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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与十朝古都，是中国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与交通枢纽。1927年国

民政府在这里建都后，它在政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地位日显重要。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

后，把战火引向上海，并将攻占南京作为最重要的战略目标，企图以此压迫中国政府与中国人民投降。但是，

南京的沦陷并未能实现日本的战略目标。中国军民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日军占领南京后，制造了震惊世界

的血腥大屠杀。在八年沦陷期间，南京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大本营与所扶持的伪中央政府的所在

地，是日伪控制最严密的沦陷区中心地区与推行各项殖民统治政策最典型的地区；同时，它也是沦陷区人民进

行艰苦的抗争而产生重要影响的地区。在八年沦陷期间。南京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各方面都发生

了激烈的动荡与变化。深入地研究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南京社会各方面的情况，不仅能加强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

的这一薄弱环节，加深对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认识，把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引向深入，而且可以加强

与扩展对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研究，激发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的爱国热情，并为揭露日本侵华罪行

提供新的有力的证据，以铁的史实回击日益猖狂的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否定与美化侵华史的嚣张气焰，有强烈的

现实意义。  

  但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学术界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1937年12月13日至1938

年1月31日这约40多天时间中，对此后日伪统治南京地区约八年的漫长历史很少涉及；而对抗战期间日伪控制

的广大的中国沦陷区，学术界除对伪“满洲国”研究较多外，对其他沦陷区的研究则相对较少；特别是对日伪

统治的中国沦陷区的中心——南京地区在这八年期间的社会各方面的历史则更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几乎是

空白。与此相对照的是，存放在南京各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中的大量的日伪统治南京期间的原始档案、文

书、报刊史料以及实物与社会调查资料等，如有关日军在南京各军政机构与经济活动的资料、日军在南京的贩

毒与秘密研制生化武器的资料、日军在南京地区设立的约40家慰安所的资料、浦口中国战俘营的劳役与三次暴



动史料、日本驻南京使领馆的档案史料、伪“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伪“维新政府”暨“督办南京市政公

署”、汪伪政府各机构的档案史料，以及有关当时南京地区的人口、经济、政治、社会、文教、学生运动、日

本侨民、西方国家侨民与国、共两党地下活动的珍贵资料等，一直未进行系统的整理与利用。——这对我们史

学界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一个缺陷。  

  有鉴于此，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经盛鸿教授以可贵的史学责任感与学术敏锐，多年来一直关注着这个课

题，并为此进行了广泛、深入、持久的史料准备与史学研究，终于写成了这部近百万言的学术专著《南京沦陷

八年史》。该书全方位地研究与论述了从1937年12月侵华日军对中国的首都南京发动疯狂的进攻与进行惨绝

人寰的血腥大屠杀，直至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这日伪占领、统治的近八年期间，作为中国沦陷区的核心地

区——南京的各方面情况，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文艺、新闻、帮会、警特活动与保甲组织、

联保制度、社会控制等，以及南京的西方侨民社会与日本侨民社会，日伪当局在南京实施的慰安妇、毒品贩

卖、生化武器秘密研制、“东亚联盟运动”、“对华新政策”等各种殖民政策与影响；同时系统论述在这八年

期间南京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思想与不屈不挠的自发抗争，南京的国、共两党的地下组织及其活动，以及南京

发生的多起重大历史事件，如南京浦口战俘营的三次暴动、南京日本总领事馆投毒案、南京人力车夫的罢工事

件、南京学生的“倒樊(指伪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运动与“清毒”运动、南京日军第3067部队18名士兵集体

出逃事件、南京日军军医佐乡渥洋子秘密救助中国伤兵、与日本军国主义决裂事件、日本天皇的弟弟三笠宫亲

王在南京的“自省”等等。本书通过大量新挖掘的史料与系统的专题研究，揭示出侵华日军不仅在攻占南京时

实施大屠杀，而且在此后约八年的殖民统治更是给中国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同时论证了南京人民在沦陷后的

艰难生活与不屈斗争，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力地支持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武

装斗争。  

  本书既是对1937年12月至1938年2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深化与发展，又是对抗战期间日伪统

治的中国沦陷区的极具典型意义的个案研究。  

  我初读本书，一下子就被其重大的题材、丰富而新鲜的史料、深刻的分析、生动的论述所吸引了。我跟着

作者的笔墨，仿佛回到了那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走进了日伪统治下的、阴森可怖的南京城，亲眼看到了日军

血腥大屠杀的种种战争暴行，看到了日伪推行的各种殖民政策给南京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经历了在南京发生

的多起重大历史事件，感受到南京人民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所进行的不屈不挠抗争的伟大民族精神。掩卷沉

思，我认为本书有如下四个方面的显著特点或显著成绩。  

  首先，在选题上，本书有开拓性的研究意义。因为目前中外史学界对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仅限于

1937年12月到1938年2月为止；而对此后直至1945年8月，日伪统治南京八年期间的历史，至今还没有系统、

深入的研究，基本上还是空白。本书成为第一本系统、详实、全面、深入地研究与论述南京沦陷八年历史的学

术论著，填补了或加强了学术研究领域的这一薄弱环节。  

  其次，在史料上，本书首先系统整理与利用了目前保存在南京各档案馆，包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

省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以及南京图书馆中的比较完整的日伪统治南京地区八年的原始档案、文书、实物、报

刊、书籍等，这些史料数量大，史料价值高，但至今未进行科学、系统的整理与利用；又对为数日少、年岁日

大的历史经历者与幸存者以及大量的历史遗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的调查；同时利用了中国大陆各地和台湾、香

港地区以及日本、美国、德国等地大量的历史资料。本书为研究日本侵华史与中国抗战史提供了许多新的鲜为

人知的珍贵史料与可靠的实证。  



  再次，在研究与写作上，本书采用历史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即既使用传统的调查

研究与分析综合方法，查阅、整理、考订大量的日伪统治南京时期的文书、档案、报刊史料与社会调查资料，

同时也吸收与运用社会控制论、统计学的理论与研究方法等，进行系统的专题研究，得出科学的结论；然后以

流畅、生动的语言，写出了一本全新的史学研究著作，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解剖一只麻雀式的个案研

究，必然会对整个抗战史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观察平台。  

  最后，在历史研究意义与现实意义上，本书不仅为深入研究日本侵华史与中国人民抗战史提供了一本全新

的论著，而且为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供了一本生动的教材，使读者从此书中进

一步认识日本军国主义是近代中国最危险的外敌，认识中国近代落后、专制、分裂就要挨打的惨痛史实与中华

民族在“最危险的时候”所进行的反抗侵略、追求独立、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艰苦斗争，受到深刻、具体、

形象、生动的教育。同时本书对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地区以及日本、美国、德国等地大量的历史资料，经过

认真、科学的考证、分析、研究，所得出的历史结论，无可辩驳地恢复了过去历史的本来面目，经得起未来历

史的任何检验。它对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否定与篡改侵华史进行了有力的回击。  

  经盛鸿教授早年毕业于我们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与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在1982年分配到南

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长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研究，近年来更专注于日本侵华史与南京大

屠杀史的调查研究，学术造诣深厚，著述宏富，在中国大陆与台湾、香港地区以及美国、日本出版与发表了多

种有分量的学术论著，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与经盛鸿教授有多年的学术交往与学术切

磋，对他的学术研究道路与学术成就有较多的了解。我深信，《南京沦陷八年史》的出版，无疑是献给抗战胜

利60周年的一份厚礼，它必将进一步推动中日关系史与中国抗战史的学术研究，同时也必将进一步推动经盛鸿

教授本人的学术研究。我们期待着经盛鸿教授有更多、更好的论著问世。  

  是为序。  

                       2004年8月15日抗战胜利59周年纪念日  

                       于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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