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系日军军医在
1937~1938年间拍摄

据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王彩法

介绍：据考证，这批照片的拍摄者为

小野正男，小野正男生于日本久留

米市大石町，毕业于九州医专，后担

任日军实习医生。于卢沟桥事变爆

发后被派往华北，后又转在日军上

海派遣军川边部队丸山辉队。这

名军医喜爱摄影，同时有写日记的

习惯。除宿州外，在侵华过程中，

沿途共拍摄了上千张照片。 他拍

摄这批照片的时间集中在 1937 年

11 月至 1938 年 5 月之间，地点是信

阳、蚌埠、徐州、宿县、上海、苏州、

常州、镇江、南京等地，据此推测，

可能他随日军参加了“徐蚌会战”和

“台儿庄战役”，然后参加了“沪淞战

役”，又从上海沿苏锡常打到镇江和

南京。

蚌埠、合肥等地
也出现在同批照片中

“这些照片虽然被拍摄人编号

记录，但也有一些地名描述得不准

确，我们分了两次收集，第二次就

是从‘上面’的徐州和‘下面’的蚌

埠那里‘淘’来了事实是属于宿州

的照片。”

据悉，在小野正男拍摄的这批

照片中，有关镇江的照片最多，大约

有 260 多张，其次是关于南京的照

片，一共有 150 多张。宿州的照片

有 67 张，在所有地市中总量占第三

位。涉及到我省的还有合肥、蚌埠、

六安、亳州等地。

照片辗转多地
终回拍摄地

“小野正男在华期间大概只有

20 多岁，这些用 120 毫米相机拍摄

的照片在战后跟他回到了日本国

内。照片被他非常完好地保存在剪

贴簿内，直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本

人去世。他的后人在上世纪九十年

代整理物品时发现了这批照片，由

于照片的珍贵历史价值，一时引来

各国的相关组织和机构前来求购。”

最后，照片最终被来自台湾地

区的徐宗懋先生收藏。据介绍，徐

宗懋笔名秦风，祖籍福建古田，1958

年生于台湾高雄，是台湾地区知名

的文史学者、收藏家。由于这批照

片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到镇江及江

苏部分地区，所以又被镇江一家文

化企业购得，直至去年才通过种种

渠道辗转到宿州市政协文史委。

被轰炸后的基督教会和钟楼 空袭后的宿城

被轰炸后的中山大街东部大通旅社 被轰炸后的文庙正门大成坊

被轰炸后的北城门附近 被日军占领的宿现火车站

日军轰炸宿州
大量照片首曝光

系日军军医拍摄，见证累累罪行

宿州市政协文史委的文史专家表示，该委此轮当地老照片征集共征集来上万幅，但像日

军侵占宿州等地这么珍贵的照片还是太罕见了。

“这批老照片历经快80年，很珍贵。像这样一次性出现这么多集中反映宿州沦陷时期军

事、城建、交通、商贸等状态的照片，在全国都非常罕见。通过日本人眼中所看到的宿州，对

从另一个角度研究宿州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对于这批可有效补充宿州市文史资料的老照片，

不管从哪个角度考虑，当地都应该将它‘拿’过来珍藏。”

据了解，宿州市政协文史委欲将这些珍贵照片专门汇印成册，公开于世。

□记者 祝亮 文/图

5月19日，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
记者随省政协江淮行采访团在宿州市
获悉，该市政协在征集当地老照片时
发现大量罕见的日军侵华时期照片，
照片为一名日本军医在皖北地区拍摄
的，不少图片反映了宿州等地被日军
轰炸、侵占后的场景。

照片共有67张
见证日军罪行

市场星报、安徽财经网记

者在宿州市政协文史委看到，

这些照片共计 67 张，绝大多

数清晰度很高，而且每张照片

都有编号，有些照片下方还配

有文字说明。

这些黑白照片涉及宿州

沦陷初期城内的市井风貌，

包括一些空袭过后的民房建

筑，以及相对比较完整的宿

县城墙，还有郊区的一些照

片。这批老照片中很少有直

接反映日军暴行的画面，但

是透过大量的残垣断壁、弹

坑、被日军炮火炸毁的民居

以及流离失所的老百姓，仍

可以深深感受到沦陷区肃杀

苦闷的社会气氛以及当年日

军的滔天暴行。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照片

还记录了宿州当时的一些标

志性建筑，包括“县政府”、“木

牌坊”、“中心小学”、“省立农

业职业学校”以及位于宿城大

河南街的由美国人创办的“福

音堂”等。

照片罕见，欲汇集成册公开于世
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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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宿州东门望淮门 日军在近郊强制推销岩盐

爆击省立农业职业学院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翻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