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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图书文献劫掠史研究综述

马密坤　 李　 刚　 吴建华

摘　 要　 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曾先后发动或参与了四次对华侵略战争，并趁机进行文化侵略，尤其是对我国图

书文献资源进行了大肆破坏与掠夺，使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遭受了巨大损失。 近年来，学界对涉及这一主题的新

闻报道、统计资料、公私档案等第一手资料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和研究，对日本在华掠夺图书文献的政策、事件、机

构、方式、数量与影响等进行归纳与分析，建立了日本对华图书文献劫掠史的基本脉络。 本文分五个议题对相关

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①时间和地域，②组织机构，③劫掠方式，④图书损失数量，⑤文献保存活动。 利用日方史

料和第三方史料开展日本对华图书文献劫掠史研究，是未来研究的重点。 表 ３。 参考文献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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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日本对华图书文献劫掠史回顾

日本对华图书文献劫掠史最早可追溯到甲

午战争，并且随着日本“大陆政策”的推进而步

步加紧， 最终， 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掠夺

高潮。
第一阶段，甲午战争至十九世纪末。 １８９４

年担任日本宫中顾问官兼帝国博物馆总馆长的

九鬼隆一撰写了《战时清国宝物收集方法》 ［１］

（以下简称《方法》），并将其呈送给内阁及陆海

军高级将领，指导日军利用战争之机掠夺中国

文物古籍，此文标志着日本对我国文化侵略政

策的初步形成。 《方法》明确提到“搜集大陆邦

之遗存品，乃属学术上最大之要务”，“战时搜集

之便，在于得到平时不能到手之名品”，“有平时

不能实施之探险之便宜”，“可以极低廉之价格

得到名品” ［１］ 。 历史证明，日本在之后的图书掠

夺活动中秉承了这一思想，１９４１ 年日军制定的

《敌产管理法》 ［２］ 更是将其上升到了国策的

高度。
第二阶段，二十世纪初至“九·一八事变”。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日军曾占据中海的仪銮殿，

还将司令部设在北海静心斋，大肆抢掠北海文

物［３］ 。 日俄战争后，日本霸占了长春至大连的

南满铁路，并于 １９０７ 年设立了南满洲铁道株式

会社资料室，四处搜刮我国图书资料为殖民统

治服务。 一战期间，日本取代德国占领了山东

胶州湾及青岛。 １９１４ 年，日军从胶州图书馆和

德华大学图书馆劫掠 ２ ５ 万册图书，其中大部分

运往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这些图书后来被日

本编入《虏获文件和图书目录》刊行［４］ 。 除去战

争中的掠夺行为，日本还派遣一些学者以“考

古”名义深入到我国西疆、东北等地进行调查活

动。 重要的事件有大谷光瑞组织的三次“中亚

探险”，期间掠去了大量敦煌遗书、吐鲁番文书

等文物古籍［５］ 。 另外，二十世纪初正值日人到

华“访书” 热潮，他们四处求购中国古籍珍品。
有些日本人甚至得到了日本军方的支持，使用

压价购买、拍摄、抄录等手段搜罗图书，具有一

定的掠夺色彩。
第三阶段，“九·一八事变”至抗战胜利时

期。 “九·一八事变”后，图书劫掠活动迅速蔓

延全国。 日军不仅炸毁了学校、图书馆等众多

文化机构，还在沦陷区实施“查禁”政策，搜缴与

烧毁一切宣传抗日爱国的“禁书”。 日本还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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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很多所谓的文化机构实施图书掠夺、整理，并
从中提取军事情报。 其中，在南京的“文化大屠

杀”事件最为恶劣。 日本通过“占领地区图书资

料接收委员会”有计划、有目的地进行图书抢劫

和破坏，学校、研究所、图书馆、出版社等文教机

构和政府机关的图书与档案或被炸毁或被掠

夺，损失惨重。 这一阶段是日本对华图书劫掠

持续时间最长、数量最多的一次，被学界称为有

史以来最令人痛心疾首的“书厄” ［６］ 。

２　 史料整理

史料的搜集、考证、整理和利用与历史研究

是密切联系的。 脱离史料档案的研究就像无源

之水、无本之木。 新闻报道、手稿、文书档案等

原始记录保留了日本劫掠图书文献的详细过程

和图书损失数据，对后续研究有极大的参考价

值。 所以，搜集史料是历史研究最基础的工作。
而且，从广义的“研究”而言，史料档案整理过程

就是研究过程，由此形成的编研作品也是一种

研究成果。 因此，本文把史料的整理与分析作

为研究综述的基础部分。

２ １　 传统史料的基本概况

新闻报道类史料可以提供历史事件发生的

背景与梗概信息。 针对日军毁坏图书的行径，
我国报刊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如《中央日

报》１９３７ 年 ７ 月 ３１ 日报道了日军轰炸南开大学

一事［７］ 。 同时，出于炫耀“战绩”的目的，日本侵

华画报《支那战线写真》等报纸也刊登了许多日

军抢劫文物、书籍，以及炸毁中国图书馆的照

片［８］ ；１９３９ 年 １ 月《朝日画报》记者林田重五郎、
冈美千雄发表的《我们在保护文化———中国支

那失散图书标本收集之苦斗》一文，记录了日军

“劫收”南京图书、文化古物的情形［９］ 。 美国在

华创办的外文报纸《密勒氏评论报》 １９３７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载文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Ｂｌｉｎｄ Ｂｏｍｂｅｄ
ｂｙ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报道了日本控制上海所有图书馆，图
书资料严重损毁的情形；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 １ 日刊登

的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ｖｉｖｅｓ 统计了截至 １９３８ 年

１０ 月中国高校的损失情况［７］ 。 以上举例分别是

受害方、加害方、第三方记录的日本在华的图书

劫掠活动。
当事人的手稿、日记保留了历史亲历者的

个人体验及对事件过程的细腻描述，可以验证

新闻报道的准确性。 抗战时期，就有一些学者

发表文章记录图书损失的经过和数据。 比如，
１９３２ 年何炳松发表的 《 商务印书馆被毁纪

略》 ［１０］ ，１９３９ 年顾毓琇在《时事月报》发表的《抗

战以来我国教育文化之损失》，１９４０ 年陈立夫在

《中国季刊》发表的《抗战三年来的中国文化和

教育》 ［１１］ 。 许多文化名人也纷纷撰文声讨日军

恶行。 比如丰子恺在 １９３８ 年写了《还我缘缘

堂》、《告缘缘堂在天之灵》、《辞缘缘堂》；郁达

夫 １９３９ 年在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发表《图书的

惨劫》悼念“风雨茅庐” ［１２］ ；冰心在 １９４６ 年所作

《丢不掉的珍宝》 ［１３］ 等。 日本官兵、随军记者的

日记、书信和回忆资料中也零散记载了一些日

军烧毁图书、征缴图书的活动，如东史郎在日记

中记载了在无锡征收名人字画的经历［１４］ 。 此

外，不少在华的外国记者、使馆人员、传教士、外
国侨民也在日记、文章中将目睹的图书劫难情

形或亲身遭遇记录了下来，为研究提供了细节

性的参考信息。 比如，国际联盟派遣调查团团

长李顿的日记及给家人写的书信中有对日军炸

毁商务印书馆及高校的描述［１５］ 。
抗战期间的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文物

图博界的文化机构也留下了很多相关的资料。
比如，商务印书馆善后办事处最早对本单位图

书被毁经过及损失情况做了统计，并于 １９３２ 年

７ 月内部编印出版了 《 上海商务印书馆被毁

记》 ［１６］ 。 中华图书馆协会从 １９２６ 年 ３ 月便开始

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上陆续登载国内书店

的有关信息［１７］ ，为战后图书馆事业情况提供了

对比数据。 抗战期间，《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
汇聚了许多关于图书损失的统计研究（见表 １），
这些文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时图书文献的

损失概况。 一方面，协会从 １９３７ 年 １０ 月开始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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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中外人士到各地调查图书馆被毁情况，
１９３８ 年在全国各地设立通讯联络点，征集图书

馆被毁事实及有关照片，并对所得调查报告进

行编辑整理，将中国图书馆被毁经过写成英文

报告分别寄送各国进行国际宣传［１７］ 。 另一方

面，协会还通过函件知会欧美各国图书馆，控诉

日军毁坏中国图书馆的恶劣行径，呼吁国际援

助并征募图书。 当年，袁同礼与美国、德国、新

西兰、英国、法国、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等沟

通的函件［１８］ ，保留了大量真实的历史细节，极具

参考价值。 比如，１９４３ 年 １２ 月 ２ 日，袁同礼致

函美国图书馆协会总干事米兰，随信附上《中国

图书馆之现状》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的报

告，概述了日本对中国图书馆的破坏情况，该报

告在美国刊登后引起极大反响［１９］ 。

表 １　 《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刊登有关图书损失的文章列举

时间 卷（期） ／ 页码 篇名

１９３８ ７ １３（１）：１８ 南京贵重图书七十万册均被敌军劫去

１９３８ ７ １３（１）：１８—１９ 湖南大学图书被炸

１９３８ ７ １３（１）：１９ 山东省立图书馆重要文物沦入敌手

１９３８ ９ １３（２）：１９ 北平名贵古物图书被倭劫运出关

１９３８ ９ １３（２）：２０ 江南藏书被敌焚劫数十万册

１９３８ １１ １３（３）：２１—２２ 抗战一年来我国图书馆的损失 ／ 夏颂明

１９３８ １１ １３（３）：２２ 江浙私家藏书遭浩劫

１９３９ ５ １３（６）：１９ 八一三后上海市图书馆图书损失四十万卷

１９３９ １１ １４（２ ／ ３）：１９ 粤省广雅（书院）典籍全数被敌劫走

１９４０ １ １４（４）：８—１０
抗战建国时期一个政府机关图书馆的实例

———交通部图书馆概述 ／ 金敏甫

１９４０ ６ １４（６）：１３—１４ 清华大学图书馆劫后经过概述

１９４０ １０ １５（１ ／ ２）：１０ 重庆大学图书馆被炸

１９４５ １２ １９（４ ／ ５ ／ ６）：８ 浙省立图书馆损失甚大

１９４５ １２ １９（４ ／ ５ ／ ６）：８—９ 金陵女子学院图书被敌盗卖

１９４５ １２ １９（４ ／ ５ ／ ６）：９—１０ 北平第一普通图书馆损失情形

１９４６ １２ ２０（４ ／ ５ ／ ６）：９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损失概况 ／ 柳诒徵

　 　 注：《中华图书馆协会会报》关于图书毁损的文章有 ６２ 篇，这里仅列举重要文献。

政府文献是政府机构执行公务过程中累积

的信息，也是本研究主题的主要信息来源。 政

府文献往往包含了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信息

相对完善与准确，这是其他史料不具备的优点。
南京市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保存了数量可观的历史文献，这类资料可

信度较高，是学者引用最多的史料（见表 ２）。 这

些档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战时地方与中

央政府的往来电函、公文中有关文化损失的资

料；二是抗战胜利后，损失调查中形成的各种文

件和编制的统计目录。
因为战争时期统计渠道不统一，资料来源

不同，有时会出现数据不一致的情况，在利用时

要综合考虑各类史料的优缺点，运用史料学方

法将数据与事实相互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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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档案史料举例

档案篇名 档案保管地 档号

教育文化机关呈报日机轰炸损失情形的文电 二史馆 ５（１） ／ ５２８３

中央大学战时损失及往来文件 二史馆 ６４９ ／ ５８６８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为日人占据期间遗失物品要目 二史馆 ５ ／ １６３２

地质研究所抗战期内财物损失清单 二史馆 ３７４ ／ １１１

关于友邦借用紫金山天文台 二史馆 ２０３３ ／ ５８

三菱经济研究所收取复本图书种类数目单 二史馆 ２０３３ ／ ２０３

文教机关损失追索及伪教育署档案整理状况 二史馆 ５（１） ／ １５５５０

南京市立民众图书馆近况 南京档案馆 １００９－１－１４８９

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善本损失清册 江苏省档案馆 １００６－乙－９２６

江苏国学图书馆呈教育部彻究损失追回各书或向日本索赔由 江苏省档案馆 １００６－乙－９２６

私立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古物文献损失报告 台北国史馆 ａ６９０８

商务印书馆申请归还劫物说明及表格 台北国史馆 ａ７４１５１

　 　 注：笔者调查所得相关档案史料总计 １３７ 条，这里仅列出几种研究中利用较多的档案。

２ ２　 “新史料”的发掘与整理

日方史料与新载体史料属于新型史料。 现

有研究仅仅依靠国内档案资料是不够的，需要

充分利用日方保存的相关资料。 比如，日军接

收南京图书后，写就了一份《军特务部占领地区

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报告》，其中第五部分《图

书整理报告》记录了日军在南京掠夺、搬运、整
理图书的全过程［２０］ 。 战后，东京不二出版社出

版了由外务省特殊财产局编辑的《从中华民国

掠夺的文化财总目录》，这份文件是从中国政府

汇编的《中国战时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总

目》翻译而来的［１１］ 。 １９７０ 年，日本版本目录学

家长泽规矩也编写了《静庵汉籍解题长编》，该
书刊登的书目信息正是战时日本从香港劫运的

原属中央图书馆的藏书［２１］ 。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 １７ 日，
日本《赤旗报》刊登了原满铁大连图书馆馆员青

木实的《日本侵略军进行的南京“文化大屠杀”》
一文，青木实以当事人的身份披露了当年日本

对南京图书的掠夺行为［１１］ 。 这些日方的出版物

从某种程度上承认了图书劫掠的恶行，如果学

界能加以利用，日方将很难反驳。 可惜我国学

界对此类文献挖掘不够，即使已经发现的资料，

也因语言障碍利用不充分。
口述史料和照片档案也属于新型史料。 复

旦大学的陈潮通过采访当事人顾廷龙（上海图

书馆名誉馆长）、李芳馥（上海图书馆名誉馆长）
和邓葆光（曾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多年，也是东方

经济图书馆创始人之一），将采访资料整理成珍

贵的口述档案。 上海图书馆馆藏抗战图片库收

藏了战时日军炸毁东方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复
旦大学的一些珍贵照片［２２］ 。 相对于传统载体史

料，照片和录音形式的档案能更立体、更真实地

还原历史，让人们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场景。

２ ３　 史料汇编成果

史料档案只有经过较好的组织与整理，才
能提高利用效率。 目前的史料汇编成果可以分

为三类。
（１）大型综合性史料集。 比如，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编纂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五辑“文化”卷专门设有“文物毁失情况”和“文

物古籍损失”小节，介绍了相关档案；第五辑“教

育”卷的“战时教育文化事业损失”章节也汇集

了一些史料档案。 章开沅主编的“中国抗战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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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方历史文化丛书”系列中的《重庆大轰炸档案

文献：财产损失（文教卫生部分）》，分别从公私

立中小学、大学、市立图书馆三方面收录了文化

机构遭受轰炸及图书仪器损失情形的档案。 这

些档案资料汇编均为国民政府官方原始档案，
集合了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国民党党史馆，以及重庆档案馆、四川

档案馆、“台湾国史馆”等众多地方档案馆的馆

藏档案，篇幅较多且可信度高。
（２）专题史料集。 这类史料既有地方性的

史料汇编，也有日记、回忆资料、证人证言等形

式的资料汇编。 地方性的资料汇编有上海社会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编的《八一三抗战史料选

编》，收录了战时《立报》上刊登的日本破坏复旦

大学、同济大学、暨南大学等文化教育机构的报

道［２３］１１４－１１６ ，以及《蔡元培等沥叙日破坏我教育

机关》 ［２３］１５３－１５４ 、《图书馆救亡活动》 ［２３］２１８－２２０ 等文

章。 类似的还有《武汉抗战史料选编》、《广西抗

战文化史料汇编》、《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

编》等都汇聚了一些关于日军暴行和文化损失

的档案资料。 日记资料汇编方面，著名的《东史

郎日记》、《拉贝日记》 ［２４］ 、《魏特琳日记》 ［２５］ 都

有日军征缴图书、轰炸高校和毁坏图书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专题类史料集以南京大屠杀事件

最为突出，集大成者为《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该系列图书共有 ７８ 卷，其中与本主题相关的不

仅有国民政府官方档案，比如卷（１６－１８） 《抗战

损失调查委员会调查统计》、卷（２２） 《赔偿委员

会调查统计》，还有在华人士及亲历者的日记、
书信等珍贵的原始文献，比如卷（８） 《日军官兵

日记》和卷（１０） 《日本官兵与随军记者回忆》。
专题史料集突出了来自日本及第三方的史料，
更能证实日军对我国图书的劫掠行为。

（３）零散史料汇集。 一些历史学期刊长期

致力于档案史料的搜集和公布，汇集了一批相

关的史料档案。 《近代史资料》刊登过抗战时期

清华大学南迁及抢运图书仪器的资料，如《梅贻

琦 １９３７—１９４０ 来往函电选》 ［２６］ 和《复旦大夏联

合大学西迁史料汇编》 ［２７］ 。 《民国档案》刊发的

有《抗战时期迁都重庆之中央研究院》 ［２８］ 、《“北

京猿人”骸骨化石遗失及追查经过》 ［２９］ ，等等。
其他各地档案馆出版的刊物、《中共党史资料》
以及各地出版的《文史资料》中刊布的相关史料

也是相当丰富的。
此外，网络数据库属于另一种形式的史料

汇编成果。 江南大学的黄红和王伟提出史料集

成的想法，即将分散各处的有关图书损失的中

外史料进行收集、整理与分类，利用现代化虚拟

技术，建立“日本侵华时期我国受损图书”史料

馆。 据悉该库共分为 ６ 个子库，包括日本政府档

案、馆员回忆录与馆史、被收缴的抗日禁书、日
方归还的图书、被炸毁的图书馆史料、被掠夺和

损失的图书，该数据库目前正在建设中［３０］ 。 总

之，以上各种史料汇编成果为图书劫掠史研究

提供了一个日趋完整的资料体系。

３　 主要研究议题及成果

图书劫掠史研究最早始于一些地方史和专

门史领域，包括三个方面。 ①各高校、地方编史

修志。 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等遭受过

日本劫掠的高校在编写校史时总结了战时日本

劫掠本校图书的概况；地方教育志和图书馆志

的编写也涉及图书文献损失情况。 ②图书馆专

门史，如谢灼华的《中国图书和图书馆史》、邹华

享和施金炎的《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大事记》
在图书馆事业发展历程中叙述了日本对华图书

掠夺的情况；钱婉约、宋炎辑译的《日本学人中

国访书记》汇集了内藤湖南、长泽规矩也等日本

学者在华搜购图书的私人记录。 ③抗战时期文

化教育史等论著，如金以林在《近代中国大学研

究》一书中总结了“日军对我国大学的摧残”，马
嘶在《１９３７ 年中国知识界》中论述了“日本侵华

战争中中国知识产业毁失略例”，史全生在《中

华民国文化史（下）》中撰写了“抗战中文物图博

界的奋斗”。 虽然这些著作对图书劫掠史研究

的系统性、整体性不足，但极大地促进了图书劫

掠史专题研究的发展。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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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图书文献劫掠史的研究成果数量不断增长，
研究逐步趋于成熟和完善。 本文将这些研究成

果分为五个议题进行梳理和总结。

３ １　 时间和地域

日本劫掠我国图书文献历时久，涵盖区域

广，整个劫掠史情况比较复杂，选用何种方式回

溯历史至关重要。 好的研究线索能够化繁为

简，达到提纲挈领的效果。 目前，研究的两个基

本线索为时间和地域。 综合这两条线索，可以

将日本对华图书文献劫掠史总结为：①清末民

初，日本采取盗购、盗运和低价强买的方式，将
大量图书资源掠走；②“七七事变”以前，在日本

强占为殖民地的台湾和东北地区掠夺文献资

源；③“七七事变”以后，华北及东南地区之广大

公私图书馆及民间藏书被掠去日本［３１］ 。
从时间线索来看，现有研究成果多集中于

对抗战时期的研究，而针对清末民初阶段的研

究只有寥寥数篇，代表性论著有李彭元的《清末

民初日本对我国文献资源之掠夺》，该文填补了

对抗战前这一研究的空白。 清末民初日本兴起

了到华访求汉籍古物的热潮，日本更多关注的

是我国的甲骨、敦煌文献、满清档案等文物，对
此《大谷光瑞与三次中亚探险》 ［５］ 、《流落异国的

清代档案文献概况》 ［３２］ 等文章都曾论及日本对

文物、档案类文献的掠夺情况。 同抗战时期公

开的劫掠行为相比，日本这一时期的在华活动

还比较收敛，对其侵略性质的讨论成为研究重

点。 这一点从用词方面也能体现出来，比如，文
章常用“流落”、“流散”或者“劫购”等词汇，而
不是用“掠夺”这些含义指向明确的字眼。

从地域线索来看，东北是研究中的一个典

型，主要以“满铁”图书馆为研究入口，大连图书

馆的冷绣锦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满铁”全称为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 １９０６ 成

立的殖民侵略机构。 １９０７ 年开设了南满洲铁道

株式会社资料室，１９１３ 年扩建为南满洲铁路株

式会社图书馆，１９２２ 年改称南满洲铁道株式会

社大连图书馆。 日本在东北建立的 “满铁” 系

列图书馆及分馆共 ３１ 所，构建了完备的图书掠

夺与收藏系统。 １９３５ 年“满铁” 各图书馆实行

“各馆搜书分担协定”，在划分的 ５ 个区内规定

了各图书馆搜集图书的范围。 比如，鞍山图书

馆以工学类图书为主，辽阳图书馆以历史军事

类图书为主，铁岭图书馆以满洲地志、传记类图

书为主［３３］ 。 为了获取军事情报，“满铁”图书馆

还搜掠了诸如《奉天海口大小炮台图》等中国军

事地图［３４］ 。 据统计，在“满铁” 存在的 ４０ 多年

里，共在中国掠得各种珍稀图书 ７０ 余万册［３５］ 。
相比之下，台湾更早沦为了日本殖民地，日本通

过台湾文库、总督府图书馆、南方资料馆等搜集

了大量台湾文献和南洋资料［３６］ 。 日本还特别重

视台湾乃至闽浙地区方志的搜集和抄写，借此

来搜集战争情报并制定殖民统治政策［３７］ 。 可以

说殖民地图书馆馆藏的充实， 是以掠夺中国文

化财产为手段，以牺牲中国图书馆事业为前

提的［３８］ 。
对抗战时期日本劫掠图书情况的研究带有

明显的地域特色，最初是在综述类文章中进行

论述，后来发展成独立的文章来专门论述某一

区域图书的损失情况。 南京作为战时图书损失

的重灾区，一直以来都是人们研究的热点和重

点，可以说南京个案的研究推动了其他区域图

书劫掠史的研究（见表 ３）。

３ ２　 组织机构

日本在图书劫掠过程中成立的组织机构也

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 这些机构包括：①政

府主办的官方组织，如满铁调查部、外务省“东

方文化学院”；②官助民办的半官方组织，如日

本东亚考古学会；③日本扶植的汉奸组织，如中

日文化协会及名称各异的日本民间组织［３５］ 。 这

些组织机构的作用有：①掠夺文化典籍，②实施

奴化教育，③充当掠夺资源的帮凶，④扮演军事

入侵的参谋，⑤殖民侵略的情报机关［３６］ 。 其中

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华中（中支）占领地区图书

文献接收委员会” （这里的“华中” 实为今天的

“华东地区”），此委员会于 １９３２ 年由日军特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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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日军在华区域性图书劫掠研究举例

区域 研究成果 作者 年代

东北地区 日本侵华历史的罪证：满铁大连图书馆 王玉芹 ２０１１

华北地区
《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之十“文化侵略” 谢忠厚、张瑞智、田苏苏 ２００５

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蒙古的文化侵略活动（１９３１—１９４５） 任其怿 ２００６

华东地区

侵华日军在浙江地区的图书文物劫掠 乐敏、赵建民 ２００１

抗战时期浙江私家藏书的损失 姜丽华、袁逸 ２００２

从“图书整理报告”看侵华日军对南京图书的疯狂掠夺 赵建民 ２００２

侵华日军对南京图书文物的劫掠 经盛鸿 ２００６

华南地区
抗战时期广西各图书馆受损基本情况分析 覃静，周碧蓉 ２００５

抗战时期日军两次入侵广西造成的图书损失初探 唐咸明 ２００５

西部地区 中国西部抗战文化史 唐正芒 ２００４

关主持成立，开始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对我

公私图书馆进行公开掠夺。 后来该机构为了配

合侵华战争不同阶段的需要几经重组和调整，
其职能也从图书掠夺升级为收集军事情报。
１９３８ 年 ８ 月 ２５ 日，“华中（中支）占领地区图书

文献接收委员会”与上海的“学术资料接受委员

会”重组为“中支文化关系处理委员会”，其下设

的“中支图书标本整理事务所”专门负责整理在

南京劫掠来的图书资料；１９３９ 年，又改称“中支

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 该组织在“南京文化大

屠杀”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因此吸引了学界较

多的关注，今天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数据

库（ＪＡＣＡＲ）中还保留着许多与之相关的资料。
除了常设机构，日军还派出各种“科学调查

团”和“文化特务”四处搜罗藏书信息。 为日军

搜罗中国文献提供向导的大多是日本的中国学

家，这是法西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浸入学术领

域后发生的畸形现象［３９］ 。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

军有组织的集体掠夺行为外也存在一些趁机偷

掠我国图书文物的个人行为，比如，被称为“大

陆浪人”的水野晓梅曾从中国掠走三藏法师舍

利和一批珍贵文献，战后在其住处发现了这批

文献［４０］ 。
日军在掠夺图书过程中陆续设置的各种机

构，正说明了劫掠图书与日军侵略活动的一致

性。 因为日军对图书的劫掠不是个别的、随意

的，而是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本质上是为其侵

略、占领并奴役中国服务的［４１］ 。 此外，日军对掠

夺图书的利用情况也证实了其侵略性质。 随着

战争的推进，日本陆续成立了东亚风土病研究

所、东亚经济研究所、东亚文化研究所、民族研

究所等一系列研究所，利用劫掠来的图书文献

进行研究，为侵华提供策略服务。 这些组织机

构的职能从图书掠夺、整理扩展到开发利用、提
供情报，构建了完备的文物文献调查、搜集、整
理、编译、利用的系统。

３ ３　 劫掠方式

日本对华图书文献的劫掠和破坏方式是多

样的。 早期，日本依恃其在中国的强权地位，压
低价格，四处求购中国古籍珍品。 比如， １９０７
年，三菱财团岩崎家族以十万大洋收购了江南

“皕宋楼”（藏宋元刊及名人手钞手校者）、十万

卷楼（藏书以明刊本为主）、守先阁（藏明后及明

刊的重校本和传钞本）所藏珍贵古籍，这些文献

现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 ［６］ 。 ２０ 世纪初，内藤

湖南利用在东北执行公务之便积极搜求我国史

料，其中最大的收获当属 １９１２ 年拍摄了《满文

老档》４ ３００ 张胶片，之后又秘密赶拍完《五体清

文鉴》的 ５ ３００ 张胶片。 这些珍藏的内阁大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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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是秘藏，不是公开流通的图书文献，内藤湖

南在《奉天访书谈》中专记了此次偷拍的曲折过

程。 除此之外，内藤还在日本军方协助下，强行

压价买下了黄寺收藏的明代写本金字《蒙文大

藏经》，并同之前在北塔发现的《满文大藏经》一

起带回了日本［４２］ 。 １９１６ 年，日本三菱财阀以

３５ ０００英镑买下了莫理循文库，其中包含以中国

为核心的各种有关图书、期刊、图表等资料和大

批近代史料的收藏，这些图书使东洋文库馆藏

得到了极大充实［４３］ 。 １９２９ 年，日本用“庚子赔

款”收购了浙江“东海藏书楼”４７ １３７ 册汉籍（今

藏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４４］ 。 这些流失日

本的图书文献对我国而言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着实令人扼腕心痛。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以后，日本开始对我国图书

典籍进行公开破坏和劫掠，日军不仅炸毁学校、
图书馆等文化机构，而且还在沦陷区实施“查

禁”政策，搜缴和烧毁一切宣传抗日爱国的“禁

书”。 日军甚至因为天寒，取书籍做薪柴取暖。
据《大劫难》 一书记载，仅 １９３２ 年 ３—７ 月的五

个月中，焚烧书籍就达 ６５０ 余万册。 除了烧毁，
日军还有组织、有计划地实施图书掠夺，通过

“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专门机构负责

调查、运输、整理劫掠图书。 另外，抗战期间大

量图书文献在跟随高校的“西迁”途中也受到了

日军的劫掠和破坏。 总之，抗战时期日本对我

国图书破坏和劫掠分为三种情况：①直接飞机

轰炸，②沦陷区的焚毁和劫掠，③“西迁”途中的

劫掠与破坏。
还有三种情况常常被学者忽略。 一是日本

以学术交流名义变相索取图书。 例如，１９４１ 年，
九州帝国大学教授三田一郎明确要求汪伪政府

“提供中国经济类图书、公报 ７６ 种，以提供研究

之用” ［４５］ 。 二是在沦陷区，日军将掳走的图书

肆意贩卖。 伪北平新民会取走了北大图书馆所

藏政治书籍 １２６ 部，日本宪兵还将俄文书 ３ ７００
余册和许多杂志掠走变卖［４６］ 。 三是汪伪政权与

日本之间关于劫物的“移管”和复本图书的“分

让”。 抗战后期，日方因搜刮来的图书数量之多

不便管理，就假借“日华亲善”的口号将部分图

书文献交由汪伪政权管理，多出的复本图书就

在这个时候以“分发”为借口被日方霸占。 实际

上，图书“分让”是一种变相掠夺，劫物的“移管”
也并不能减少侵略性质，因为劫物的控制权还

在日本人手中。 从日本当时使用“移管”， 而不

是使用“归还” 和“移交” 一词，就能看出这点。
正如日本学者松本刚所说，在日方看来，“移管”
图书不过是从左手送到右手［４７］ 。

３ ４　 文献保存活动

战时我国图书文献遭受了巨大的破坏，与
此同时，国内各界人士对图书文献的保护活动

也相继展开。 为了保存民族文化命脉，我国的

高校、图博界等文化单位一直在艰难地进行自

救，他们的经历从侧面反映了日本对我国图书

文献劫掠的影响和危害，文献保存活动也是研

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自救活动主要包括两大

类：①文献资源的迁移活动，②民间古籍的搜购

活动。
关于迁移活动，从迁移距离来看，既有短距

离的本地迁移，又有从北到南，从东到西的跨区

域迁移，比如，故宫文物的“南下”，东部高校和

文化单位向重庆、贵州等西南地区的“西迁”。
还有漂洋过海运往美国的跨国迁移，如国立北

平图书馆馆藏善本图书被运往美国国会图书馆

保存。 江南沦陷后，大量私家藏书流散于书肆，
日本人、伪满及美国人都派人携巨款大量搜购，
中华古籍面临被哄抢的危机处境。 为此，１９４０
年初至 １９４１ 年底，国立中央图书馆在教育部和

中英庚款董事会的支持下，联络沪、港两地的文

人志士，组建“文献保存同志会”，冒险搜购了大

批即将散佚沦亡的善本古籍，其中郑振铎在上

海“孤岛”时期抢救古籍文献的贡献尤为突出，
他将这一时期的经历写就了《蛰居散记》一书。
上海“文献保存同志会”从抢救古籍到设法转移

经历了种种曲折，从其留存的工作报告我们可

大致了解当年的活动经历［４８］ 。 在“文献保存同

志会”搜购的典籍中有善本 ２ ０００ 多部２３ ０００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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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随着战事吃紧，计划将这批来之不易的古籍

从上海邮寄至香港冯平山图书馆，再转运往美

国国会图书馆。 后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这批善

本被日军劫至东京，直到抗战胜利后才辗转索

回，现藏于台北“中央”图书馆［４９］ 。

３ ５　 损失数量

图书损失数量是证明日本对华侵略危害最

直观的一个考量指标。 关于图书损失的数量统

计有多种说法。 １９４６ 年编制的《中国战时文物

损失数量及估价总目》，查证了全国除西藏、云
南、贵州、青海、四川等省外，中国的图书损失公

方为 ２ ２５３ ２５２ 册另 ５ ３６０ 种 ４１１ 箱 ４４ ５３８ 部，
私方为 ４８８ ８５６ 册另 １８ ３１５ 种 １６８ 箱 １ ２１５ 部。
又根据教育部所编《被日劫掠文物目录》及《文

物损失数量估价表》，我国战时被劫之公私文

物，查明有据者有书籍、字画、碑帖、古物、仪器、
标本、地图、艺术品、杂物等 ３ ６０７ ０７４ 件，另

１ ８７０箱，又被劫古迹 ７４１ 处。 以上估价共值国

币（战前币值）９ ８８５ ６４６ 元［５０］ 。 据戴雄根据“清
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有关档案及其他有关

资料整理而成的《全国各省市图书损失统计表》
记载，总计图书２ ７４２ １０８册另 ４５ ７５３ 部７ １９５种
５７９ 箱 ８ 架，地图 ５６ １２８ 件［５１］ 。

然而，对于整个日本对华图书劫掠史而言，
目前还没有一个确切的损失统计数据。 ２０１２
年，《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影印

出版，这是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

失委员会京沪区办事处在 １９４６ 年组织编制的，
其中收录了甲午以后至 １９４５ 年抗战胜利前夕被

日本劫夺的中国甲骨、写经、拓本、古籍等中国

文物 １５ ２４５ 件［３］ 。 李彭元曾估计，从甲午海战

至抗战胜利，日本造成我国文献资源的损失，保
守估计当在 ３ ０００ 万册以上，其中被毁 １ ７０１ 万

册，窃运出境达 ７ ５８３ ３０７ 册，其他损失 ５００ 万册

以上［６］ 。
战后向日索赔时期，因为国际联盟和日本

方面的种种障碍，统计结果的起算时间定为“七

七事变”，“九一八”至抗战全面爆发之间的图书

损失尚未计入索赔范围，更别提将索赔时间上

溯至甲午战争了。 而且，上文提到的统计结果

在区域上仅限于国统区，没有涵盖东北、台湾以

及广大共产党根据地的图书损失情况，可见目

前的统计结果只是日本掠走我国图书的一部

分。 扣除战后由日本归还中国的 １５８ ８７３ 册图

书，以及王世襄在日追索文物期间寻回的 １１７
箱图书［２１］ ，仍有大量书籍没有回归祖国，对日

本从中国掠夺图书的数量考证仍然任重而

道远。
图书文献凝聚了一个民族的智慧与文化，

是民族精神的象征。 日本妄图通过掠夺和破坏

我国图书文献来摧毁民族的反抗意识，以达到

殖民统治的目的。 由此可见，日军在武装侵略

背后发动的文化侵略同样不容忽视，值得学界

研究探讨。 目前，关于图书文献劫掠史方面的

研究成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 但是，研究还存在着进一步提升

的空间。 如学界对相关史料的收集、梳理还不

够，在对日方史料和第三方史料的利用方面比

较欠缺，未来应该对这部分资料进行整理、利

用，使日本对华图书文献劫掠史研究更加全面

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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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５， ３５（２）： １２３－１２４ ）

［ ７ ］ 　 孙洋 抗战时期美国图书馆协会对华援助的初步考察［ Ｊ］ ．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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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 　 孟国祥 南京文化的劫难（１９３７—１９４５）［Ｍ］． 南京： 南京出版社， ２００７： ３－７ （Ｍｅｎｇ Ｇｕｏｘｉａｎｇ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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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刘寅生，谢巍，何淑馨．何炳松纪念文集［ Ｍ］．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１９－ ２９．（ Ｌｉｕ Ｙｉｎｓｈｅｎｇ， Ｘ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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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０：１９－２９ ）

［１１］ 　 孟国祥 抗战时期南京图书典籍损失研究的若干问题［ Ｊ］ ． 民国档案， ２００７（３） ： １１２－１１９ （ Ｍｅｎｇ Ｇｕｏ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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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乐敏， 赵建民 侵华日军在浙江地区的图书文物劫掠 ［Ｃ］ ／ ／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 九一八事

变与近代中日关系———九一八事变７０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４：３６３－３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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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３６３－３７８ ）

［１３］ 　 肖凤 冰心传［Ｍ］．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３５３ （ Ｘｉａｏ Ｆｅｎｇ Ｂｉｎｇ Ｘｉｎｓ 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ｈｉ

ｙｕ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Ａｒｔ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３５３ ）

［１４］ 　 东史郎 东史郎日记［Ｍ］．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２０００：１７６ （ Ａｚｕｍａ Ｓｈｉｒｏ Ｔｈｅ ｄｉａｒｙ ｏｆ Ａｚｕｍａ Ｓｈｉｒｏ［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Ｗｏｒｌｄ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１７６ ）

［１５］ 　 朱利，金光耀 李顿赴华调查中国事件期间致其妻子的信件（上） ［ Ｊ］ ． 民国档案， ２００２（ ２）： ３０ （ Ｚｈｕ 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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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ｖｅｓ， ２００２（２）：３０ ）

［１６］ 　 孟国祥 关于“抗战时期中国文化损失”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Ｊ］ ． 江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５（４）：

１６－１９ （Ｍｅｎ Ｇｕｏｘｉａ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ａｂｏｕｔ “ Ｃｈｉｎａｓ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ｌｏｓ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Ｗａｒ”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０５（４）：１６－１９ ）

［１７］ 　 李彭元 袁同礼与中华图书馆协会及其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贡献［ Ｊ］ ．图书馆， ２０１１（ ２）：３５ － ３８ （ Ｌｉ

Ｐｅｎｇｙｕａｎ Ｙｕａｎ Ｔｏｎｇｌｉ 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ｈｏｓｅ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ｏｕｒ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ｃａｕｓｅ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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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潘梅 抗战时期袁同礼的图书请援活动及历史贡献［Ｊ］ ．图书馆， ２０１２（１）： ２８－３２ （ Ｐａｎ Ｍｅｉ Ｙｕａｎ Ｔｏｎｇｌ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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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３２ ）

［１９］ 　 Ｙｕａｎ Ｔ 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４４ （３）： ２３５－２３８

［２０］ 　 赵建民 从《图书整理报告》看侵华日军对南京图书的疯狂掠夺———兼对相关文献资料的概要介绍［ 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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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赵建民 日寇占港期间劫掠冯平山图书馆之始末［ Ｊ］ ． 日本侵华史研究， ２０１０（ ３）： ３７ － ４５ （ Ｚｈａｏ Ｊｉ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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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ｈｕ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 １４７，２０５ ）

［２５］ 　 明妮·魏特琳  魏特琳日记［ Ｍ］．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２０００： ４３０ （ Ｖａｕｔｒｉｎ Ｍ Ｔｈｅ ｄｉａｒｉｅｓ ｏｆ Ｍｉｎｎｉｅ

Ｖａｕｔｒ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４３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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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Ｂｅｉ Ｊｉｎｇ： ｔｈ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３３６ ）

［４７］ 　 孟国祥 对日本学者研究日军掠夺南京图书若干问题的辨析［ Ｊ］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８（３）：１２３－１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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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总第四十一卷　 第二一六期　 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２１６

（Ｍｅｎｇ Ｇｕｏｘｉａｎｇ 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ｓｏｌｄｉｅｒｓ ｐｌｕｎｄｅｒｉｎｇ ｂｏｏｋｓ ｉｎ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２００８（３）：１２３－１２９ ）

［４８］ 　 世界数位图书馆  文献保存同志会工作报告书网上展览［ ＥＢ ／ ＯＬ］． ［ ２０１４ － １０ － ０４］． ｈｔｔｐ： ／ ／ ｒａｒｅｂｏｏｋ

ｎｃｌ ｅｄｕ ｔｗ ／ ｒｂｏｏｋｏｄ ／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 ｈｙｐａｇｅ ｃｇｉ？ＨＹＰＡＧＥ ＝ ｅｘｈｉｂｉｔ ／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ｄｅｔａｉｌ３ ｈｔｍ＆ｓｙｓｉｄ ＝ 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ｃ ＝ ３

（Ｗｏｒｌｄ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Ｏｎｌｉｎｅ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ｗｏｒｋ ｒｅ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ｖｉｎｇ 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ＥＢ ／ ＯＬ］．

［２０１４－１０－０４］．ｈｔｔｐ： ／ ／ ｒａｒｅｂｏｏｋ ｎｃｌ ｅｄｕ ｔｗ ／ ｒｂｏｏｋｏｄ ／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 ／ ｈｙｐａｇｅ ｃｇｉ？ＨＹＰＡＧＥ ＝ ｅｘｈｉｂｉｔ ／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ｄｅ⁃

ｔａｉｌ３ ｈｔｍ＆ｓｙｓｉｄ ＝ ０００００００９＆ｃ ＝ ３ ）

［４９］ 　 陈潮 侵华日军对上海等地图书资料的破坏和占夺———往事访谈录［ Ｊ］ ．图书馆杂志 ２００２（ ８）：７５ － ７９

（Ｃｈｅｎ Ｃｈａｏ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ｖｉｅｗ ａｂｏｕｔ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 ｂｏｏｋ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ｂｅｉｎｇ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ｅｄ ａｎｄ ｐｌｕｎｄｅｒｅｄ ｂｙ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ｉｎｖａｄｅｒｓ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２（８）：７５－７９ ）

［５０］ 　 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 在日办理赔偿归还工作综述［ Ｇ］ ／ ／ 沈云龙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 台北： 文海出

版社，１９８０： １１７－１１８ （Ｔｈｅ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ｔｏ Ｊａｐａｎ Ａｎ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Ｊａｐａｎｓ ｐｏｓｔ－ｗａｒ ｃｏｍｐｅｎ⁃

ｓａｔｉｏｎ［Ｇ］ ／ ／ Ｓｈｅｎ Ｙｕｎｌｏｎｇ Ａｎ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ｄ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Ｔａｉｂｅｉ： Ｗｅｎｈｅｉｍ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０： １１７－１１８ ）

［５１］ 　 戴雄 抗战时期中国图书损失情况［Ｊ］ ．民国档案，２００４（３）：１１３－１１９ （ Ｄａｉ Ｘｉｏ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ｌｏｓｓｅｓ ｏｆ Ｃｈｉ⁃

ｎｅｓｅ ｂｏｏｋ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ｎｔｉ－Ｊａｎｐａｎ ｗａｒ［Ｊ］ ．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２００４（３）：１１３－１１９ ）

马密坤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
通信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栖霞区仙林大道 １６３ 号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邮编：２１００２３。

李　 刚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信地址同上。
吴建华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信地址同上。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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