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 实习生
胡嘉俊 李姗）“这些物品在我家里
存着是发挥不了大作用的，但放到
了博物馆就不一样了，可以让更多
的人通过它们，了解日军侵华的这
段历史，以及中国人民奋起抗战，最
终取得伟大胜利的壮举！警示后辈，
勿忘国耻！”今天上午，沪上著名收
藏家王金声先生，将其多年收藏的
“见证抗战胜利”的珍罕文献和实
物———《中国抗战大画史》《抗战建
国大画史》《昭和七年上海派遣军纪
念写真帖》、日本读卖新闻社出版的
《支那事变写真帖》以及抗战铜墨
盒，捐赠给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在捐赠现场，王金声介绍了这

些文献实物的“前世今生”。!"#$年
出版的《中国抗战大画史》，是王金
声家祖传下来的珍罕文献。“这是抗
战时期的战地记者曹聚仁与当时复
旦大学新闻摄影教授舒宗侨共同编
著的，记录了中国人民八年抗战中
的点点滴滴，集权威性和全面性于
一身，也是第一部全面反映抗日战
争的影画史料。”王金声透露说，这
本大画史还曾经作为审判日本战犯
的证据，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的案桌上，影响深远。
王金声说，抗战铜墨盒、《抗战

建国大画史》以及《昭和七年上海派
遣军纪念写真帖》，都是他在古玩市
场、拍卖会和国外古董交易市场上
收购来的，花了他不少钱。《抗战建
国大画史》收录了大量中国抗日战
争的照片以及当时国军将领的手
迹。因为此类史料流传下来的较为
稀少，十分罕见，所以这本画史有着

很高的研究价值。
《昭和七年上海派遣军纪念写

真帖》是王金声在日本的一次拍卖
会上“淘”来的，这是日本编纂的一
本记录淞沪会战的书册，直接体现
了日军侵华的战争罪证，因其由日
方出版，而更具说服力。抗战铜墨盒
是在抗战时期的学生和文化人士随
身携带的一种便携式砚台，其盖子
上刻有“抗日救国”的字样，反映出
当时人民对抗战的态度与决心。
王金声的收藏历史已超 %&年，

凭着一腔热情，他的收藏收获颇丰，
其中“见证抗战胜利”的文献和实物
特别珍罕。这些年，也有不少拍卖行

找到王金声，希望他能将这批物品
卖给他们，都被王金声婉拒。“我把
它们捐赠给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价
值更大！远比赚钱更为重要！”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部副主

任王毅认为，这些文献和实物弥足
珍贵，真实记录和反映了中国人民
取得抗战伟大胜利的历史过程，是
抗战胜利的“见证”物，也是开展爱
国主义教育，帮助市民尤其是广大
青少年牢记历史、勿忘国耻，更加深
刻地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当年对中国
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教材”。对中
华民族及子孙后代永远牢记这段屈
辱历史，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 ! !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纪念日。昨天，作为虹口区
提篮桥街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宣讲教育主题活动的一部分，
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助理检察
官高文彬向社区部分青少年学
生讲述了当年审判日本甲级战
犯时的情景。

曾目睹甲级战犯
东条英机等被审判

今年已 "'岁高龄的高文彬
是目前唯一健在、曾目睹审判日
本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等人的当事
人。虽然年事已高，但老人说起当
年审判日本甲级战犯时的情景，
依然记忆清晰，思维敏捷。“!"()

年 $月，我从上海东吴大学法学
院毕业后，便在上海地方法院担
任刑事庭书记官。由于看不惯‘衙
门作风’，*个月后我就辞职了。”
高文彬向学生们慢慢地打开了尘
封已久的记忆……

辞职后的高文彬得知中国
派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检察
官向哲浚正在国内招募一批熟
悉法律且英语基础好的工作人
员前往东京增援的消息，在东吴
大学知名教授刘知芳的推荐下，
参加面试并获成功，于 +"(,年 *

月到东京，成为国际军事法庭助
理检察官。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设在日

本东京涩谷区原日本陆军省旧
址，这是二战期间日军对外侵略
的军事指挥机构。车子开上去是
一个小高地，内部呈环状。一楼就
是法庭，检察司设在三楼。”高文
彬向学生们讲述道，远东国际军
事法庭的法官由参与审讯的中
国、美国、苏联、荷兰、加拿大等
++个国家法官组成，检察官也是
由这 ++个国家检察官组成，检察
长为美国律师季南。

发现南京大屠杀
日军杀人比赛新闻

高文彬回忆道，+"(,年在法
庭上出现了一个重要证人———末
代皇帝溥仪。“他个子高高的，戴
着一副眼镜，并宣读了自己的证
词。当念到妻子去世后，受到日方
逼迫再娶日本人时，他的声音都
在颤抖，情绪相当紧张。”由于法
庭需要，溥仪出庭作证近一个星
期，提供了不少有力的证词。
高文彬说，整个审判过程中，

“南京大屠杀”事件被列为重点，
审判持续了数个星期。有一次，高
文彬在图书馆翻阅资料，无意中
发现日本东京出版的《日日新闻》
上刊登了一张摄于 +"*$年侵华
日军攻入南京后不久的照片。照
片上，两名日本军官刚刚进行完
一场杀人比赛，看谁砍中国人的
头多。高文彬说到这里神色中依
旧难掩悲愤。出于职业敏感，高文
彬仔细观察了这张照片的背景，
并记下了那两名日军的名字：向
井敏明、野田岩。后来，在审理日
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及其幕僚武
滕幸章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
两人对“南京大屠杀”负有主要责

任。南京中国军事法庭在收到高
文彬从东京寄来的证据材料后，
终将已混在一般日本投降兵回国
的向井敏明、野田岩抓获，并绳之
以法。
高文彬告诉学生，远东国际

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
判历时近两年半，自己参与了
整个过程，先担任“国际检察局
中国检察官办公室翻译”，后又
担任助理检察官和检察官向哲
浚的秘书。期间，高文彬主要负
责整理每天的庭审记录，查阅
相关资料以供庭审时使用。在
对日本甲级战犯在华犯罪进行
审理时，高文彬为了收集更多证
据，经常加班至深夜。“两年多的
审理，仅庭审记录就多达 -&&

本。”高文彬回国时带回了两套庭
审记录，一套送给了当时的中国
政府外交部，另一套送给了母校
东吴大学。

外孙女访日参加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高文彬从上海海事大学退休
后在家颐养天年。老人对记者说，
这些年自己得到了来自社会各方
的关爱和帮助。社区干部也经常
上门嘘寒问暖，有事只要一个电
话，就会立即上门帮助解决。
尽管是独居，但高文彬的生

活安逸而充实。精神矍铄的老人
每天读书、看报、上网、听音乐，尤
其喜爱了解政治军事类的话题。
住在东长治路的老人，有时还散
步到外滩观景，早几年更是带着
相机拍摄了不少上海的旧景新
貌，并记录下市井趣事。老人说，
他的两个女儿都在国外，大女儿
在美国缅因州定居，小女儿则在
澳大利亚定居。在她们出国前，高
文彬再三叮嘱：“到了国外，一不
能做任何有损祖国形象的事；二
不能参加任何非法活动；三要认
认真真做学问，老老实实做人。还
要锻炼身体。如违背了这三条，我
就与你们断绝父女关系。”现在，
老人经常与两个女儿互打越洋电
话，通“伊妹儿”，这成了他生活中
最大的乐事。

高文彬在谈及自己的外孙
女郭苓时，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据老人说，从小品学兼优的郭苓
曾被波特兰市著名艺术团体破
例授予“民间大使”，出访日本大
阪开展文化艺术交流。在缅因
州，郭苓可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个
中国人。高文彬感慨万分：“半个
多世纪前，我在日本审讯战犯。
半个多世纪后，我的外孙女在日
本传播友谊。真是令人唏嘘，又
令人欣慰。”

今天被定为抗日战争胜利
纪念日，高文彬感到十分有意
义。他说：“当年日本发动侵华战
争是铁的事实，是任何人都不能
否定的。作为当年亲自参加过审
判日本甲级战犯的当事人，日军
所犯下的血淋淋罪行还历历在
目。希望青少年学生了解历史，
勿忘国耻！”

特约通讯员 龙钢

本报记者 袁玮

!""本庭审记录控诉日本兵罪行

捐出!见证抗战胜利"文献实物
! 昨天!!"岁高龄的高文彬为学生讲述当年东京审判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 王金声"右#上午向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捐赠文献实物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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