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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会：夏淑琴让美国教师了解真实的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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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日网讯  今天下午13:30，由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组织的美国教师团一行17人走进南京师范大

学社会发展学院会议室，倾听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述说在大屠杀期间的悲惨遭遇。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

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主持了此次座谈，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常务副会长丁元担任本次座谈的现

场翻译。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馆长吴先斌也参加了这次座谈会。 

        经过旅美华侨和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多年的的努力，大约在今年10月份，美国加州高中历史教

材将增加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内容。为了让加州教师对日本侵华史及南京大屠杀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史维

会将会组织加州教师团对中国进行为期16天的实地考察活动。南京是其中较重要的一站。美国教师团的考察活

动将会有助于推定美国社会对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认识。 

        在座谈中，年近八十的夏淑琴奶奶在回忆家人遭难的惨况和自己辛酸往事时，数度落泪。1937年，在南

京新路口5号，夏淑琴一家惨遭侵华日军杀害，9口人中仅存年仅8岁的夏淑琴与4岁的妹妹。夏淑琴被刺3刀，

侥幸死里逃生。参加座谈的美国友人似乎也不愿再触及老人的伤痛，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都是围绕老人的家庭

结构、生活状况等等。 

        有教师问：“经过了这么多年，你的心情平静下来了吗？” 

        夏奶奶愤慨地说：“本来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我都不愿再回忆那段痛苦的往事，只想着过一个好的晚

年，但是日本人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东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甚至说我是假证人，是被培养出来的，我受不了，

这是在谋杀我啊。” 

        老人说：南京大屠杀杀的不是我一家，他们杀了30万呢，我的任务还没完成，我一定要打赢官司，我去

了3次日本，但是东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就是不敢见我，难道我一个老太婆能杀了你吗。 

        夏奶奶伤感的说：“我今年78了，我还能去几回日本啊！” 

        在老人的心中，南京大屠杀是铁的事实，不容抵赖。她说：“1937年的南京是血的历史，希望你们回去

之后让更多的人知道南京大屠杀，这就是我的愿望！” 

        美国教师们在老人叙说的时候听得非常仔细，很多人都使用DV将夏奶奶的这段难忘回忆拍摄保存。座谈

会结束后，美国教师们争相与夏奶奶合影留念，有位美丽的女教师甚至拿出一本张纯如的著作《南京暴行:被

遗忘的大屠杀》，请夏奶奶签字。随后，张连红教授陪同美国教师团参观了魏特琳铜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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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8年，日本亚细亚大学教授东中野修道和日本自由史观会成员松村俊夫，分别通过日本展转社出版了

两本书：《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在书中，夏淑琴等人被描述成了“假证

人”，作者更指夏淑琴是“故意编造事实，欺世盗名”、“其证词是某个人在某个时间里想像出来的”，他们

“只是被政府特意培育成那样”。 

  2000年，夏淑琴在南京以侵害名誉权为由，起诉日本人松村俊夫和东中野修道。要求二人立即停止对她

的侵害行为，在中日两国各主要报纸上赔礼道歉，赔偿人民币80万元。然而，面对夏淑琴的起诉，2004年日

本的两位被告并未出现在南京的法庭上。 

  夏淑琴现年78岁。据上世纪30年代任南京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人约翰·拉贝的日记以及《南京安全区

档案》等资料记载，1937年，夏淑琴一家9口人中的7口在南京新路口5号的家中被侵华日军杀害，当时年仅8

岁的她身中3刀后侥幸与4岁的妹妹存活下来。听到她的遭遇后，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等人前往新路口5号调

查，并在现场作了摄影记录。约翰·马吉还将这一情况向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作了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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