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1月，在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80周年前

夕，大公報編輯部向江蘇記者站布置了採寫 「海外

華人推動南京大屠殺史研究國際化」 新聞專題，以

配合12月中旬的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儀式報

道。當年11月中旬，領受了採訪任務的大公報記者

聯繫到1996年從聯合國總部退休後，與妻子定居北

京21年的華僑邵子平。邵子平於1991年7月12日，

在紐約搶先找到南京大屠殺期間美國牧師約翰．馬

吉拍攝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現場的膠片原片，震驚西

方。

2018年1月，大公報記者在採寫邵子平尋找馬

吉影片的過程中，意外發現邵子平於27年前從馬吉

牧師留下的影像膠片原片中篩選出的與南京大屠殺

相關的影像有37分鐘，他所在的紐約 「紀念南京大

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 （下稱： 「聯合會」 ）將這

37分鐘影像編輯製成 「一寸盤」 ，畫面豐富，遠超

南京紀念館現藏的17分鐘。3月18日，邵子平給張

連紅發微信： 「我至少記得幾個鏡頭是這個館藏片

所沒有的：一個婦女被砍頭，頸背部缺一三角而醫

生用手要扭過她的頭來。」 10月8日， 「聯合會」 現

任會長姜國鎮在家中庫房裏翻出存放了27年已被其

徹底忘記的 「一寸盤」 。12月28日，邵子平將 「一
寸盤」 送至當年為他們製作此盤的紐約影像公司檢

測並做數字化處理，他特別告知大公報記者： 「根
據我們研究，我們聯合會所收藏的一寸盤是現存唯

一最長最完整的紀錄片。」
2019年1月6日，大公報記者收到邵子平轉發的

影像公司檢測評估郵件： 「雖然膠片因老舊出現許

多灰塵斑點，但全部圖像清晰完好。」
不料，2019年2月1日，紐約方面確定37分鐘版

「一寸盤」 是 「世界上唯一僅存的影片」 ，向南京

開價一千萬人民幣。南京深感突然，難以接受。

37分鐘 「一寸盤」 的回歸過程中，自始至終得

到南京市人大常委會主任龍翔的高度重視與支持。

在龍翔的直接推動下，2019年1月28日，南京紀念

館成立由張連紅領銜的課題組。4月15日，張連紅一

行啟程赴美。4月17日， 「聯合會」 會長姜國鎮和吳

章銓與課題組在紐約會面。遺憾的是，課題組此行

未能與 「聯合會」 就37分鐘 「一寸盤」 回歸南京達

成共識。

一棟房屋內11人被日軍殺害的慘狀，幾乎被砍斷頭顱的女傷者頸部巨大的 「V」 形
傷口……這些東京審判檢方證人和證據畫面，82年後終透過鏡頭重現世間。這些集合了
美國牧師約翰．馬吉在82年前拍攝記錄侵華日軍南京暴行的珍貴歷史片段，源於大公報
記者歷時兩年艱難尋獲的紐約37分鐘馬吉影片 「一寸盤」 。南京師範大學南京大屠殺研
究中心主任張連紅表示，這是部極具文物和文獻價值的影片， 「一寸盤」 定在第六個南
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回歸南京，將和《拉貝日記》一樣，成為日軍南京大屠殺的
又一鐵證。

大公報記者 陳旻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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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籍華人偶得重磅線索
在紐約37分鐘馬吉影片回歸過程中，生長於南

京的德籍華人邵華也發揮着重要作用。她受大公報

記者委託，從2017年開始就一直熱心地代為搜集南

京大屠殺相關史料。

今年2月2日，為推動 「一寸盤」 回歸南京，大

公報記者再三斡旋勸說 「聯合會」 負責人，希望能

以大義為重，力爭 「一寸盤」 早日回歸。但 「聯合

會」 表示， 「應以西方思維思考」 ，尊重商業交換

原則。受大公報記者委託，邵華從西方思維角度予

以相勸。

為了解馬吉影片的淵源，邵華專門登入耶魯大

學神學院網頁細細查找，該校圖書館公布的消息令

她眼前一亮。網頁上顯示馬吉牧師的孫子馬吉三世

在2015年11月，將祖父拍攝的13卷電影膠片原片和

相關光碟等全部捐贈給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其

中第1卷和第9卷膠片原片加起來有22分鐘，包含南

京大屠殺影像。耶魯大學特別提到其中有關於南京

大屠殺的鏡頭是 「以前未知」 。這些數字化的膠片

，在2018年初被發布在圖書館網站上 「南京大屠殺

」 項目內。這條 「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

夫」 的天大喜訊，迅速被大公報記者通報給南京課

題組。

峰迴路轉 一寸盤捐贈南京
2019年5月19日，一直與 「聯合會」 保

持聯繫的大公報記者突然收到前任會長陳憲

中的微信，相約20日在北京東長安飯店會

面。

這是一次開誠布公的友好交流。大公

報記者主動播放了南京專家從美國獲得的

馬吉影片資料，以表明南京確實已經獲得37

分鐘版馬吉影片的主要內容。記者——向陳

先生介紹相關鏡頭： 「這是鄉下人把傷員運

往南京近郊的急救醫院的情景」 ， 「這是南

京郊區長利鄉的一位農民，當兩名日本兵闖

入他家索要姑娘未果，他們便將其手部射

傷。」 鏡頭裏，農民的左手背皮開肉綻，護士正在

為他清創。

經過真誠交流，在獲知南京確已擁有大部分馬

吉影片內容後，陳憲中先生將隨身攜帶的37分鐘馬

吉影片高清數字版硬盤交給了首次見面的大公報記

者，痛快表態： 「 『一千萬』 這事就過去了」 。

陳憲中同意回美國後與 「聯合會」 同仁商量，

確定在今年12月赴南京參加公祭儀式，並捐出37分

鐘 「一寸盤」 。

5月25日下午，江蘇記者站將經過一年半的追

尋，最終獲得的極為珍貴的馬吉影片37分鐘高清數

字版送交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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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文集團追尋37分鐘馬吉影片回歸過程中得到南京社會

各界的熱心支持。2018年10月10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

念館館長張建軍在大公報記者陪同下赴北京懷柔，專程代表

紀念館首次拜訪邵子平，真誠邀請他重回家鄉南京。紀念館

周密安排了邵子平夫婦在南京的參觀行程，副館長凌曦手捧

鮮花在車站迎接。

南京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廳副主任陶濤熱心為邵子平回母

校搭橋。2018年10月20日，邵子平回到闊別71年的母校南京

市琅琊路小學，當他從校長戚韻東手中接過特別授予的 「傑
出校友」 稱號證書時，邵先生百感交集。南京市委宣傳部副

部長彭振剛、外宣處長徐慧紅聯繫南京媒體跟蹤報道邵子平

重返故鄉的消息，邵先生在南京大屠殺史料收集中的重大貢

獻在南京家喻戶曉。12月4日，南京市破格為邵子平辦理落戶

，徹底解決困擾了他長達15年的生活困難。

37分鐘 「一寸盤」 的回歸，自始至終得到南京市人大常

委會主任龍翔的高度重視與支持。

2019年1月25日，大公報記者將 「聯合會」 發來的根據

37分鐘馬吉影片內容而來的120張截圖轉發給張連紅。張連

紅回覆 「有許多張是第一次看到」 ，認為信息量更大、畫面

更震撼、實證性更強， 「價值相當高」 。記者據此告知龍翔

， 「馬吉影片37分鐘真的是件大事啊。」
在龍翔的直接推動下，2019年1月28日，南京紀念館迅

速成立由張連紅領銜的課題組赴美史料徵集，成員是江蘇行

政學院楊夏鳴教授和《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雜誌主編

劉燕軍。

南京各界冀盼
影片盡快回歸 ▲南京紀念館與著名歷史學

家張憲文（左四）在南京熱
情接待邵子平夫婦（左六、
七）與邵華女士（右四）

受訪者供圖

◀馬吉牧師在江南水泥廠醫
院拍攝的鄉下人把傷員運往
醫院急救的情景

影片截圖

▲德國波鴻魯爾大學東亞系圖書館員邵華為南京
提供馬吉影片關鍵信息 受訪者供圖

據課題組成員劉燕軍介紹，在赴美之前，課題組專

家對大公報記者提供的紐約37分鐘馬吉影片內容120幅截

屏圖片反覆研判，做足功課。

在美國，課題組連夜觀看研究從耶魯大學拷貝的馬吉家

族捐贈的資料，與120幅截屏圖片反覆比對，為談判做精心

準備。

今年4月17日下午， 「聯合會」 會長姜國鎮和吳章銓與

課題組在紐約會面，向課題組放映了紐約37分鐘影片。張連

紅表示， 「因為事先做了不少功課，課題組對37分鐘內容進

行了即時分析與比對」 ，認為課題組從耶魯獲得的與南京

大屠殺相關影片拷貝，時間跨度從1937年9月日本飛機轟

炸南京開始，延續至1938年4月18日，馬吉在金陵女子文

理學院拍攝難民舉行復活節活動，內容涵蓋了紐約37分鐘

的大部分。

邵華從耶魯網站獲得的關鍵信息，讓 「聯合會」 意識到

他們的37分鐘馬吉影片不再是 「世界上唯一僅存的影片」
。但是，由於南京課題組在紐約未曾向他們放映耶魯資料

影片， 「聯合會」 心存疑惑。遺憾的是，課題組此行未能

與 「聯合會」 就37分鐘 「一寸盤」 回歸南京達成共識。

紐約37分鐘馬吉影片回歸南京再次擱淺。

課題組精心準備
赴美談判

▲2018年10月，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館長張建軍（
左）來到北京懷柔，請大公報記者陪同，專程代表紀念館
首次拜訪邵子平（右） 大公報記者陳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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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寸盤曲折歸國路
2018年1月

•大公報記者在採寫過程中，意外發現紐約 「聯合會」 收藏有
與南京大屠殺相關的37分鐘影像

2019年1月28日

•南京紀念館成立課題組赴美史料徵集

2019年2月1日

•紐約方面確定37分鐘版 「一寸盤」 是 「世界上唯一僅存的影
片」 ，向南京開價一千萬人民幣， 「一寸盤」 回歸擱淺

2019年4月15日-17日

•課題組一行赴美，與 「聯合會」 會長姜國鎮和吳章銓在紐約
會面，未就37分鐘 「一寸盤」 回歸南京達成共識

2019年12月

• 「聯合會」 前會長陳憲中將赴南京參加公祭儀式，並捐出37
分鐘 「一寸盤」

（記者陳旻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