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9日，今年89歲高齡的華僑邵子平，
赴南京向母校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贈送新
書《從南京到紐約 追尋馬吉影像》，該書
翔實記錄了大公報記者自2017年12月起，歷
經兩年曲折，鍥而不捨，追尋與推動美國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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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從來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流淌在
我們血脈中的基因，是鐫刻在這片土地上的集
體記憶。」 南京師範大學附屬中學黨委書記徐
飛表示，這本書告訴我們：銘記歷史是為了珍
視和平；守護真相，是為了照亮未來。

大公報記者 陳旻南京報道

當日，20餘名師生代表參加贈書儀式與座談
會。徐飛在贈書儀式現場語重心長地說， 「同學
們，我們肩負的不僅是知識的傳承，還有精神的接
續。希望大家以邵先生為榜樣，在書卷中求真，在
實踐中擔當，扎根中華文化的深厚土壤，胸懷人類
命運的深刻關切。」

1936年，邵子平出生於南京，並在南京度過童
年及少年時代。1948年，他進入國立中央大學師範
學院附屬中學就讀，即南師附中前身。

37分鐘影像 有力反擊日本右翼
1991年7月，邵子平在紐約找到南京大屠殺期

間留在南京救助難民並用16毫米攝影機拍下日軍暴
行的約翰．馬吉牧師的兒子大衛．馬吉，發現塵封
46年的記錄南京大屠殺影像膠片原片，並製成37分
鐘膠片，向全球公布，有力反擊了日本右翼公開否
認南京大屠殺的叫囂。

2017年12月，大公報記者在採訪中發現27年前
紐約曾有馬吉影像37分鐘，而南京紀念館藏只有17
分鐘。大公報記者與邵子平一道努力，最終找到紐
約版 「37分鐘膠片」 ，捐贈給南京。

激勵學子銘記歷史勇擔責任
贈書儀式現場播放了馬吉影像片段，校方特別

向邵子平贈送了他當年的學籍卡複印件。
在以 「傳承歷史使命，賡續正義精神」 為主題

的座談會上，邵子平與師生們分享了 「紀念南京大
屠殺受難同胞聯合會」 在美國追尋與傳播歷史真相
的曲折經歷，激勵青年學子銘記歷史、勇擔責任。

責任編輯：王夕子 美術編輯：蘇正浩

《追尋馬吉影像》守護南京大屠殺鐵證
大公報記者搶救侵華日軍屠城史料 艱辛過程記錄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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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出版上架 學者反響熱烈
今年4月中旬，由台

灣喆閎人文出版的《從
南京到紐約 追尋馬吉

影像》新書在台灣誠品、三民、秀
威、灰熊、博客來、TPLAZA等書店
與熱門網站銷售，反應熱烈。

「從檔案學的角度而言，約翰
．馬吉牧師於1937年底在南京所拍
攝有關日本軍隊南京大屠殺的影
像，可以說是目前唯一且罕見的關
鍵史料。」淡江大學信息與圖書館
學系助理教授吳宇凡認為，這本書
作為一個檔案學的史料挖掘過程，
其中每個細節脈絡的呈現作者如何
尋證過程，整體而言是個相當完美
的檔案與歷史學紀錄教材。

《從南京到紐約 追尋馬吉影
像》全書29萬字，作者花費4個月時
間，重新梳理了全部原始資料，將
整個事件的發生、發展脈絡，分為
上、下兩部，按時間順序敘述，完
整地記錄、立體呈現幾代華人先後
接力追尋南京大屠殺最關鍵鐵證─
─馬吉影像與《拉貝日記》，並回
歸南京的重要歷史。

書中首次披露《花花公子》雜
誌於1990年9月刊發日本東京市長
石原慎太郎公開否認南京大屠殺的
專訪後，紐約愛國華人在《僑報》
發表的《駁斥石原慎太郎的公開
信》全文，獨家呈現1996年首位鑒
定《拉貝日記》的哈佛大學歷史系
主任威廉．C．柯比教授所作出的歷
史價值評價等重要細節，令歷史面
目更為清晰完整。

「近十年前，正踏入研究歷史
影像的我，藉由美國《生活》雜誌
中一篇有關1937年12月日軍在南京

活動的影像報道中，第一次見到了
馬吉牧師所拍攝有關南京大屠殺的
影像照片。我相信只要是身為一個
『人』，應該很難不被那樣的影像
畫面所震撼，這就是活生生的 『歷
史』，曾經發生在人類史上的戰爭
歷史。」喆閎人文工作室創辦人暨
執行長、歷史學博士楊善堯感慨，
「這本書解答了我許多當時對於馬
吉牧師拍攝這段影像的疑惑及影像
來源過程的未知，滿足了我在研究
上的解答，可作為我在教學上能帶
給學生更加豐富的歷史知識，達到
歷史真相的保存與傳遞。」

島內 「中央大學」歷史研究所
特聘教授兼所長皮國立表示， 「揭
露與研究歷史真相，重點是要讓後
代子孫不要遺忘過去先人所經歷過
的事情，而這本書的每個文字，正
是保有這樣的精神。」 「看內頁照
片就蕩氣回腸、令人動容。」中國
文化大學碩士凌子婷感嘆道。

▲《從南京到紐約 追尋馬吉影像》
守護了南京大屠殺的歷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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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一次尋常的採
訪，意外成為大公報追尋史料
的契機。此後3年間， 「37分

鐘馬吉影像」 這部被歲月深埋27年的珍貴
歷史紀錄片，成為大公報人心中沉甸甸的
牽掛。 「記錄尋找歷史真相過程本身，也
是歷史真相的一部分。」

關於馬吉影像的報道，最早可以追溯
到2017年，當年為了豐富南京大屠殺死難
者國家公祭報道，大公報編輯部獨家策劃
了關於海外華人追尋南京大屠殺史證的專
題，在記者採訪的過程中，發現了37分鐘
馬吉影像的線索，由此展開了一場漫長的
追蹤報道之旅。對於侵華日軍屠城的鐵
證，多一秒都是珍貴的，就是堅持這樣的
信念，編輯部與一線記者共同克服一個個
困難。

大公報編輯部與記者進行反覆溝通，
從稿件的切入角度，到版式的設計，都反
覆斟酌。有了精心且詳盡的策劃，三個整
版專題的採寫和編輯工作就有了方向和指
引，為製作出優秀報道和追存史證打下了
堅實基礎。

1945年8月15日，大公報用超大號鉛
字 「日本投降矣！」 ，向全國人民報道了
抗戰勝利的消息；大公報人銘記歷史，延
續這份責任感和使命感，通過報道記錄時
代軌跡。一篇篇報道、一個個版面，清晰
記錄了馬吉影像從發現、公開到追回的整
個過程，同時也是追尋歷史的見證。2018
年國家公祭日前夕，大公報刊發了三版專
題報道《追尋大屠殺史證》，詳細記錄了
中外各界人士尋找並追回馬吉影像這一南
京大屠殺鐵證的完整過程。

大公報鍥而不捨尋找鐵證還原歷史，
就是為了伸張正義，捍衛歷史的尊嚴。

1937年冬天，侵華
日軍在南京及附近殘忍
屠殺30餘萬無辜中國民

眾，震驚世界。同年，一批留下來
的外國友人，用手中的筆、相機、
攝影機等，記錄下日軍的南京大屠
殺暴行。其中，美國牧師約翰．馬
吉拍攝的16毫米膠片影像是迄今發
現的有關南京大屠殺的唯一動態影
像，是最為重要的史料文獻之一，已被列入《世界記憶名錄》。
大公報記者於2019年尋獲的紐約37分鐘版本馬吉影像膠片是在目
前已見各馬吉影像版本中，反映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最為全
面、內容最為豐富。

話你知

馬吉影像

馬吉 「4號影像」
「日本士兵試圖將這個女人斬首，（醫

生）縫合頸部肌肉，脊柱」 。馬吉牧師拍攝
的一組長達49秒記錄醫院裏一位頸部幾乎被
砍斷的40歲女傷者畫面極為珍貴：查看傷情
的醫生試圖轉動這名女傷者的頭顱，劇痛使
得她不由自主一次次抓住醫生的胳膊。深達
脊柱的 「V」 形傷口特寫觸目驚心。這組畫面
被標註為4號影像。

2025年是中國人民抗日
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八十周年與台灣光復八十周

年。我寫下《從南京到紐約 追尋馬吉影
像》，忠實記錄了大公報自2017年12月
起，歷經兩年曲折，鍥而不捨，聯合社會
各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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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歷史留下印記。作為本書作者，完
成這本書對於我個人，不僅是記錄與守護
歷史真相，更是信守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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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任會長陳憲中先生達成口頭協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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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13日下午， 「聯合會」 如約將 「37
分鐘」 版珍貴馬吉影像膠片無償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
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而今，我也履行了自己許下
的鄭重承諾。

在全球化背景下，歷史記憶的傳承面臨新的挑
戰。江蘇廣播電視總台節目研發與受眾研究中心主任
張建賡認為： 「在所有記錄歷史的介質中，影像具有
信息的豐富性、事件的真實性、場景的可感性。無論
從歷史、傳播還是法律的角度來看，影像史料都是最
為珍貴的。所以，尋找馬吉影像的意義不言而喻。」

馬吉影像37分鐘版膠片作為國寶得以回歸南京，
首先得歸功於大公報上下齊心的全力以赴。自從2017
年12月第一次採訪邵子平，到2019年實現37分鐘
「一寸盤」 捐贈給南京，對江蘇記者站追尋史料，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從董事長到普通編輯都全力支
持。每當有階段性進展和重大發現，報紙與各新媒體
平台及時發表專題與動態消息，向讀者和社會各界公
布，推動史料回歸。至2024年12月，大公報、文匯
報共推出廿三個專版、百餘篇文章，詳細介紹了馬吉
影像從發現、核實，到追尋、回歸等的全過程，展現
了香港大文集團的文章報國與歷史擔當。

歷史記憶的傳承不是簡單的重複，需要有更豐
富真切的表達方式。《從南京到紐約 追尋馬吉影
像》，我用平實的文字與現場圖片記錄歷史。在追
尋過程中，我們不僅找到了馬吉影像37分鐘版膠
片，更找到了人性中最珍貴的東西：勇氣、善良、
對生命的敬畏與責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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