中，侵华日军拍下防护
网的局部。

另一张照片则记录下人们缓冲炸弹的防
护措施。照片中，一个个麻袋紧挨着摆放在屋
顶，麻袋里装的是土。卢彦名解释道：“这其实
是用来缓冲炸弹力量的，这种方式并不多见。”

各种各样隐蔽的碉堡也被侵华日军用相
机记录下来。下关码头旁，多个隐蔽的射击口

紧贴地面，被标注为“库内机铳座”的照片上，
民房建筑上开了一个射击孔。

此外，相册中还有不少侵华日军的照片，
他们在光华门外、南京市政府、励志社前拍照
留念，“从照片中看，他们并不是同一个人，其
中有没有相册的主人，还有待考证。”最引起卢
彦名关注的侵华日军照片是一张多人合影，下
面标注着“13.1.1 宫城遥拜式”。

“宫城遥拜式是侵华日军在元旦时的一种
习俗，‘13’指的应该是昭和十三年，也就是
1938年，所以可以得知这张照片拍摄于1938
年1月1日。”据卢彦名分析，从中山陵和金陵
兵工厂的防护网也可以推测出这本相册的拍
摄时间，“中山陵和金陵兵工厂的防护网1938
年初就拆掉了，而照片中不仅有防护网，还有
很多残垣没有清理，可见这本相册的拍摄时间
不会晚于1938年二三月份。”

卢彦名表示，这是一册全景式反映南京
防空建设以及战时防空战斗的资料集，“这
些照片都具有很强的目的性，1938年两国还
在交战，近距离记录下这些很隐蔽的观察
哨、射击口、火药库、防护网，他们再去侵犯
其他城市时就有了借鉴，所以这本相册是日
军侵华的铁证。”

绝密珠山火药库照片首次发现
一本海外回流的侵华日军相册揭露日军侵华暴行

绝密火药库、隐秘的防空监视哨、各种形制的防空壕及防空栅栏……150多张战时南京防空照片都藏
在一本侵华日军拍摄的相册里。

在第十一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前夕，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研究员、南京大学历史学博
士卢彦名发现了这本海外回流的侵华日军相册，其中不少照片为首次发现。卢彦名表示：“这本相册拍摄
于南京沦陷后，主题明确，可见侵华日军为了摸清中国守军国防建设的底细、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对
南京的国防设施尤其是防空设施进行了系统性的调查，这是日军侵华的铁证。”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然/文 施向辉/摄

现代快报讯（通讯员 曹荣英 记者 李
楠）12月9日，金中集团南京市人民中学举
行晨会，美籍华人、南京市人民中学校友鲁
照宁回到母校，与同学们共同参加了本次
晨会，并向母校捐赠一批珍贵的史料，这些
史料既有关于南京市人民中学的，又有关
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的，引导青少年
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鲁照宁是南京市人民中学 1980 届校
友，后来到美国学习生活，在阅读美籍华裔
作家张纯如的著作后深有感触，开始了海
外打捞历史证据的征程。20多年来，鲁照
宁先后捐赠近3000件史料。2023年，鲁照
宁曾到访南京市人民中学，今年6月还收
到母校颁发的“南京市人民中学荣誉校友”
证书，为他圆了44年前的梦。

鲁照宁的祖母曾是汇文女子学校（南
京市人民中学前身）校友。怀着对母校的
深切情谊，这次他带来一批珍贵的史料，并
无偿捐赠给母校，进一步丰富了南京市人
民中学的校史馆。

“这张毕业证书是我的祖母从汇文女
子中学毕业时的证书，是我父亲转给我的，
一直保存至今。它见证了中国教育发展的
变革，也见证了历史的变迁。”鲁照宁带来
的这批史料，多数是他祖母上学时的学习
工具，比如当年的入学须知、校历、当年的
宿舍楼和教育楼以及运动会时拍摄的影像
资料等，保存完整。还有从国外收集的关
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相关书籍。

“看到这些史料，我特别激动！这是
1921年保存下来的纸质史料，这样的资料
非常少，也填补了学校校史研究的空白。”
南京市人民中学党委副书记王瑾自豪地
说，作为一所百年名校，南京市人民中学光
荣的历史此刻更加具象化。无论是入学须
知还是校历，以及开给学生的证明，让她看
到了当年汇文女子中学的办学十分规范。
同时，在校历中看到了诸如音乐节、演讲比
赛、体育节等各式各样的活动，感受到当年
的学生活动丰富多彩。

“这些活动，直到今天，我们学校也有，
感觉非常神奇。”这份文化的延续和传承，
是南京市人民中学底蕴深厚的最好佐证。
同时，也让今天的孩子们看到，这么多优秀
的学长，都是他们的榜样，也不断激发孩子
们的荣誉感和自信心。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为了感谢学长
鲁照宁的无偿捐赠，高一（9）班的陈若穷作
为学生代表，送上一组银杏叶标本。这组
标本来源于学校门口栽种的百年银杏树，
是学校校训“诚、毅、勤、朴”的象征。“把这
份具有象征性的标本送给鲁先生，向他表
达我们的感谢。”

百年银杏郁郁葱葱，就像新一代青年
一样富有生命力，坚韧不拔。陈若穷说：

“我们要铭记历史，不忘国耻，努力学习，为
国家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翻开这本泛黄的相册，现代快报记者看到，
每页基本都贴了六张照片，照片下方均有注释及
编码，在大量南京国防建设的照片中，有不少是
绝密工程。

“这几张是珠山火药库，这在当时属于绝
密工程，中国守军是不可能去拍摄的。”据卢彦
名介绍，这也是第一次发现这座火药库的照
片。照片中，一扇门开在山体隐蔽处，两名侵
华日军正一前一后进入。在另一张照片中，火
药库的侧门已被封死。

和珠山火药库出现在同一页的，是三张青
龙山监视哨的照片，下面写着“南京东方
16km，青龙山上防空监视哨”。三张照片有远
景有近景，从特写来看，监视哨建在山体内，是
一个内窄外宽呈喇叭形的洞口，而从远景来
看，这里几乎无遮挡，视野十分辽阔。“当时配
合首都防空建设，在南京周边地区建了大大小
小100多个防空监视哨。在青龙山，通过监视
哨可以看到远处日军的进攻和日军的飞机，这
里的照片也是首次发现。”卢彦名说。

同属绝密工程的还有富贵山，这里是南京
保卫战的指挥中枢。在相册中，记者看到了一

张标注为“富贵山洞窟出口伪装”的照片，巨大
的断石掩护着洞口。

大校场机场和金陵兵工厂作为重要的军
事基地，也是拍摄者极其关注的地方。在大校
场机场的多张照片中，可以看到坍塌的屋顶、
倾倒的横梁，随处可见断壁残垣。卢彦名介
绍：“大校场机场是侵华日军持续轰炸的重
点。1937年 8月 19日，日本海军航空队两次
空袭南京，第一次就出动45架飞机，空袭了大
校场机场及兵工厂。”

金陵兵工厂则被标注为“雨花台兵工厂”，
照片中被炸毁的碎石尚未清理，有侵华日军行
走其间。卢彦名告诉现代快报记者：“中国军
民在不屈反抗之中击毙的最高级别日军军官
井手龙男正是死在兵工厂，时间是12月14日，
他是在南京沦陷后被中国守军用迫击炮炸死
的，这里见证了南京军民不屈的精神。”

尽管这本相册的主要拍摄对象是南京防
空设施，但仍可窥见日军侵华暴行。照片中，
中华门满地残垣，被标注为“京沪车站附近”的
地方，躺着一具尸体，“京沪车站附近民家烧
失”的照片中，下关地区民房已成一片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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