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揪出杀人比赛狂魔
南京大屠杀死难同胞纪念馆中，悬

挂有高文彬的大幅照片，表彰他在揭露
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提供的重要证据。提
及南京大屠杀，高老脸色凝重地说：“南
京大屠杀是东京审判的重要部分，起初
很多日本人是带着怀疑来参加法庭旁听
的。因为当时的日本对国内言论严格控
制，日本军队在外做的很多灭绝人性的
坏事，报纸上并不宣传，只说他们怎么为
祖国勇敢作战。在中国控方的大量资料
和人证面前，闻听南京大屠杀真相时，旁
听的日本人都非常震惊，退庭时，他们低
着头，不敢正视中国人。”

高文彬除每天参加庭审，做好翻译
和庭审记录签收及汇编工作，还在国际
检察处的资料和档案中废寝忘食地搜寻
日军侵华罪证。他看到一张 !"#$年的东
京《日日新闻》报纸，刊登着日本少尉军
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从淞沪战场向南
京进攻途中，以砍掉中国人的头颅数量
开展“百人斩杀人竞赛”，最终向井以杀
死 %&'人“获胜”，而杀死 !&(人的野田
毅失败原因，仅仅是因为军刀“刀刃卷
边”。照片上两个杀人狂并肩跨立、军刀
拄地、恶魔般狞笑着，)!!名中国人惨死
在他们屠刀下，且他们对手无寸铁的中
国平民肆意杀戮还在继续着。

悲愤至极的高文彬，立即将报纸复
制 *份，一份留在检察处办公室，另两份
通过中国首席检察官顾问倪征日奥寄给
南京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中方立即向
盟军总部提出抓捕罪犯。其时，两人已混
迹于被遣返的日军中回到国内。经过半
年多艰苦搜寻，盟军最终在两人的家乡
日本崎玉县发现隐姓埋名的他们。杀人
狂魔已然成为头裹白布，在街边设摊的
小商贩。被押解到南京接受审判时，两人
与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同样在法庭上
百般抵赖拒不认罪，但确凿的证据不容
他们狡辩，最终被判处死刑。两个杀人狂
和谷寿夫被押到南京雨花台刑场执行枪
决，)%%个冤魂和 *&万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九泉之下终可瞑目了。

矢志不渝

编审《英美法大词典》
新中国成立后，高文彬在新的工作

岗位上正事业有成，却受“特嫌”老师牵
连被打成“反革命”，发配到江西劳改农
场。那时没别的书可读，他将唯一可读的
英文版《毛主席语录》读了无数遍，不但
厚实的英语功底始终保持，而且成为他
相信终会澄清事实坚定活下去的动力，
他的冤案最终得到平反。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年逾花甲的高文彬勤奋地工
作着：他参与翻译《国际法译丛》和《国际

私法译丛》；参加编写《涉外法律实用手
册》；为英国伦敦劳伦士出版社《世界扣
船》丛书撰写“中国扣船”部分。赴美国加
州海斯汀大学法学院讲学，被该院推荐
为“马文·安特生基金会”第一任外国专
家讲师。二十世纪末，高文彬参与《英美
法大词典》编审，这是一项精细、繁重却
无报酬的工作，他毫不懈怠、一丝不苟地
对每一条目进行审定。因请他审阅的初
稿都是手写稿，看起来颇费劲，高老边勘
误边对照，有出错的地方，用细细的笔写
上工整的字修正，认真抄写后贴到样稿
上。六本比砖头还厚的大词典，查阅对照

让高老耗力不少。为赶上约定的日子交
稿，让《英美法大词典》早日问世，废寝忘
食工作的高老累倒了。

躺在病床上的高文彬并不沮丧，乐
观开朗的他，爱护鼓励年轻人，不但让
实习医生为自己治病，还为他们辅导英
语口语，用英语为他们讲述东京审判，
年轻的医生们对这位满怀爱国热忱的
老人肃然起敬。出院后，高老顾不上还
虚弱的身体，又无怨无悔地投入到校编
工作中，)&&*年，《英美法大词典》编审
完稿，填补了我国重要英美法系工具书
的空白。

永不褪色

镌刻心中的爱国情怀
高文彬是上海海事大学国际航运系

教授，带教的研究生经常上门探望导师，
他叮嘱他们，无论在哪里、哪个岗位上工
作，一定记着自己是中国人，要为维护国
家尊严和利益出力；他时常嘱咐在国外
的两个女儿和小辈们，不能做任何有损
祖国的事，如违反这一条，我就与你们断
绝父女关系；他不辞辛苦地为青少年学
生和社区居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激励
人们不忘历史，热爱祖国。

高文彬还保持着海派男人作派，晚年
的他安定幸福，在北外滩一幢高档商品房
住宅里颐养天年。他衣冠整洁，爱喝咖啡、
品红酒。除每天看电视新闻，还爱看军事
题材和经典文学作品的影视剧，爱欣赏音
乐、侍弄花草。每天早起做套健身操，以前
还经常步行到外滩观景呢。

高文彬的家中，书橱里的书整齐地
排列着；茶几上他正在阅读的报纸杂志
总共有十多种；还有令人注目的一摞一
摞整齐叠放的光碟，爱逛影像店的高老，
每次都要购上几张喜爱的正版光碟；高
老对摄影更情有独钟，早些年社区组织
居民活动，他会用自己红圈镜头的名牌
单反相机热忱地为大家拍照，再亲自送
到位于西藏中路福州路的那家专业图片
社。居民看到照片上的自己赞不绝口：高
教授让我们变年轻啦。爱“赶潮流”的高
老，最大乐趣就是经常与女儿及小辈们
发 +,-./0和视频对话，且是全英文往
来。最令高老自豪的是，在美国的外孙
女，小学和中学毕业时都荣获学生中的
最高奖———美国总统奖，现在已是一家
著名医院的医生，不但英语极好且能说
流利的普通话和上海话。女儿几乎每天
与他通话，每一两年总要回家探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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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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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旬摄影发烧友
在英国留学攻读新闻专业研究生的

小罗姑娘!要写毕业论文!她选择写中国

的抗日战争!我介绍她采访高文彬"高老

幽默地对小罗说#$小张是我的老领导!

老同学!她介绍的人!我是来者不拒啊% &

我乘机自诩#$我与高老是忘年交% &

我与高老交往近二十年!曾担任过

他居住区的党支部书记!经常上门拜访

他!所以高老调侃我是他的$老领导&!

其实我是受益匪浅%所谓$老同学&倒有

出处!那时高老摄影兴趣浓厚!每周双

休日背着相机到银发大厦的老年大学

学习摄影!我因工作需要!尽管不在学

员年龄段!却$混&到一个名额!与高老

成为摄影班同学% 与他一起上课!切磋

摄影技巧不亦乐乎%摄影班毕业时的集

体合影是我俩曾经同学的见证呢%

这次采访高老! 他见我拿出微单相

机!一眼就看出是好品牌!饶有兴趣地欣

赏! 并为我和小罗拍照! 过了一把快门

瘾%看着孩子般高兴的他!我应允等到金

秋十月!其女儿回国探亲时!我们一起陪

同他!到摄影器材市场去兜风%

采访手记

高文彬是我国唯一健在的东京审判全程亲历者，他1922年12月出生于上海，
1945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上海东吴法学院，1946年5月至1948年8月参与
东京审判，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处翻译官，中国检察官秘书。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日子里，93岁的
高文彬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珍视和平，坚持不懈地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赤诚的爱国情怀，在他的人生长河中从未被冲淡。

老老琐言

有的老人家去世了! 单位或有关

部门往往会说一句"这是一个损失#或

"这是一个重大的损失$%可以说!对于

大多数的去世老人来说!这句话!只不

过是例行的"外交辞令$!其意义仅在

对于逝者的尊重或敬意罢了%

有些老人! 我们要把他当成宝!

不是因为他官级有多大!也不因为他

从前对社会的贡献有多大!而是他的

存在!是对一段与整个人类有关的重

大历史!起到一个见证人的作用% 或

曰!那些"有历史$的老人!不是写了

很多的回忆录吗& 不是说了无数遍的

'口述历史$吗& 他们的价值恐怕已经

没什么的了%

这是不对的%

像高文彬先生那样的"东京审判亲

历者$! 他的存在是表示那段有深远历

史意义的事件还"活$着!还没有成为故

纸堆!因此具有以一当十的能量(

前段时间! 有学者对于 )硕果仅

存$的"慰安妇$的去世表示遗憾和担

忧!这是因为她们的存在!是个"活教

材$"活证人$!是个可以向曾经的战争

罪人或战争制造国进行声索的 "实

体$!也是钉在现代军国主义分子身上

一根很不舒服的"芒刺$%

我们要很好地保护高文彬们!他

们是不同寻常的*"有历史$的"老人$!

否则!我们的损失真的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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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历史”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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