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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初開始，日本右翼不斷瘋狂掀起否定侵略、否定南京大屠殺史實等各
種活動，海外華人華僑為了揭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
殺、七三一細菌戰、慰安婦等暴行，紛紛成立各種
組織，搜集史料，舉行集會，對日本右翼的錯誤言
行進行了有力鬥爭。其中1991年3月成立的美國紐
約「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在邵子
平、唐德剛、陳憲中、吳天威、吳章銓、姜國鎮等
人領導下開展的系列活動影響較大。但長期以來，
國內學術界一直沒有人對海外華人華僑維護抗戰史
實的活動進行系統研究，事實上也沒有一位合適人
選能去做海外華人的訪談研究。2019年2月，為了
商討去美國尋訪馬吉影片一事，我去香港大公文匯
傳媒集團江蘇記者站，拜訪陳旻，在交談過程中，
我突然發現她是做這一課題的最佳人選，於是建議
她寫一本關於美國「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
會」在海外揭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追究日
本戰爭責任歷史的著作，這一建議得到侵華日軍南
京大屠殺和遇難同胞紀念館的支持。雖然前幾年新
冠疫情不斷反覆，中外訪問交流基本中斷，但這一
切都難不倒記者出身的陳旻，現在一本26萬餘字的
書呈現在我的面前，真是令人敬佩萬分。

赴美尋找馬吉影片

尋找馬吉影片的傳奇人物是邵子平先生。邵先生出
生於1936年南京的鼓樓醫院，對南京很有感情，其
父親邵毓麟曾任中華民國駐韓大使。邵先生早年留學

德國，專業是法律，後來在聯合國總部人力資源和法
務部工作。為了駁斥反擊日本右翼，邵子平較早參加
紐約的「對日索賠會」，1991年3月又發起成立「紀
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以下簡稱聯合
會），並任創始會會長，舉辦各種活動抗議日本右翼
否定南京大屠殺言行，支持張純如女士撰寫英文南京
大屠殺史，參與尋找和策劃公布拉貝日記，並奇跡般
找到馬吉影片，製作成紀錄片進行廣泛宣傳。最近幾
年，邵先生最念念不忘的是敦促我們對南京大屠殺遇
難同胞叢葬地進行專業挖掘，用鐵的事實回擊日本右
翼。在陳旻的執着努力下，37分鐘馬吉影片膠片最後
成功捐贈給南京，邵先生也功不可沒。
很榮幸我有機會參加了紀念館組織的前往美國尋

找馬吉影片檔案資料的活動。由於陳旻的極力促
成，2019年4月我和楊夏鳴、劉燕軍一起終於成行
前往美國。在美國搜集馬吉影片的過程中，我們有
一個微信工作群，除了我們團隊三人外，還有時任
紀念館館長和陳旻，陳旻幾乎每天都在密切關注我
們工作的進展，一起商討對策，這些陳旻在書中都
有十分生動的記錄。現在回想起來，她的工作激情
和執着精神，真令人感動！如果沒有陳旻的不斷催
促，我們專程赴美搜集馬吉影片的計劃可能也不會
如此之快，也許隨着2019年底突如其來的新冠疫
情，說不定赴美尋找馬吉影片之行就無法成行了。

新聞與歷史的交相輝映

新聞學與歷史學相通，作為記者出身的陳旻，在報道

南京大屠殺相關題材時，總是能夠獨闢蹊徑，發現常人
不太關注的線索，並能夠動用一切社會資源，深度挖掘
細節，成一家之言。從新聞學角度來看，這是一部新聞
紀實報道的傑作，而從歷史學角度而言，則是一本學術
史研究的名篇，拜讀之後，令人獲益匪淺。
一是填補了學界研究的空白。1980年代日本發生
修改教科書之後，海外華人華僑在世界範圍內成立
了許多民間組織，他們通過組織各種活動聯合起來
追究日本戰爭責任，發起對日索賠，持續開展保釣
行動，組成世界女性戰犯法庭對日軍性暴力進行審
判。隨着時間推移，諸如唐德剛、吳天威、楊覺勇
等著名學者相繼離世，更多的一大批運動領袖也已
進入耄耋之年，亟需有人能夠通過訪談方式留下海
外華人華僑維護抗戰史實的歷史。陳旻以尋找馬吉
影片為線索，通過採訪聯合會一些創始人和重要骨
幹成員，查閱了大量第一手文獻資料，較為全面地
梳理了1980年代以來聯合會維護南京大屠殺事實的
歷史，填補了學術界研究的空白，對推動海外華人
維護抗戰史實活動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是挖掘了聯合會維護抗戰史實重要活動的生動細

節。本書以尋找馬吉影片為切入點，第一次較為全面
介紹了美國「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在海
外揭露日本侵華史罪行的各項活動，如邵子平先生千
里追尋，最後卻在家門口發現馬吉影片的神奇過程。
又如作者採訪了姜國鎮和紀錄片《馬吉的證言》導演
王正方，較為詳細揭示了《馬吉的證言》和《奉天皇
之命》紀錄片製作的因緣和艱辛，特別是當年作為一

名留美學生的林立一次性捐款25,000美元的壯舉，邵
子平先生發現在支票上少看一個「0」後的萬分驚
喜。1991年和1992年，聯合會籌措了35萬美元，依
據37分鐘馬吉影片，先後拍攝、編製了歷史文獻紀
錄片《馬吉的證言》和《奉天皇之命》，在全美各大
社區和大學巡迴放映了近百場，並在日本等電視台放
映，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書中揭示了許多華人華僑全
身心投入和踴躍捐款的感人故事，至今讀來仍讓人心
潮澎湃、熱血沸騰。
三是引領了學術史研究寫作的新範式。作者是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資深記者，採訪報道了數百萬
字新聞紀實報道作品，特別是圍繞馬吉影片在香港
大公報和文匯報上進行了系列深度專題報道，在新
聞界有很大的知名度。本書突破了以往傳統以文獻
研究為主的範式，而是以歷史事件活動為載體，採
訪了聯合會20餘位重要當事人，獲得了大量第一手
豐富而珍貴的素材，並運用歷史學考據法，追求客
觀真相，彰揚了海外華人華僑滿腔的愛國熱誠。全
書情節生動，文字流暢，妙筆生花，引人入勝。
陳旻在書中說過：「凡是能做成事的人，必須得
具備異於常人的執着。」誠哉斯言！歷史從未離
開，遲早都會被人記住書寫。

認識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江蘇記者站站長陳旻的時間並不長，2016年12月27日，一直從事侵華日軍

細菌戰受害者調查的李曉方先生來南京，陳旻同他是戰友，我們一起見面認識，其後涉及有關日軍暴行方

面報道時，我們時有交流。2017年12月國家公祭前夕，陳旻為了專題報道紐約「紀

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的創始會長邵子平先

生來採訪我，接着在尋找馬吉影片的過程中，我們的

聯繫日益頻繁。令人驚喜的是，現在呈現我面前的卻

是一部沉甸甸也許只有她能寫的書——《尋找馬吉影

片》。 ◆文：張連紅

今年3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的《尋找馬吉影片》

新書面世，標誌着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自2017年

12月起，歷經兩年曲折，鍥而不捨，推動美國牧師約

翰．馬吉於1937年拍攝記錄侵華日軍南京暴行影像

「37分鐘」版珍貴膠片從美國回歸祖國的全過程，至

此畫上圓滿句號。《尋找馬吉影片》新年即在《中華

讀書報》發布的2024年值得關注的50種人文社科新

書中位列第9。作為《尋找馬吉影片》一書的作者，

完成這本書對於我則為信守諾言。

2019年5月19日，在北京東長安飯店，我與美國

「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以下簡稱：

「聯合會」）前任會長陳憲中先生達成口頭協議：我

著書記錄「聯合會」於上世紀九十年代在美國為維護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真相所做的重要歷史貢獻，作為

交換條件，「聯合會」就馬吉影像37分鐘膠片放棄

「一千萬元人民幣」的價碼，無償捐贈給南京。

尋找「37分鐘」膠片一波三折

時間倒回至2017年11月，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

80周年國家公祭前，我接到時任大公報編輯部副總

編李慶義的指示，要求採寫一組關於海外華人執着

努力，推動南京大屠殺歷史事件從國家記憶上升為

世界記憶的新聞專題。採訪中得知，南京大屠殺最

關鍵的證據《馬吉影片》與《拉貝日記》的主要發

現者竟然都是邵子平。由於歷史原因，定居北京的

邵子平只持有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沒有中華人民

共和國居民身份證，生活極為不便。我決定竭盡全

力為邵子平辦理南京居民身份證。

怎麼樣才有可能為邵子平辦理南京身份證？我

想，已經有了大公報報道邵子平找到《拉貝日記》

的貢獻，我再報道他為尋找馬吉影片的付出與成

就，拿着這兩張刊稿報紙去找南京市相關部門，豈

不更有說服力？

2018年3月中旬，我將自己的設想向時任香港文

匯報中國新聞部主任王國辰匯報，得到積極支持。

深入採訪中，「聯合會」創會會長邵子平於1991

年7月12日，從馬吉牧師兒子大衛·馬吉家地下室

內發現馬吉牧師拍攝的 13 本膠片原片，經「聯合

會」將侵華日軍暴行內容彙集拷貝後製成「37 分

鐘」膠片，是目前現存各種馬吉影像版本中反映侵

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最為全面、內容最為豐富的

版本。採訪中，我同時確認南京紀念館藏馬吉影片

只有17分鐘，且畫質欠佳。在四處奔波為邵子平辦

理南京身份證的同時，我更希望能為南京找回「37

分鐘」馬吉影片膠片，為歷史留證。

「尋找37分鐘馬吉影片已不屬於記者職業工作範

圍，但是其價值和意義，要遠遠大於一個通常意義

上的記者工作的價值。」王國辰鼓勵我。2018年4

月3日，香港文匯報首次報道了1991年7月紐約發

現的馬吉影片有37分鐘版本。此後，尋找紐約馬吉

影片37分鐘膠片成為我與集團同事們的重要目標。

2018 年 10 月，美國傳來的消息，「聯合會」於

1991年製作的記錄南京大屠殺的馬吉影片37分零5

秒膠片現身紐約。

2019年2月1日晚，風雲突變。時任紀念館館長

突然打來電話，語氣震驚地對我說，「聯合會」現

任會長在發來的郵件中，針對馬吉影片37分鐘膠片

向南京開價一千萬元人民幣！

37分鐘膠片回歸陷入僵局。

光影鐵證終回歸南京

當月一天，著名歷史學者、國家記憶與國際和平研

究院專家張連紅老師專程來記者站拜訪。他真誠地建

議我寫一本關於美國「聯合會」在海外揭露侵華日軍

南京大屠殺暴行，追究日本戰爭責任歷史的著作。張

連紅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起，紐約『聯合會』在

尋找南京大屠殺鐵證、推動日本侵華史研究上開了先

河，這一段重要歷史在學界研究中尚是空白。」而

我，卻豁然開朗，找到一條可與「聯合會」商榷的路

徑。以著書為「聯合會」青史留名的提議，首先得到

陳憲中的響應。2019年5月19日，陳憲中發來微信：

我正在高鐵上，下午到達北京。

我心一陣狂跳，因為約他見面已約了大半年，秒

回：「我去北京拜訪您。」

5月20日下午三點，我準時按響了北京東長安飯

店620房間的門鈴。陳憲中給我帶來一摞沉甸甸的

「聯合會」當年的資料，供我寫書參考。

「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是關於南京

大屠殺史料展陳與研究的專題紀念館，」我用最誠懇

的態度說服陳憲中，「紀念館自2017年起籌建南京

大屠殺史影像檔案數據中心，將館藏的歷史史料、珍

貴文物進行數字化，要向全球研究學者以及公眾提供

分享。馬吉影片37分鐘膠片放在南京，是為了告訴

後人不能忘記這段歷史，沒有任何商業用途。」

「張連紅老師建議我將你們聯合會所做的歷史貢獻記

錄下來。我負責寫書，你們就不要向南京要一千萬

了。」我說，「我們的目的是留住『聯合會』的歷史，

讓歷史記住尋找並固定侵華日軍罪證的中國人。」

「這個想法不錯，現在年紀大了，想起我們做過

的事情不容易，我們真是做了不少事情，也沒有記

錄。」陳憲中興致盎然。

「『一千萬』這個事情過了就過了，」性格豪爽

的陳憲中果斷地表示，「我回去後跟姜國鎮說

說。」這次會面，陳憲中將馬吉影片37分鐘影片高

清數字版交給我。

2019年12月13日下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

難同胞紀念館舉行捐贈儀式迎接鎮館之寶，紐約

「聯合會」三任會長專程自美國飛赴南京，無償捐

贈馬吉影片「37分鐘」版膠片。

2019年11月，《尋找馬吉影片》被國家記憶與國際

和平研究院作為課題立項。2022年5月4日，經過兩年

的艱難採訪，我花費整整兩個月完成26萬字書稿。

「文物與文獻互相佐證罪行，影像和案例共同實

證歷史，是此次 37 分鐘版馬吉影片面世的最大貢

獻。」張連紅認為，這部極具文物價值、文獻價值

的影片，是日軍侵華罪行的光影鐵證，其回歸南

京，和《拉貝日記》《東史郎日記》一樣，成為侵

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的又一里程碑。

在從2017年12月第一次採訪邵子平，到2019年

12月實現馬吉影片37分鐘版膠片捐贈給南京，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上至董事長、下到普通編輯，

均一路關注馬吉影片37分鐘版膠片的追蹤，鼓勵江

蘇記者站，在報道上有求必應，全力支持。兩年時

間裏，大公報、文匯報共推出十四個整版專題版

面、四十多篇文章，詳細介紹了馬吉影片37分鐘版

膠片從發現、核實，到追尋、回歸的全過程。

公道地說，馬吉影片37分鐘版膠片作為國寶得以

回歸南京，首先得歸功於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上

下齊心的全力以赴。

此外，還有很多與集團一樣，認為記住中華民族

這段血寫的歷史對於我們國家非常重要的人們，他

們中有海外華人、南京市官員、歷史學者、侵華日

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熱心記者、警官和

我的戰友們，正是大家的無條件付出，才使這段彌

足珍貴的史料文物完璧歸來。在這本書裏，我所做

的是把為這件事付出努力的人們一一記錄下來，讓

歷史記住他們。

張連紅：歷史學博士，教
授，博士生導師，國家記憶與國
際和平研究院專家，現任南京
師範大學黨委常委、副校長。
兼任中國教育部歷史學類教學
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家社科基
金抗日戰爭專項工程學術委員
會委員、江蘇省中國近現代史
學會會長、南京侵華日軍受
害者援助協會會長等。

特稿特稿 一本書 一個承諾 國寶級文物史料回歸祖國全記錄

◆2019年4月，南京史學專家課題組與「紀念南
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現任會長姜國鎮會
面。左起：劉燕軍，張連紅，姜國鎮，楊夏鳴。

◀1998年 3月，
「紀念南京大屠
殺受難同胞聯合
會」在華盛頓DC
舉辦活動。圖為
大衛·馬吉在介紹
父親用於拍攝南
京大屠殺影像的
16mm 的 攝 影
機。 邵子平供圖

◆2019年12月13日，邵子平（右二）、陳憲
中（右四）和姜國鎮（右三）向時任侵華日軍
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張建軍（右
一）捐贈「37分鐘」版馬吉影片「一寸盤」，
左一、左二分別為約翰·馬吉之孫克里斯托弗·
馬吉和弗雷德里克·馬吉。 記者陳旻 攝

◆1997年，「紀念南京大屠殺受難同胞聯合
會」將以馬吉影片為主要素材拍攝的兩部紀錄
片，連同另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殺歷史的紀錄片
一併製成3,000份錄像帶，在美國廣為傳播。
圖為邵子平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展示他們當年製
作的錄像帶。 田之禾 攝影

▲

「
37
分
鐘
」
版
馬
吉
影
片
新
增
畫
面
。

侵
華
日
軍
南
京
大
屠
殺
遇
難
同
胞
紀
念
館
供
圖

◆2018年4月3日，香港文匯報
首次報道了1991年7月紐約發現
的馬吉影片有37分鐘版本。

◆《尋找馬吉影片》
由譯林出版社出版。

◆2019年12月12日，香港
文匯報報道「聯合會」會長姜
國鎮將馬吉影片37分鐘版膠
片交給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