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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 “九一八” 事

变爆发 93 周年。 这一天，

在事变爆发地沈阳， 全城拉响防空

警报，以示铭记。

铭记， 为了苦难历史。 震惊中外的 “九一

八” 事变开始了日本帝国主义长达 14 年的侵华

战争，也掀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国难降

临，生灵涂炭，中华民族遭遇了近代以来最深重

的民族危机， 中国进入了至暗时刻。 在沈阳

“九·一八” 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上，一口大

钟上铸有四个大字：勿忘国耻。这座钟在 9 月 18

日发出巨响，以警世人。

铭记，为了不屈抗争。 “起来，不愿做奴隶

的人们！ ” 诞生于滚滚烽烟中的《义勇军进行

曲》， 创作灵感就源于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抗

日义勇军吹响的号角。 从松花江到长江，“四万

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在中华民族危

亡时刻，中国人民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用

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抵御外侮的伟大篇章。

铭记，为了更坚定地出发。 警钟长鸣，是为

了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和智慧，走好脚下的路和

未来的路。 今日之中国，早已不是 93 年前的中

国。 彼时的中国，战乱频仍，一盘散沙，积贫积

弱。 今天的中国，阔步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大路上，光明在前。 90 多年来的历程证明，

从救国到强国，中国走对了路，走出了一条自

己的道路；迈向新征程，我们要锚定目标，集中

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以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

勇气与坚韧，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继续向前进。

今天的我们无比自信地走近世界舞台中

央，以冷静持重的心态看待历史，以开放包容的

心态面向未来。 历史的悲剧绝不能重演，让和平

的阳光照亮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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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爆发 93 周年之际， 为联合开展日

本细菌战研究，日本学者、黑龙江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

松野诚也向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披露一份 731 部

队新档案，名为《陆军高等文官名簿 陆军书记官 陆军技师》。

这份档案是松野诚也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的。 它是由日本陆军复

员课在 1945 年编制完成，共 267 页，详细记载了从 1944 年 2 月至 1945 年 8 月

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技师” 基本资料，总计 100 人。 其中，包括 731 部队 57 名，100

部队 16 人，1644 部队 11 名，9420 部队 9 名，1855 部队 7 名，对其上任时间、晋升履历、

出身大学、取得成绩等有明确记载。

松野诚也说，“技师” 是指从事专门技术职业者，是享受高等官待遇的技术官员和核

心研究力量，被编入陆军军属序列，多担任各研究部门负责人，主要从事各种细菌实验和医

学研究。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金士成介绍， 初步研究发现，731 部队对技

师从事人体实验具有一套严格的评价和考核制度。 在这些技师的表格上，标有“优秀”“良

好” 等红色字样。“冻伤班班长吉村寿人拥有 4 个‘优秀’ 、1 个‘良好’ ，可见他从事的冻伤

实验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 他说。

金士成说， 此前公布的 731 部队留守名簿记载了 50 名技师， 这份档案又发现了 7 名

731 部队技师。将两份资料进行比较研究，可以更加清晰地呈现 731 部队的总体形制与人

员构成。

“在日本细菌战 6 大细菌部队中，南京 1644 部队和广州 8604 部队的留守名簿

尚未被发现。 ” 松野诚也说，此次公布的档案记载了 1644 部队技师的情况，有利

于增进对其人员构成的认知。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馆长金成民说， 此次公布的档

案是深化日本细菌部队体系研究的重要证据，对于全面揭示日本

细菌战罪行具有重要意义。这也是中日联合揭露日本细菌

战罪行的一次尝试， 未来可以团结更多和平力

量，共同揭露日本细菌战暴行，铭记

历史，捍卫和平。

铭记是为了更坚定地出发

9月 18 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代表排队献花。 9月 18 日，人们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9月 18 日，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人们向遇难同胞默哀。

9 月 18 日， 社会各

界代表在侵华日军南京

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撞响和平大钟， 以此铭

记历史、祈愿和平。

9 月 17 日，人们前往侵华日

军第七三一部队本部主楼旧址参

观（无人机照片）。

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

新闻中心，日本学者、黑龙江外国语学院特

聘教授松野诚也（右）与哈尔滨市侵华日

军细菌与毒气战史研究会副秘书长金士成

指认《陆军高等文官名簿 陆军书记官 陆

军技师》影印件资料（9月 17日摄）。

9月 17 日拍摄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无人机照片）。

9 月 18 日上午，“勿忘九一八” 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九·一

八” 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举行。 图为撞钟鸣警仪式现场。

9月 18 日拍摄的“勿忘九一八” 撞钟鸣警仪式现场。

9月 18 日拍摄的“勿忘九一八” 撞钟鸣警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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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

陈列馆新闻中心，日本学者、黑龙江

外国语学 院 特聘 教授 松野 诚 也

（左） 与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细菌与

毒气战史研究会副秘书长金士成展

示《陆军高等文官名簿 陆军书记官

陆军技师》影印件（9 月 17 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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