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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军官信件，还
原南通抵抗第一现场

展开那两页泛黄的信纸，1938
年3月17日的战火仿佛穿透纸背扑
面而来。尽管字迹潦草、日文夹杂汉
字，仍能清晰辨认出关键信息：日军
侦察兵天未亮从狼山沿江岸线潜行，
与南通守军交火；日舰在唐家闸西南
1500米浅滩搁浅，只能用小艇往返
摆渡兵力；更令人震撼的是一句记录
——“岸上火力竟打穿了日军登陆
艇”。

南通融创博物馆负责人谢松华
逐字辨认时，红了眼眶：“守军的火
力能打穿登陆艇，说明抵抗不仅存
在，还相当顽强。”

书信里夹着的老照片，更藏着精
准的时间密码。照片中，张謇出资修
建的钟楼矗立在晨雾里，这是当时南
通的最高建筑，大门两侧“畴昔是州
今是县，江淮之委海之端”的对联清
晰可辨，横批“南通县”三字笔力遒
劲。而钟楼的指针，赫然指向10时
45分。

“以往史料说日军 9点多攻入
南通主城，但这张照片推翻了这个
时间线。”谢松华指着照片分析，从
日军登陆点到钟楼仅几里路，时间
差恰恰证明：从清晨到上午，南通守
军的抵抗从未停止。这张老照片以
倾斜构图定格了关键瞬间：张謇手

书的对联尚未被刮去，顶端却飘着
猩红的日本国旗，这一画面成为民
族尊严被践踏的鲜活见证。

7月10日，南通市委党史办、市
档案馆专家专程赶来。“老照片的显
影技术骗不了人。”谢松华看着专家
们仔细查验：1930年代的银盐冲印
工艺，让黑白画面边缘呈现连续流
畅的线条；而现代喷墨打印的照片，
放大后是点状断裂纹路。这封书信
的纸质、日军部队番号的书写格式，
也与20世纪30年代日军文书特征
完全吻合。最终专家组认定：这是
1938年 3月 17日南通沦陷当天形
成的原始史料，真实性无可辩驳。

更珍贵的是，它填补了历史空
白。“过去研究南通沦陷，主要依据
日军饭冢部队步兵伍长荻岛静夫的
日记，而这封书信与照片，是货真价
实的‘现场记录’。”谢松华的语气
格外沉重，“信里提到的抵抗力量，
包括当地武装警察、张謇创办的南
通师范与大生纱厂爱国志士，可能
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武装——江
海儿女的抗争，从未在沉默中熄
灭。”

志愿者跨国接力，成功
运回这份史料

这份带着硝烟味的史料，能跨
越87年回到海门，背后藏着一段跨
国寻访的动人故事。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南通
融创博物馆从去年开始筹备抗战专
题展。“历史不止于教科书上的文
字，要找到能触摸的细节。”谢松华
嘱托身边志同道合的朋友，“多留意
抗战史料，有消息及时联系。”

4月中旬，一位在日本经商的
南通籍企业家——也是个资深收藏
爱好者，辗转传来消息，说日本一名
大学教授手中藏有“记录南通抗战
第一天的史料”。“他发来图片时，
我盯着屏幕屏住了呼吸。”谢松华至
今还记得那份震撼：照片里钟楼的
轮廓、信纸上熟悉的汉字，正是他们
苦寻的历史真相。

“这是家乡的历史，必须带回
去。”那位南通籍企业家的话，让寻
访从念想变成了行动。

4月 30日，承载着八十七载历
史风雨的包裹从日本启程。5月 2
日，海门快递点的电话如期响起：

“您的包裹到了，按约定必须本人签
收。”当谢松华与团队成员颤抖着拆
开包装，展开信件的一刹那，“突然
觉得87年漫长时光仿佛只是一瞥，
它就像昨天刚离开，今天又回到了
这片曾被它刺痛的土地。”

博物馆呼吁：留心身边
老物件，搜寻有价值的史料

在海门城北的南通融创博物馆

数量庞大的藏品中，有相当一部分
与抗日战争相关。

“小时候听祖父讲 1938 年的
事，他躲在钟楼下的棉纺厂区内，亲
眼看见日军插旗。”谢松华的收藏情
结始于这些带着体温的家族记忆。
几十年来，他走街串巷收集老物件，
尤其珍视抗战史料：“有次在古玩市
场见到抗大九分校校徽，花光三个
月工资也要买下——那是江海儿女
救国图存的见证。”

如今，这些史料被精心保护：恒
温恒湿、防火、防损、专业团队定期
维护……“这不是简单的收藏，是使
命。”谢松华特意提到这次寻回的书
信与照片，它们已被纳入重点保护
——这不仅是文物，更是民族记忆
的锚点。

在谢松华看来，这份史料有着
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这张照片有
三个‘第一次’：首次发现张謇对联
与日旗同框、首次确认沦陷准确时
间是 10时 45分、首次有日军侵占
南通当天的影像记录。”他认为，这
些细节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材，“青
少年看了就知道，什么是民族尊严，
什么是‘落后就要挨打’。”

今年，这份史料将与博物馆内
抗日史料一起，组成“胜利80周年
专题展”，用真实的历史触动人心。

“我们还准备将史料送往市、省甚至
全国借展。”除了实体展览，团队还
计划通过报纸、公众号深挖史料背
后的故事：“当年的抵抗者有哪些后
代？他们如今过着怎样的生活？我
们要把这些线索联系起来，让历史
更加鲜活生动。”

“守护史料不仅仅是专业单位
的事，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
谢松华认为，这次跨国寻回的书信
与照片正是民间力量的最好证明。

“学生、上班族、企业家……大家平
时多留意身边的老物件、老故事，一
旦发现有价值的史料，应及时出手
予以保护。”

80年前，江海儿女用血肉之躯
抵御侵略；80年后，我们以守护史
料的方式铭记胜利。

展柜里，泛黄的书信与斑驳的
照片在无声诉说：铭记不是为了仇
恨，而是为了让和平的阳光永远照
耀江海大地。历史会老，但记忆不
能褪色——唯有自强，方能屹立；唯
有铭记，方能前行。

现代快报讯（记者 卢河燕）7月
20日是入伏第一天，一年中最炎热
的时段拉开序幕。江苏全省晴到多
云，高温黄色预警持续生效中，最高
气温在南京高淳和徐州丰县，都是
36.5℃。新的一周，江苏继续发布
高温报告，热浪将持续烘烤。今明
后三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
地区有时有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
有35℃以上的高温，沿淮及以南地
区有7级阵风天气，提醒大家防范

“高温+暴雨+雷电套餐”。
7月20日，南京蓝天白云，大朵

大朵的云像从漫画里抠出来的。今
年“三伏”的大幕正式开启，全国多
地将进入持续高温模式，一般以“桑
拿天”为代表。2015年至2024年，
连续 10年的“三伏”都是40天，到
了今年，这一纪录将被终结。今年

“三伏”时长30天。
这波高温不仅白天“火力全

开”，连夜晚都很闷热。江苏省气象

台7月20日16时48分继续发布高
温黄色预警：预计21—23日南京、
徐州、淮安、扬州、镇江、泰州、宿迁、
常州北部、连云港西部的大部分地
区最高气温可达35～36℃。

高温还夹杂着雷阵雨，堪称“下
开水”。新的一周淮河以南地区多
分散性雷阵雨，局部雨量较大。
21—23日和26—27日淮河以南地
区风力较大，最大风力可达 5～7
级。21—26 日沿江以北大部分地
区有持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可达
35～37℃。具体预报如下：21日淮
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多云有时阴，有
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
云。22日苏南地区多云有时阴，有
分 散 性 阵 雨 ，其 他 地 区 多 云 。
23—24日苏南地区多云有时阴，其
他地区多云。25—26 日沿江和苏
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
雷雨，局部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多
云。27日沿江和苏南地区阴有阵

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
就三天而言，全省以多云天气

为主，部分地区有时有阵雨，全省大
部分地区有35℃以上的高温，沿淮
及以南地区有7级阵风天气。23日
起，江苏多个城市都将达到甚至超
过 35℃，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避
免在午后时段外出。

7月20日 20时至7月21日 20
时，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多云有
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
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
东南部地区 33℃左右，其他地区
35～36℃；最低温度：全省 26～
27℃。全省东到东南风，风力：沿淮
及以南地区5～6级阵风7级，其他
地区4～5级阵风6级。

7月 21日 20时至7月 22日 20
时，苏南地区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
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有时阴。最高
温 度 ：西 北 部 和 沿 淮 地 区 36～
37℃，苏南地区 32℃左右，其他地

区33～34℃；最低温度：全省26～
27℃。全省东南风，风力：沿淮及以
南地区5～6级阵风7级，其他地区
4～5级阵风6级。

7月 22日 20时至7月 23日 20
时，全省多云。最高温度：中西部地
区 36～37℃，其他地区 34℃左右；
最低温度：全省26～27℃。全省东
南风4～5级阵风6级。

海门志愿者跨国接力，寻找寄回珍贵史料

侵华日军信件，还原南通抵抗第一现场

1945 年 9月 2日，
日本签署投降书，侵华
日军向中国投降。八十
载春秋流转，当中国人
民以万千种方式回望胜
利、致敬先烈时，位于海
门的南通融创博物馆收
到一件特殊的史料实物
——1938 年侵华日军
军官横山久男的书信与
随信封存的南通钟楼老
照片。经专家组认定，
这是1938年3月 17日
南通沦陷当天形成的原
始史料，还原了南通抵
抗第一现场。

通讯员 肖敏冬 徐斐逸
孙乙匀 徐张渝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严君臣

三伏开启，37℃高温+暴雨+雷电“套餐”来了

今天 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
低气温：27℃～28℃，最高气
温：35℃左右

明天 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
雷雨，东南风5到 6级阵风7
级，最低气温：27℃～28℃，
最高气温：34℃到35℃

后天 多云，东南风4到5级阵风6
级，最低气温：26℃～27℃，
最高气温：35℃到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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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日军军官信件 钟楼指针指向10时45分 通讯员供图

昨天的南京，白云朵朵、天空湛蓝
现代快报/现代+ 记者 牛华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