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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传媒的报道与评论来研究南京大屠杀 ——评经盛鸿著《西方新闻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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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我因教学与工作的关系，阅读了经盛鸿教授的新著《西方新闻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上、下

册），感到极大的震动；读后掩卷深思，深感有很大的收获，对我的教学与研究以及宣传工作，都有很大的帮

助。经盛鸿教授另外还出版了《恶魔的吹鼓手与辩护士——战时日本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上、下册）与

《战时中国新闻传媒与南京大屠杀》（上、下册），三本书构成了经盛鸿教授研究中外新闻传媒对南京大屠杀

报道与评论的系列论著。   

《西方新闻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上、下册）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与文献系列丛书”的一种。全

书除导言外，共分十三章，约70万字，并结合内容，配刊多张珍贵的历史照片，对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前

后，西方各国新闻记者的采访活动与西方各国报刊的有关报道、评论等，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与论述，选

题新颖而重要，从当时西方的新闻报道与评论入手，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深入地反映和真实地再现了那段血与

泪交织的历史，填补了抗战史与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一段空白。 

（一）回击日本右翼的挑战，以事实反驳“西方记者不知南京大屠杀”的谬论 

近年来，对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成为中外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与热点。但是，在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中，

中、外学者对当时西方美、英、德、意等所谓“中立国”新闻传媒对南京大屠杀的采访活动与报道、评论等却

一直研究得不够，没有一种这方面的学术专著，有关的论文也很少，成为研究的空白或十分薄弱的环节。其原

因，一方面是由于条件的限制，各国的报刊资料数量庞大，搜集与翻译存在许多困难，另一方面，对其在研究

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 

日本右派正是在这一薄弱环节提出了学术挑战。日本评论家、右翼人士村上兵卫胡说：“当时在南京的各

国新闻记者、摄影记者有150人，但没有一人见到或者是听说过这件事，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大将在几次会见

欧美记者中也未遇到关于这件事的质问。”经盛鸿教授研究日本侵华史与南京大屠杀史多年，曾在中国大陆与

台湾、香港地区以及美国、日本等发表与出版多种论著。他为了驳斥日本右派的谬论，维护南京大屠杀历史的

真相，填补历史研究的这一空白，以此作为专项课题，进行广泛的调查，在掌握了大量的资料后，以唯物史观

为指导，深入研究，发表了多篇论文，最后写成了这一部学术专著。 

《西方新闻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一书指出，在20世纪30年代，西方的美、英、法、德等国家无疑是

世界上新闻传媒业最发达的地方，有众多的新闻传媒机构与先进的电信设备，有四通八达的通讯网络与大量高

素质的新闻传媒人才，号称新闻传媒大国。他们的新闻传媒往往领世界之潮流，对世界舆论起导向的作用，对

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也发生很大的影响。而当时西方国家设在上海租界等的的新闻传媒，即所谓“洋商报”，

更能直接影响中国的舆论。 

自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直至南京大屠杀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美、英、法、德等国家一直

宣布对日中战争采取所谓“中立”政策。这就使得这些国家的记者在采访中日战事上有许多便利；而他们“第

三国”的立场与态度，在国际舆论界具有重要的作用与影响，能发挥中国新闻传媒与日本新闻传媒所不能起的

作用。他们将越来越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中国的首都南京。英、美等国新闻传媒记者中的大多数人能坚持人道主



义立场与客观、公正的新闻道德，利用其“中立国”的有利身份，以自己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事实，报道

日军战机对南京的轰炸，报道日军从上海向南京的包抄进攻，报道中国民众突然蒙受的巨大灾难，报道中国政

府的抗战政策、措施和中国人民的救亡运动。在日军凶猛地进攻南京期间，多名美、英记者勇敢地深入前线，

采访报道南京保卫战的全过程，赞颂了中国守军的浴血奋战，分析与抨击了中国军事当局在指挥上的失误与军

事道德的沦落。 

日军在占领南京与大屠杀期间，对南京实施了严格的新闻封锁，使南京在很长时间内成了全世界新闻视野

以外的一个被隔绝、被孤立、被封闭的城市。全世界的新闻传媒，包括西方的与中国的，都得不到关于南京的

一点真实信息。于是上演了日本当局“自编自导”的“南京获得新生”、“南京一片祥和”和“南京人民喜迎

解放，感激皇军恩德”的闹剧。 

这时，南京城里却有冒着生命危险留下进行采访的五位美、英记者。他们成为全世界新闻界目睹日军疯狂

大屠杀的唯一目击者与见证人。他们震惊，痛苦，立即以记者的职业本能，克服重重困难，迅速报道了他们目

睹的血淋淋的事实。他们写的都是他们亲眼看到、亲身经历的刚刚发生的暴行，特别具体鲜活，特别震撼人

心。当这五位记者被迫离开南京后，更多的美、英记者继续千方百计地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新闻。这些美、英记

者虽坚守“中立”的立场，但在血淋淋的事实面前，能坚持人类的正义与良心，坚持客观、公正的新闻道德，

因而能真实地报道南京的情况，将日本侵略者的凶暴野蛮与践踏国际公法公之于世，在字里行间流露出越来越

多的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声援，对日军暴行的愤怒与谴责。 

近年来日本右翼人士胡说战时西方中立国家的新闻传媒，“没有任何人报道过有关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消

息”。 《西方新闻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一书揭载的事实是给他们一个响亮的耳光。  

 （二）“南京大屠杀第一篇报道是怎么出来的？”——本书很大的亮点是整理与翻译、

利用了大量西方报刊原始史料 

   

《西方新闻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一书除研究视角独特外，大量西方报刊史料的整理与翻译、利用也

是其很大的亮点。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料，包括西方记者关于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篇新闻报道等。 

  据此书论述，当日军攻占南京并实施大屠杀时，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司迪尔、美国《纽约时

报》记者德丁、美国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摄影记者门肯、英国《路透社》记者史密斯、美联社记者麦克丹尼尔

五人冒着生命危险留下采访，成为全世界新闻界目睹日军占领南京后实施疯狂大屠杀的目击者、见证人与最早

报道者。 

  1937年12月14日，司迪尔在南京写下了关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第一篇报道，题为《屠杀与抢劫笼罩着

南京》，全文分二个小标题，分别是“对城市实施可怖的狂轰滥炸”、“孤苦无助的平民遭刺杀”，但是由于

当时的南京已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电讯机构和设备，南京与外界的一切电讯联系都被日军切断，司迪尔没有也

根本不可能把他写的这篇报道从南京发出去。其他西方记者也是如此。 

  这5名西方记者要将他们亲眼目睹或采访记述的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迅速报道出去，只能前往上海。 

  1937年12月14日，最年轻的德丁驱车离开南京，但是日军当局要封锁南京的一切真相，特别是要掩盖日军

的战争暴行真相，因而下令阻止一切人员，包括西方人士离开南京。德丁的汽车到了南京以东50公里的句容就

被当地日军挡了回来。 

  后经交涉，日本当局出于某种考虑，允许德丁、司迪尔、门肯、史密斯4名西方记者于12月15日乘美国的

“瓦胡号”炮舰离开南京前往上海，这艘炮舰是因到南京来救护被日本战机击沉的美国炮艇“帕奈号”上受伤

官兵而驶抵南京的。 

  上了炮舰后，司迪尔立即以他非凡的社交能力说服了“瓦胡号”上的无线电收发报人员，将他亲眼目睹的

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以《日军杀人盈万》为题，抢先发回《芝加哥每日新闻报》。 

  《芝加哥每日新闻报》在当日第一版，就以显著位置刊登了司迪尔的这篇电讯报道，主题是《日军杀人盈

万》，副题为《目击者叙述刚刚陷落的南京城“四天地狱般”的日子，马路上积尸高达五英尺》。据本书论

证，这是全世界第一篇公开刊出的揭露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 

  司迪尔的报道震惊了全世界，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南京这块饱含血泪的土地上，人们为中国人的苦难

留下同情之泪，对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发出愤怒的抗议之声。 

  美国影响最大的《纽约时报》由于没有及时得到该报记者德丁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消息，只得在12月16



日转载了司迪尔的这篇报道的节略。其实，与司迪尔一起登上“瓦胡号”的其他3名记者也想尽了办法想把稿

子发出去，但却没有成功。德丁也去找了“瓦胡号”上的无线电发报员，可是遭到了拒绝，理由是“违反规

定”。50多年后，德丁重提当年之事时推测：“可能他（司迪尔）塞给他50元钱或其他什么东西……那时我年

轻又是新手，而司迪尔是个行家，他抢先登出新闻。” 

  直到12月17日“瓦胡号”到达上海后，德丁才将他的新闻“专电”拍发给《纽约时报》。该报在第二天，

即1937年12月18日刊登了这篇报道，题为《所有俘虏均遭屠杀》，由于《纽约时报》影响远比《芝加哥每日新

闻报》要大得多，而且德丁在报道中第一次使用了触目惊心的“南京大规模的暴行”一词，因此，这篇关于日

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引起了世界舆论更强烈，更巨大的震动与反响。 

《西方新闻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一书指出：“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司迪尔抢先一步，德丁晚了

3天，但是中国报刊对此的报道比司迪尔的迟了7天，直到当年12月22日才登出。因此西方记者关于南京大屠杀

的率先报道，迅速为世界各地报纸转载，引起了国际舆论的震动与强烈谴责，也使中国广大人民与中国政府了

解了南京沦陷后的真实情况，激起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恨，增强了奋勇杀敌、抗战到底的决心。这是美、

英记者对蒙受苦难的中国人民的有力声援，也是他们对世界新闻史所作的重大贡献，意义重大。” 

（三）德、意新闻传媒封锁南京大屠杀的信息，向世界透露一个不祥的信息 

《西方新闻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一书揭示，日本当局曾千方百计收买、威胁、刁难甚至迫害美、英

记者。但有着悠久的新闻自由与正义原则传统的美、英新闻界，绝大多数人士是日方当局收买不了的，也是威

胁、迫害搞不垮的。反而，他们凭着丰富的经验与敏锐的职业眼光，越来越识破日本当局的用心，严正而又巧

妙地报道南京大屠杀真相，走向历史的真实。 

《西方新闻传媒视野中的南京大屠杀》一书指出，美、英记者开始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基本上多是

他们个人的目击报道，是他们对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的日军暴行事件的记录，十分真实，十分鲜活，但也必然

受到个人视野的局限。他们只能看到某一局部地区的情况，不可能对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全貌有所了解，更不能

对日军屠杀中国战俘与平民的具体数目有较完整与正确的统计，出现一些差错是难免的。后来，美、英新闻传

媒继续对南京大屠杀追踪报道，但由于日本当局更加严密的封锁，存在许多困难。这是很大的遗憾与缺陷，当

然这不能归咎于这些美英记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