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海鈎沉 檔案背後的歷史
重慶大轟炸

●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侵華日軍對中國戰時首
都重慶及其周邊地區實施了長時間、大規模的無差別
轟炸，史稱「重慶大轟炸」。此次入選第六批《中國
檔案文獻遺產名錄》的《「重慶大轟炸」檔案》從轟
炸時間、轟炸次數、投彈地點、投彈數量、傷亡情
況、房屋財產損失等方面記錄了大轟炸情況。

●檔案中記錄對當時重慶造成最大損失的轟炸發生在
1939年5月4日，這次轟炸也成了世界戰爭史上第一次
超過5,000人死傷的空襲屠殺。這些檔案記錄顯示，
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日本至少對重慶進行了131
次大轟炸，出動飛機5,746架次，造成2.3萬餘人死傷。

日本關東憲兵隊

●成立於1905年12月的日本關東憲兵隊在日本蓄謀製
造並發動侵華戰爭、殖民統治中國東北等過程中犯下了
纍纍罪行。特別是九一八事變以後，關東憲兵隊形成了
完整的組織系統，不斷強化其權力，統一了日本在東北
的警察機構，最終發展成為一支龐大的法西斯政治鎮壓
機構，是日本殖民統治中國東北的核心與總指揮，犯下
了武裝鎮壓東北抗日聯軍等抗日武裝力量、大肆破壞抗
日組織抓捕抗日軍民、為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秘密輸
送人體試驗對象、監視民眾思想言論等多項罪行，抗日
力量遭受重大損失，民眾蒙受重大災難。

1911—1931奉天地區日本侵略活動

●資料顯示，日本對中國東北侵略早在九一八事變前
就已開始，且滲透到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方
面，為其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做了充分準備。從1911
年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在中國東北的軍事演
習從未間斷，計有上百次之多，且越鄰近九一八事變
演習越密集，演習時間從白天到夜間，演習地點遍布
瀋陽境內各地區，專門有實彈演習、防寒演習及包圍
進攻瀋陽的演習。

●1911—1931奉天地區日本侵略活動檔案，申報文獻
形成於1911年至1931年，共計590件，包括紙質檔
案、實物等。申報文獻系統記載了九一八事變前日本
帝國主義於奉天地區的多維度侵略行徑，包括掠奪土
地礦產資源，殺戮、壓迫中國人民，非法設置警察機
構，軍事演習及情報收集等侵略罪行，再次以鐵的事
實證實了日本侵華罪行蓄謀已久。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思夢

《百團大戰檔案》列國家文獻遺產
詳細記錄指揮命令戰役部署前線戰報及戰役總結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及央

視網報道，2025年6月9日是第18個國際

檔案日，國家檔案局 9日舉辦新聞發布

會，發布了第六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

錄》，52項檔案文獻入選，其中有反映中

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

《百團大戰檔案》等 5項珍貴檔案。至

此，經過六批評選，《中國檔案文獻遺產

名錄》入選項目達25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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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日前，
中央軍委決定調整組建3所軍隊院校，根據最新公
布，3所院校將於今年秋季展開首年招生。其中，
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兵種大學承接建設24個本科教
育專業；中國人民解放軍信息支援部隊工程大學10
個本科專業100%信息化智能化；中國人民解放軍聯
勤保障部隊工程大學將開設21個本科專業。

聯勤保障部隊工程大學
學員實行全程淘汰

據「央視軍事」公眾號最新消息，聯勤保障部隊
工程大學以陸軍勤務學院和陸軍軍事交通學院為基
礎合併組建，校本部駐重慶，辦學實體分別部署在
天津、重慶和安徽蚌埠。
主要面向全軍後勤通用領域專業培養指揮管理、

工程技術人才。21個招生專業均為四年制普通高

等教育本科專業，今年將面向內地 29 個省份招
生。報考具體流程為：政治考核、填報志願、劃設
軍檢線、面試體檢、投檔錄取。學員入學覆審覆查
合格後參軍入伍，享受軍人待遇。學員實行全程淘
汰。
在校期間，學員除完成國家高等教育本科通識課

程外，還要學習政治課程、軍事課程、專業課程和
首次任職崗位課程，達到國家和軍隊本科專業人才
培養質量標準，能勝任部隊專業崗位。

應屆往屆畢業生均可報考
招生要求為參加今年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

一考試的高中畢業生，未婚，年齡不低於16周歲
且不超過20周歲（截至報考當年8月31日），高
中階段體質測試成績達到及格以上，外語語種為
英語，政治考核、面試和體檢合格，志願獻身國

防事業。高考成績達到本省一本線，合併批次省
份須達到特殊類型招生控制線。普通高中應屆或
往屆畢業生均可報考。

陸軍兵種大學
涵蓋軍事學工學管理學

另據了解，陸軍兵種大學以原陸軍裝甲兵學院和
炮兵防空兵學院為基礎調整組建，是全軍唯一一所
面向裝甲兵、炮兵、防空兵培養主戰兵種人才的大
學。
大學橫跨5省6市，校本部坐落於安徽合肥。大
學承接建設5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6個一級學科
博士學位授權點、4個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
8個專業學位授權類別以及24個本科教育專業，形
成涵蓋軍事學、工學、管理學多門類學科專業布
局。

信息支援部隊工程大學
覆蓋網信各領域新型學科

信息支援部隊工程大學則擔負軍隊網絡信息體系
新域新質人才培養重任，以國防科技大學信息通信學
院、陸軍工程大學通信士官學校為基礎調整組建，主
校區位於湖北武漢，是全新打造的戰略性兵種信息支
援部隊唯一直屬大學，是中國人民解放軍信息網絡、
通信工程、數據智能、軟件系統等網信軍官培養搖
籃。大學開設通信工程、光電信息科學與工程、數據
鏈工程、電磁頻譜工程、信息安全、智能視覺工程、
數據科學與大數據技術、指揮信息系統工程、軟件工
程、網絡工程等10個本科專業，承接建設信息網絡
科學與技術、數據智能與雲計算、軟件工程與指控系
統等6大學科群，形成了以網絡信息技術為主導，覆
蓋網信各領域新型學科專業體系。

承載着兩岸同胞共同抗戰記憶的

珍貴檔案——《台灣義勇隊檔案》

入選第六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福建省

檔案局局長、福建省檔案館館長陳熙滿指出，這

些檔案生動再現了台灣同胞與祖國人民同仇敵

愾、共禦外侮的全過程，彰顯了他們的英勇氣概

和愛國主義精神，對喚起兩岸共同記憶、推動兩

岸融合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涵蓋訓令指令等625件原始檔案
據介紹，台灣義勇隊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唯一

一支由居留在祖國大陸的台灣同胞組成的、具有

正規軍編制且直接參與祖國抗日戰爭的隊伍，是

台灣同胞參加祖國抗日戰爭的傑出代表。《台灣

義勇隊檔案》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福建省檔

案館、南平市檔案館、武夷山市檔案館聯合申

報，記載1937年至1946年台灣義勇隊抗日復台

活動的系列原始檔案，真實完整記載了台灣義勇

隊從籌組成立、開展抗戰活動到返回台灣的全過

程，涵蓋各類訓令指令、呈批函電、統計圖表、

歷史老照片、報刊資料等625件原始檔案，現保

存於上述4家檔案館。這些檔案以確鑿的物證，

還原了兩岸同胞共禦外侮、光復台灣的歷史，有

力證明了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兩岸同

胞血脈相連的客觀事實。

以鐵的事實駁斥「台獨」謬論
「台灣義勇隊開展的抗日復台活動，是偉大的

全民族抗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廈門大學台灣研

究院副院長張文生指出，在抗戰勝利 80 周年之

際，守護和研究這批文獻，重溫並宣傳這段歷

史，具有多重價值：以鐵的事實駁斥「台獨」謬

論，匡正被歪曲的歷史認知；幫助台灣青少年了

解先輩為抵禦外侮付出的艱苦努力和重大犧牲，

認識自己從何而來；對於鑄牢台灣同胞的中華民

族共同體意識，增進兩岸共同的歷史認同，為推

進祖國統一大業樹立正確歷史觀，意義十分重

大。 ●《福建日報》及中新社

三所新組建軍校今秋招生 招生年齡16至20周歲

特稿

《台灣義勇隊檔案》入選名錄 添兩岸共同抗日鐵證

第六批「名錄」52項檔案文獻入選
第六批《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入選的52項

檔案文獻，載體、年代、區域、申報單位分布平
衡，內容豐富、覆蓋面廣。在檔案文獻載體上，既
有紙質檔案文獻，也有金文、石刻、簡牘和雕版版
片。其中，有歷史悠久的《何尊等五組周代有銘青
銅器》《里耶秦簡》《銀雀山漢墓竹簡》等；有反
映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百團
大戰檔案》《台灣義勇隊檔案》《「重慶大轟炸」
檔案》《日本關東憲兵隊罪行檔案》《1911—1931
奉天地區日本侵略活動檔案》等；有反映黨史、新
中國史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山東全省政權組織檔
案（1940—1950）》《蘇皖邊區地方民主政權檔案》
《新中國首個汽車工業基地建設檔案》《紅旗渠水
利工程檔案》等。

斃傷日軍2萬餘人 一戰成名
據介紹，《百團大戰檔案》共33件，詳細梳

理了百團大戰的指揮命令、戰役部署、前線戰報
和戰役總結。1940年，中國抗日戰爭進入最艱
苦的相持階段。日寇準備實行南進政策，加緊誘

迫國民黨投降，把進攻的矛頭全面指向八路軍，
企圖摧毀華北抗日根據地。1940年8月到1941
年1月，八路軍在華北敵後發動大規模進攻和反
「掃蕩」戰役，痛擊日寇囂張氣焰。當時105個
團20餘萬人參戰，共作戰1,824次，斃傷日軍2
萬餘人、偽軍5,000餘人，俘日軍280餘人、偽
軍1.8萬餘人，「百團大戰」一戰成名。
檔案詳細記錄着在歷時五個月的戰鬥中，八路
軍對戰機的準確把握，對作戰重點和策略的不斷
調整和對戰役的總結。其中，記錄於1940年8月
26日的《前總來電》，詳細記錄了戰鬥序戰勝
利後，前線總指揮部將戰役定名為「百團大戰」
的經過。中央檔案館（國家檔案局）檔案資料保
管部副處長、《百團大戰檔案》項目申報組成員
桂騰飛介紹說，這是戰役的行動命令，有一個
「萬萬火急」，是1940年8月8日發布的，在第
二部分記錄了戰役部署及作戰地域區分，主要是
對聶榮臻集團主力、劉鄧集團主力、賀關集團的
戰役情況進行了部署。

關東軍「郵檢月報」收錄日軍暴行
現存於吉林省檔案館的《日本關東憲兵隊罪行

檔案》時間跨度貫穿抗日戰爭始終。1945年日
本戰敗前夕，侵華日軍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了
一場銷毀檔案的行動，由於蘇聯紅軍進駐中國東
北，一些還沒有來得及銷毀的檔案埋於地下，新
中國成立後被發現。吉林省檔案館歷史檔案管理
處處長柳澤宇介紹說，檔案記錄了當時侵華日軍
的種種罪行，包括南京大屠殺，強徵「慰安
婦」，向731部隊秘密移送人員，還有強徵勞工
等暴行。《日本關東憲兵隊罪行檔案》涵蓋50
種以上報告，包括關東軍秘密實施郵政檢查制度
的「郵檢月報」，收錄了反映日軍暴行、戰爭實
態等內容的信件、刊物。在這份「郵檢月報」
中，一個日本軍人寫往日本的信件，披露了侵華
日軍生產並使用毒瓦斯的事實。
「遺產是一種記憶，記憶不僅是為了記住『過

去』，更重要的是為了融入和活在『當下』。」
國家檔案局副局長林振義在發布會上表示，活化
利用是一篇大文章，將通過檔教融合、檔文融
合、檔旅融合等跨界融合，全方位、立體式展示
檔案文獻遺產所蘊含的「神」和「魂」，做到以
文載道、以文傳聲、以文化人，走進公眾、服務
社會。

●現藏福建省檔案館的台灣義勇隊珍貴檔案原
件。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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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記錄於
1940年8月26
日的《前總來
電》，詳細記錄
了戰鬥序戰勝利
後，前線總指揮
部將戰役定名為
「百團大戰」的
經過。

網上圖片

●當時 105 個
團20餘萬人參
戰 ， 共 作 戰
1,824 次 ， 斃
傷日軍 2 萬餘
人 、 偽 軍
5,000 餘 人 ，
俘日軍 280 餘
人、偽軍1.8萬
餘人，「百團大
戰」一戰成名。

●首次公開的《正太戰役晉中各縣動員情況統計》，從側面生
動展現中華兒女團結一心、抗戰到底的決心。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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