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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拜托朋友日本淘宝
画册到手，我对着这本 !"页既有文

字、又有图片的刊物细细打量。从出版日
期看，是 "#!$年 ""月，从刊名看，出版方
把中国说成“支那”，把侵略说成“事变”，
掩盖侵略战争的本质；而从每册画报的近
百幅照片看，都由日本新闻社的“特派员”
拍摄。但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性质的刊物？
在这方面，我毕竟还是“新手”，便带着画
报向同行请教。通过朋友的关系，我辗转
联系到了上海一名著名日本问题研究专
家。他看了这本画册后说：画报有助于了
解战争的各个侧面，反映了日军侵略的特
点，特别强调了日军的亲善，因此具有欺
骗性。这是有一定收藏价值的。
我又到处搜集资料，大致摸清了这

本画报的来龙去脉。原来，早在日本发动
侵华战争时，朝日新闻社就开始出版军
情画报。前两期定名为《北支事变画报》，
从第三期改名为《日支事变画报》，自第
四期起又改名为《支那事变画报》。画报
发行随着战事进行而编辑，因此没有固
定周期。这种画报先是由朝日新闻社以
红色刊名印刷，属于临时增刊，从 "#!$年
""月至 "#%&年 '月 !&日止；另一种黑
色刊名的画报由大阪新闻社出版，“七七
事变”后开始出半月刊，止于 "#%"年 "(

月 '日。据说，这种画报在当时的日本及
前线、汪伪政权高层中传阅。为了不给日
本国内的反战人士提供口实，照片出版
时，经新闻审查官“验身”，但凡日军战死、
惨无人道杀戮等照片，皆以“不利于对
外”的理由，盖上“不许可”的长印销毁，
而刊登的大多是日军进军的动态照片。
无意中，我触摸到了鲜活的历史！我

的“收藏瘾”就此发作。
一定要集齐这套画册！决心既下，收集

画册的脚步就停不下来了。工余饭后，我利
用淘宝网、古旧书店，依靠收藏圈里的朋
友，开始了五年之久的收藏之旅……
一开始，进展还算顺利。当时，对这

些刊物的收藏，国内还鲜有人关注，我很
快就买到了几十本。但是，这种画报是在
日本出版的，我收集的这些，可以说已经
是国内所能收到的极限了———换句话
说，不另想办法，就得中途“夭折”了。
怎么办？靠朋友。哪里来的，去哪里

寻觅。我们收藏圈也有在日本打工、留
学、做生意的。我联系到了几个在日本的
朋友，托他们到日本的旧书店里去淘。

安藤书店、西尾书店、日本书房、业
文阁书店……从此，东京大大小小的二
手书店里，又多了许多中国人寻寻觅觅
的身影。

给我比较大帮助的有一个叫小赵。
他父亲是我们收藏圈的朋友，那天，在我
向朋友们表达了想在日本找人淘书的意
愿后，他说，他儿子在日本读书，就让他
帮忙吧！小赵受他父亲影响，自己也爱收
藏，欣然接受了我的请求。每次他去旧书
店，一旦发现《支那事变画报》的踪迹，就
会通过 ))把期号发给我，问我有了没？
没有的，他就买下后寄给我。
每次收到来自日本的邮件，都是我

最快乐的时光。为了保留“原汁原味”，邮
寄的外包装、旧书店的标签、收条，我也
都会一起保存下来。三四年的寻觅，"&&
多期画报都陆续归到了我手里。到 (&"(

年 *月，我做了一次总清理，发现已经收
集了 "!%期了。
这时候，一个问题来了。

! ! !凑齐最后一块拼图
之前，在网上查找资料时，我发现有些资料说，

《支那事变画报》正刊是 "&&期，临时增刊是 !%期。
而据我了解，应该是有第 "&"期和第 !*期的存在。
到底谁对？只有用实物来证明。
或许是机缘巧合，这个月的月底，小赵就淘到了

第 "&"期！
离集全 "!+期还有一步之遥。有过收藏经验的

朋友都懂，这最后一步，最令人难忘，也往往最是艰
难。我没事就发消息问在日本的朋友：进展如何？一
天又一天……直到两个月后，还是小赵，给我带来了
好消息：买到了！当然，代价也不菲。我从日本淘来的
旧刊，少则六七百元一本，多则上千元，加起来，得有
十几万了。而这最后一本，花了我 %&&&多元。

当我终于收到这千里之外寄来的最后一块“拼
图”，赶紧贪婪地打开：这一期主要介绍的是日军侵
占中国云南和缅甸、新加坡等地的内容，有许多珍贵
的历史照片。
集齐 "!+期日军侵华画册的梦圆了。我把它们

整整齐齐理好，翻开一一细细观看。这些画报，有几
本我早已翻得熟了。"!+期画报共刊发照片近 (万
幅，其中涉及金山卫日军偷袭登陆的照片就有近百
幅，涉及上海淞沪战役的就更多。此外，我还收集了
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的《支那事变写真全辑》共六
册，七七事变、淞沪会战、杭州湾登陆等图文历历在
目。还有日本出版社出版的《圣战纪念》等书籍，有近
千幅图片记录着日军侵华史。首页的一张行军路线
图，标明了日军第十军中将柳川平助率军 ""万从金
山卫登陆上岸，经张堰、亭林、松隐、朱泾、枫泾，一路
烧杀抢掠，直抵南京的线路图。翔实的图文记载，铁
一般地纪录了日军侵华部队，从司令到师、旅、团、营
的建制及作战路线，且都有历史照片为证。
后来，我请上海市收藏协会红色收藏专委会的一

位负责人查看我的这批收藏，他认为我收集的画报都
是正品，还说，随着越来越多的民间人士关注，日本方
面也对旧书市场上此类出版物加强了监管，“这在一
定程度上会给收藏日军侵华史料带来难度”。

其实，这不正是说明，我们这些民间收藏家，也
以实际行动，在挑着某些人脆弱的神经么？

! ! !侵华文物铁证如山
除了《支那事变画报》，我还收藏有其他一些侵

华日军相关文物。
比如，有一封来自农家妇女家的纸张已泛黄的信

件。这是 "#!$年 ""月 *日日军第十军的牛岛贞雄部
队在金山漕泾陈家宅登陆时，一名署名为武部顺次的
日军士兵登陆后写给家人的一封信，内容涉及对家人
的思念和对战争的忧心。当时，可能是部队稍作停留
后立即出发，这名士兵匆忙中丢失了这封信件。但从
中可以看出，这些被强征来的侵华日军，袒露了自己
对家乡的思念和对战争的恐惧。

在我的收藏中，还有一名日军士兵战死后的遗
留物：一只奉公袋，一只公文包，包内有着帽子、胸
章、信件等杂物。这名士兵留有生前的照片，名叫百
井米，是日军步兵第七连队的一名伍长。根据奉公
袋内装着的“死亡通知书”得知，百井米在昭和 "*

年（"#%&年）"月 %日“在中华民国湖北省临城县侯
韩村附近战斗中于头部贯通受创，受战死亡。”从
“死亡通知书”看出，这份由“藤岗部队长藤冈武雄”
署名的函件，是寄给日本当地的一名村长的士兵死
亡报告。“死亡通知书”未寄出，那名执行者也已命
归西天了。
当然，更有史料价值的是日军侵华的史料。复旦

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日本问题专家冯玮看了我的
收藏后表示，这些资料非常有历史价值。现在，我收
集到的这些史料、图片，有的已经在金山区博物馆举
办的相关展览上展出。
我的这批收藏小有名气了。(&"!年 '月 "*日，

上海电视台“新闻夜线”播出了对我的专访，当天晚
上，中央电视台 %套“中国新闻”也转播了。第二天，

我就接到了上海电视台的电话：日本
东京 ,-. 电视台看到节目后十分感
兴趣，要来专访我。一个星期后，,-.
电视台一行 %人就来到了我家。他们
对着这些画刊，翻阅了一整个下午。他
们说，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丰富的照
片。他们没有想到，一个中国的百姓，
会这样持之以恒，花这样大的精力去
收集那个时段的画刊……节目在日本
播出后，同样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今年是抗战胜利 $&周年，我收
集的日军侵华史实，正在更大的范围
内派上用场，对我来说，这是最大的
欣慰。

! ! ! !我是一个
民间收藏家。一
次偶然的发现，
让我开始收藏
侵华日军的实
物，以作为历史
的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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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证

! !收藏始于一本画册
上世纪 '&年代初，我开始迷上

了收藏。我 "'岁就在农村信用社参
加工作，长年累月与农民打交道，因
而对建国后 +&多年农村中的翻天
覆地的变化，特别关注。多年来，我
的藏品主要有三大块：毛主席像章、
各式农具、婚俗用品，这些藏品已分
别办有展馆：!&&&多像章、语录、塑
像、红卫兵各色袖章，已经在金山区
枫泾镇开设了毛主席像章馆展出，
历时十多年，参观者达 "&&多万人
次；我在朱泾南横街设置仓库，收集
的农具，有的已在松江新五厍现代
农业园区和廊下江南农具馆收藏并
展出；江南百年婚俗，我也细心收
集，从女人出嫁的嫁妆，到结婚照、
结婚证、结婚用的家具，在金山枫泾
镇办有江南水乡百年婚俗馆。出于
职业的关系，我还特别留意收集算
盘，现在已经有 (&&多种藏品。不过
我最引以为豪的，还是收藏的侵华
日军的珍贵实物。

有心收集日军侵华的史实，还
是源于八年前的一次偶然。

那是 (&&$ 年的一个星期六，
秋高气爽。周末是我们最高兴的时
候，因为我们这些收藏圈的朋友，
又会一起相约去“淘宝”。我们来到
“老据点”———徐汇区云洲古玩城。
东逛西逛，我的视线突然被一本刊
物吸引了。这本刊物封面上，印着
大大的血红的“支那事变画报”字
样，上有一排日文，下有“第九辑”
的字样，背景则是一艘日军炮舰的
特写照片。我好奇地翻开一看，顿
时感觉血脉贲张……
画报里，有多张日军从杭州湾

北岸的金山卫沿海地区登陆的照
片！熟悉的地名，串起了我曾经的记
忆———从小，我就多次从老人那里
听到对日军累累暴行的控诉。如今，
这一切鲜活地展现在我眼前，怎能
不让我激愤呢？
我是土生土长的金山人，心中有

着“金山情结”，关于金山的一切，都
是我收藏的目标。何况，这是从来没
见过的历史档案。于是，我毫不犹豫
地以 *&&元的价格买下了这本画册。
自此，我的收藏重点改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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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缪时方展示他的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