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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尔滨9月18日电（记者杨
思琪）九一八事变爆发93周年之际，位于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首
次展出1939年“满洲农业移民入植
图”。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这是日本侵略
者向中国东北进行移民、抢占耕地、侵害
百姓的实物资料，也是日本妄图长期占
领中国东北的历史铁证。

1931年9月18日，日军自行炸毁沈
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
轨，反诬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炮轰
北大营，进攻沈阳城。此后，日本侵略者
向中国东北大规模移民，妄图永久占领
东北地区。

据介绍，1939年“满洲农业移民入
植图”是日本昭和14年（1939年）由日本
拓务省出版，日本杉田屋印刷所印刷，用
100克凸版纸，呈红、黑、浅蓝三色，纵76
厘米，横54厘米，保存完好。这是在
1996年4月哈尔滨举行的近现代文物征
集活动中，由民间人士捐赠，为东北烈士
纪念馆收藏。

“日本政府将向中国东北移民列为
‘七大国策’之一，所谓的‘开拓团’是对
其侵略本质的欲盖弥彰，这些开拓团成
员多为日军退役人员，具有鲜明的‘战时
为兵，闲时为农’属性。”东北烈士纪念馆
馆长刘强敏说，这张图所标出的位置和
数据正是侵华日军“二十年百万户移民
计划”中的一部分。从中可以清楚看到，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后，有计划、
有组织地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详尽情况。

专家指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
的移民史就是中国人民沉痛的血泪史，
中华儿女进行了长达十四年的奋勇抗
战。随着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其控制
东北、分裂中国的野心最终破灭。此次
展出旨在呼吁社会各界缅怀先烈，铭记
历史，珍爱和平，警钟长鸣。

日本学者来华披露731部队罪证档案

满洲农业移民入植图

9月18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
界代表排队献花。 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侵华日军新罪证
“满洲农业移民入植图”展出 九一八事变爆发93周年

之际，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
铁研究中心基于大量满铁史
实资料撰写的《“九一八”事
变实录》分卷已完成书稿大
纲的拟定，计划于2025年 8
月正式出版。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满铁
研究中心主任佟大群介绍，
2025年是抗日战争暨世界反
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
迎接这一重要历史节点，吉
林人民出版社与吉林省社科
院联合策划了“日本侵占东
北史证系列”图书，《“九一
八”事变实录》分卷为该系列
图书的一部分。

《“九一八”事变实录》分
卷由“日本策划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军
侵占辽宁”“日军攻占吉林”
等9章构成。该书从吉林省
社会科学院满铁研究中心珍
藏的满铁史料中，精选200余
幅照片及彩绘图片，以图文
并茂的形式讲述1931年9月
18日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柳
条湖事件，侵占中国东北全
境的罪恶行径。

佟大群表示，该书中的
部分图文资料是近年来国内
外同类论著中首次披露，具
有较高的科研价值和社会价
值。 新华社（记者张博宇）

吉林将推出
《“九一八”事变实录》等系列图书

新华社沈阳9月18日电
（记者赵洪南）在九一八事变
爆发93周年之际，沈阳“九·
一八”历史博物馆获得来自
沈阳民间收藏家詹洪阁捐赠
的14件珍贵文物史料。

詹洪阁多年来致力于抗
战文物史料收藏与研究，此
次他捐赠的这批史料为1932
年至1942年间，日本出版的
记录和见证日本军国主义发
动九一八事变、武力侵占中
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
政权，进而侵略北京、南京、
武汉、重庆等地的宣传画页。

其上刊载的照片，多为
当时日本随军记者或新闻媒
体记者，到前线战地和日本

占领区进行拍摄，对各地战
况的大肆宣传报道。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
物馆馆长范丽红说，这些文
物史料成为日本发动侵华战
争不可辩驳的铁证，也是日
本侵华史料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揭示了日本先
后策划九一八事变、七七事
变，发动大规模武装侵华战
争的历史真相和全过程。

此次捐赠的抗战题材文
物，史料内容直观，揭露了日
本的侵华罪行，为深化研究
抗日战争史、九一八事变史
提供了新的力证，对丰富博
物馆馆藏、填补相关文物种
类空白起到重要作用。

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获赠14件珍贵文物史料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
93周年。18日上午10时，江
苏省500名各界代表聚集在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
胞纪念馆内，撞响和平大钟，
以此警示人们铭记历史、勿
忘国耻。

上午9时18分，升国旗、
撞响和平大钟仪式在纪念馆
公祭广场举行，全体人员面
向国旗肃立致敬，脱帽行注
目礼，少先队员行队礼，全场
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随后，6名社会各界代表
齐力撞响和平大钟，浑厚、庄重
的钟声在广场上空久久回荡。

记忆从未褪色，历史仍
有回响。同日上午10时，南
京市和江苏省其他地方一起
拉响防空警报，车辆停驶、行
人驻足，人们纷纷低首默哀，

悼念遇难同胞。
纪念馆内的展厅里，南

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外
孙女夏媛向参观者讲述着那
段永远不能忘却的历史。

纪念馆外，人们已经排
起了长队。“刚刚警报为什么
要响？”3岁的小男孩王子泓
问父亲，父亲回答：“因为我
们要记住祖国曾经遭受过的
苦难。”他们一家三口从呼和
浩特到南京旅游，特意选择
今天到馆参观，并向遇难同
胞们献上一朵白菊。

“敲响的钟声在警示世
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南
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侵华
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馆长周峰说。

新华社（记者蒋芳）

江苏南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纪念九一八事变

新华社哈尔滨9月18日电（记者
杨思琪 王松）九一八事变爆发93周
年之际，为联合开展日本细菌战研
究，日本学者、黑龙江外国语学院特
聘教授松野诚也向侵华日军第七三
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一份731部
队新档案，名为《陆军高等文官名簿
陆军书记官 陆军技师》。

这份档案是松野诚也在日本国
立公文书馆发现的。它是由日本陆
军复员课在1945年编制完成，共267
页，详细记载了从1944年2月至
1945年8月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技
师”基本资料，总计100人。其中，包
括731部队57名，100部队16人，
1644部队11名，9420部队9名，1855
部队7名，对其上任时间、晋升履历、
出身大学、取得成绩等有明确记载。

松野诚也说，“技师”是指从事
专门技术职业者，是享受高等官待
遇的技术官员和核心研究力量，被
编入陆军军属序列，多担任各研究
部门负责人，主要从事各种细菌实
验和医学研究。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
列馆研究人员金士成介绍，初步研
究发现，731部队对技师从事人体实
验具有一套严格的评价和考核制
度。在这些技师的表格上，标有“优
秀”“良好”等红色字样。“冻伤班班
长吉村寿人拥有4个‘优秀’、1个‘良
好’，可见他从事的冻伤实验得到了
很高的评价。”他说。

金士成说，此前公布的731部队
留守名簿记载了50名技师，这份档
案又发现了7名731部队技师。将两

份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加清
晰地呈现731部队的总体形制与人
员构成。

“在日本细菌战6大细菌部队
中，南京1644部队和广州8604部队
的留守名簿尚未被发现。”松野诚也
说，此次公布的档案记载了1644部
队技师的情况，有利于增进对其人
员构成的认知。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
列馆馆长金成民说，此次公布的档
案是深化日本细菌部队体系研究的
重要证据，对于全面揭示日本细菌
战罪行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中日
联合揭露日本细菌战罪行的一次尝
试，未来可以团结更多和平力量，共
同揭露日本细菌战暴行，铭记历史，
捍卫和平。

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新闻中心，日本
学者、黑龙江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松野诚也（左）与哈尔滨
市侵华日军细菌与毒气战史研究会副秘书长金士成展示

《陆军高等文官名簿 陆军书记官 陆军技师》影印件（9月17
日摄）。 本组图片新华社记者 王松 摄

这是9月17日拍摄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旧址
（无人机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