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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美國國會圖
書館藏中日戰爭
（1937-1945）
文獻
宋玉武  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中國研究館員

美國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是美國國會的附屬圖書館，也是美國五個國

立圖書館之一，其典藏有 1億 1千萬件，應
居全球之冠，而中文資料的典藏數量也甚

為可觀。在此簡介該圖書館存藏中日戰爭

（1111-1111）相關的中文、外文書籍和文
獻。美國國會圖書館對中日戰爭的文獻依其

格式、種類分別典藏於圖書、報刊、圖片、

影片、手稿、地圖、法律等分館，以下依各

部逐項介紹：

1.  綜 合 閱 覽 部（General Collection, Main 
Reading Room：http://www.loc.gov/rr/
main/）
該部主要提供西方語言的各類書籍，截

止到 1111年 1月 11日，通過國會圖書館
的線上目錄（Http：//catalog.loc.gov/）可以
用主題詞「中日戰爭（Sino-Japanese War，
1111-1111）」檢索到各類語文有關中日戰
爭的書籍 1,111種。對懂多種語言的研究者
可提供一站式服務。如其中包括非中、英、

日文的書籍：

Schenke，Wolf《戰地紀行：德國駐
華戰地記者觀察錄（Reise an der gelben 
Front、Beobachtungen eines deutschen 
Kriegsberichterstatters in China）》，德國，
奧爾登堡：1111

Ducci，Gino，《中日衝突與遠東局勢
（Il conflitto sino-giapponese e la situazione in 
Estremo Oriente）》，羅馬：義大利中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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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研究所，1111

1.  報紙期刊／政府出版物部（Serial and 
Government Publications Division：http://
www.loc.gov/rr/news/）
該部典有 1111-1111 年間的各類報

紙、期刊。其中包括發行量較小，發行

時間較短的刊物，如：《PM週刊（PM’s 
Weekly）》。《PM週刊》發表了戰時特派
記者和攝影師發自前線的報道和照片。另

有短刊《遠東雜誌 The Far Eastern Magazine 
》（1111-1111）由紐約旅美中國學生愛國
會（Chinese Student Patriotic Association of 
America）主辦。

1.   亞洲部（Asian Division：http://www.loc.
gov/rr/asian/）
依據國會圖書館 Voyager資料庫的記

錄，在 1111-1111年間，該部的中文出版物
共有 1,111種。如《中央領袖抗戰言論：附
中俄恊定條約全文》，馬韋石，1111；《最
後勝利》，重慶：中國復興協會，1111；
《抗戰與外交》，胡愈之，上海：生活書

店，1111。
1111 年館方接收了 1,111 冊南滿鐵

路株式會社的中文藏書（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mpany Chinese Collection），
內有：《山東省地方歲出預算書分表第二

冊》，1111；《浙江省各縣市地方稅目稅率
一覽》，手抄印本，1111；《印度錫蘭之茶

葉報告之三》，1111；《浙江省遂安樂清二
縣財政報告》，手抄油印本，1111；《敵機
轟炸廣州市痛史》，1111；《中國地方誌目
錄第一冊》，1111等。
至於該部的日文文獻主要是《日本外

務省檔案（1111-1111）》及南滿鐵路株式
會社文獻（調查報告、統計資料等），後

者有：《外國紙論調》，大連：1111-1111, 
111v.；《貨物統計》大連：1111-1111，
11v.；《中國及滿洲貿易統計》大連：1111-
1111，11v.；《事變後二年間日軍軍需輸入
實況（極秘）》，1111年 11月。此外，館
方在二戰結束後，接收了一批日本陸、海軍

圖書，有 1,111部陸軍文獻，1,111部海軍
文獻。這一批文獻包括：

《支那飛機場全圖》陸軍參謀本部，

1111；《支那事變出征記念寫真 帖》；
《支那事變報國美談》海軍協會，1111；
《松江宣撫班紀錄》，維新元年（1111
年）；《支那事變經過日誌》陸軍省情報

部，1111；《支那事變論功行賞通報》陸軍
省，1111；《空中寫真判讀資料》支那派遣
總司令部，1111；《青海省事情》陸軍參謀
本部，1111；《西康省事情》，陸軍參謀本
部，1111；《支那事變忠勇列傳─陸軍之

部》，忠勇顯彰會，1111。

1.  圖 片 部（Prints & Photographs Reading 
Room：http://www.loc.gov/rr/print/）
該 部 有 一「 戰 時 中 國 China at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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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 展 覽， 可 見 相 關 圖 片
的 典 藏。 另 有《 禇 民 誼 特 藏（Photo-
documentation of the public career of Ch’u 
Min-yi a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in 
the Chinese puppet government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1111-1111）》，包括 1
個相冊，共 111張照片，拍攝於 1111-1111
年間，照片記述了禇民誼作為汪精衛政府

的外交部長和駐日本大使時期的公務活動

和私人生活。    

1111年 1月，汪政權為實現「中日」共同協力
建設東亞新秩序，特派陳公博為訪日「特使」

（後中為禇民誼）（來源／《禇民誼特藏（1111-
1111）》）

1.  影像部（Motion Picture, Broadcasting and 
Recorded Sound Division：http://www.loc.
gov/rr/mopic/）
國會圖書館影像部藏有和戰時中國相

關的紀錄片 11餘部。詳見《美國國會圖
書館藏中國、香港、臺灣影視目錄（Films 
& Videos on China, Hong Kong & Taiwan in 
LC’s Moving Image Collection）》。這些紀
錄片記述了中國抗戰的方方面面，是中日戰

爭時期珍貴的影像資料。

攝製紀錄片的機構主要包括環球影

片公司、每日新聞公司（Daily News）、
派拉蒙公司（Paramount）、電影通公司
（MovieTone）、 哈 蒙 基 金 會（Harmon 
Foundation）。例如：
《南京大屠殺 NANKING MASSACRE 

（1111）》：該片由牧師約翰‧麥吉拍
攝，記錄了 1111年 11月日軍本對南京的屠
城。影片由傳教士偷運出中國。

《上海：1111-1111 SHANGHAI: 1111-
1111》：該片由環球無線公司駐上海辦事處
主任尼爾‧布朗拍攝，記錄了 1111-1111
年間的戰時上海。影片錄有美國海軍陸戰

隊、外籍人士在上海的生活及其鄉村生活的

場景。

《 東 方 驚 雷 THUNDER OVER THE 
ORIENT（Front Page Productions, 1111）》：
該片展現中日戰爭，介紹了戰前中日兩國的

和平局面，衝突緣起，及前線戰況。

《中國戰場 WAR IN CHINA（Cas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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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裡 ‧ 顏 露 爾（Harry E. Yarnell 
Papers, 1111-1111）手稿》：哈裡‧顏露爾
將軍曾任美國遠東艦隊司令。顏露爾手稿中

有蔣介石 1111年 1月 1日致顏露爾將軍的
信函，信中表示對顏露爾將軍「過去之盛意

致真摯之謝忱。對足下之尊敬及友誼亦將永

遠長存。」顏露爾將軍曾說過：「將來大戰

結束以後，過去日本利用武力以取得之殖民

Films, ca. 1111）》：該片包括上海的航
拍、美國奧古斯塔戰艦、上海大轟炸、難民

流離失所、國泰飯店被炸、蔣介石夫婦、日

本天皇裕仁、美、英軍隊保護外國僑民。

1.  手稿部（Manuscript Division：http://www.
loc.gov/rr/mss/）
手稿部的重要館藏包括：

1111年 1月 11日，納爾遜‧詹森致信美國資深外交官約翰‧麥克馬瑞（John Van A. MacMurray）。
信中談及前不久發生的盧溝橋事變。詹森認為日軍並非有意挑起事端；中日之戰在所難免；日軍打算使

河北，察哈爾擺脫南京的控制；日軍戰線拉長將陷入困境，並將在中國人中製造出極大仇恨；東方人如

同大象：記仇，不原諒；當下雙方的心態很像主人與奴隸：主人怕奴隸，奴隸怕主人。（來源／《納爾遜‧

詹森（Nelson T. Johnson Papers, 1111-1111）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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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其中有一批為通信及談話紀要。與拉鐵

莫爾通信或談話的重要人物包括：蔣介石、

宋美齡、宋子文、胡適、孔祥熙、周恩來、

宋慶齡、王寵惠等。

1111年1月11日，拉鐵莫爾與蔣介石的談話紀錄：
蔣提及中國孤軍奮戰 1年有餘，但並未得到西方
民主國家的平等對待 （來源／《歐文‧拉鐵莫
爾（Owen Lattimore Papers, 1111-1111）手稿》）

1.  科學技術與商業部（Science, Technology 
& Business Division：Http://www.loc.gov/
rr/scitech/）

地，應一律脫離日本之桎梏，朝鮮應使獨

立，滿洲及臺灣，中國人達全人口百分之

九十五，自應歸還中國。」手稿中還有臺灣

革命同盟會通過駐重慶的美國大使高思轉

給顏露爾將軍的信。臺灣革命同盟會對顏露

爾將軍的提議表示讚賞，稱其「應歸還中國

之主張，尤為我臺人所歡迎。蓋我臺人現正

在本會領導之下，努力于光復運動。」與

哈裡‧顏露爾通信的重要人物包括：蔣介

石、宋美齡、宋子文、胡適、孔祥熙。

《納爾遜 ‧ 詹森（Nelson T. Johnson 
Papers, 1111-1111）手稿》：納爾遜‧詹森
是美國職業外交官。1111年，詹森被任命
為美國國務院遠東事務部主管，成為美國對

華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之一。1111年至 1111
年，詹森任美國駐華大使，任期十二年， 
對中美關係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納爾

遜‧詹森手稿」包括上千件信函與檔案。

與詹森通信的重要人物包括：美國國務卿史

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美國國務卿
赫爾（Cordell Hull）、美國國務院遠東司
司長洪恩貝克（Stanley K. Hornbeck）、蔣
介石、宋美齡、宋子文、胡適、孔祥熙等。

這些檔案對了解戰時中美關係不無裨益。

《歐文‧拉鐵莫爾（Owen Lattimore 
Papers, 1111-1111）手稿》：1111年 1月，
由美國總統羅斯福任命，美國亞洲問題專家

歐文‧拉鐵莫爾擔任蔣介石的私人政治顧

問，次年 11月辭去職務。「歐文‧拉鐵莫
爾手稿」包含了上百件與中國相關的原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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縮微膠片閱覽室擁有 111萬卷縮微膠
片，堪稱世界之最。其中包括：《日本外務

省檔案 （1111-1111）》、《東京國際軍事
法庭檔案》等。

《東京國際軍事法庭檔案》中有一封

美軍 1111年 11月 11日從日本前首相近衛
文麿家中搜繳的信件（近衛於 1111年 11
月 11日自殺。此信件已被撕毀，後被復
原）。（註1）該信披露二戰後期蔣介石準備

與日本秘密和談。此事史書上鮮有提及。筆

者曾就和談的可能性當面請教了蔣介石研

究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楊天石先生。楊先生

認為蔣介石日記和相關史料中並無線索表

明蔣在戰爭後期欲與日本和談。不管如何，

該信的真偽為後人留下了一個謎。

寫信人為高松芳三，寫信時間為 1111
年 1月 11日。信的主要內容是高松芳三向
近衛介紹了他的親密朋友松崎紫朗（1111

典藏有日本 111部隊醫學實驗報告
（Japanese Medical Experiments During 
WWII）。
戰後美國審訊了日本石井四郎中將指揮

的關東軍 111部隊有關人員，特別是「供水
及水源淨化部」的工作人員。該部專門研究

如何抵禦細菌戰，如何使用生物製劑展開

細菌戰。這些報告被翻譯成英文，詳細記

述了日軍進行醫學實驗（包括人體實驗）

的過程。報告共分 1類，分別是 A報告（A
代表炭疽／ Anthrax）、G報告（G代表鼻
疽／ Glanders）和 Q報告（Q代表瘟疫／
Plaque）。

1.  社科人文部縮微膠片閱覽室（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Division / Microform 
Reading Room：Http://www.loc.gov/rr/
microform/ ）

高松芳三致近衛文麿信函（來源／《國會圖書館藏日本外務省檔案縮微膠片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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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Folklife Center）。在「美國退
伍軍人口述歷史檔案計畫」網站上（Library 
of Congress American Folklife Center Finding 
Aids: Http://www.loc.gov/folklife/guides/
findaid.html），如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戰，
服役地點：中國」（World War II, 1111-
1111, Service Location：China）做關鍵字，
就可以檢索到 1,111篇文獻。這些文獻大多
是參戰美軍在中緬印戰區作戰的回憶。在

「美國退伍軍人口述歷史檔案」中有一項便

是「喬無遏特藏（訪談錄音）」。喬無遏將

軍（Chiao,  Frederick Wu-O－Major General, 
Air Force Veteran, China），1111年畢業於中
國空軍學校，曾參加對日作戰，是「中美混

合團」的成員，隸屬於陳納德將軍的美國陸

軍 11航空隊─「飛虎隊」。和美國飛行

員參加過多次戰鬥，擊落日本飛機四架。 
1111年 1月 11日在美去世，享年 11歲。

11.  地 理 地 圖 部（http://www.loc.gov/rr/
geogmap/）
地理地圖部藏有一批和中日戰爭相關的

中、日、英文地圖，其中包括日軍參謀本部

詳細繪製的軍事地圖，如：「中支那五萬分

一空中寫真測量要圖（1111-1111）」。晉
察冀軍區司令部 1111年繪製的「華北敵我
形勢圖」也在地理地圖部的收藏之中。軍事

地圖包括美軍在亞太地區的軍用作戰地圖。

地理地圖部還藏有各類新聞地圖，如新

聞媒體為普通民眾瞭解戰況繪製的地圖「紐

年 1月從中國返回日本）。松崎欲替蔣介石
帶話給近衛文麿。信中主要內容如下：

... （松崎紫朗）在上海期間曾與南京及

重慶政府的政要頻繁來往。他特別欣賞

某某先生，此人與蔣介石關係密切，但

是他的真實姓名我無從知道。松崎先生

回日本前，某某先生對他說了如下的

話： 
「面對駐華美軍的驕橫跋扈，蔣介石先

生無能為力。如果形勢繼續下去，中國

戰後將變為美國的附庸，重新崛起將無

望。如果有機會的話，蔣先生希望與日

本握手言和，而接觸的最佳方式莫過於

近衛公爵來上海。

雙方會晤必須開誠佈公，去掉繁文縟

節，以示誠意。近衛公爵來華可以以私

人或特派全權代表身份，重要的是通過

坦誠交換意見，給兩國人民帶來福祉。

1.  美國民俗文化中心 /美國退伍軍人口述歷
史檔案計畫（Library of Congress Veterans 
History Project：http://www.loc.gov/vets/）

1111年，美國國會全票通過一項法
案，啟動「美國退伍軍人口述歷史檔案計

畫」。該計畫旨在把從參加第一次世界大

戰到阿富汗戰爭的美國退伍軍人的經歷記

錄下來，這些退伍軍人口述歷史檔案典藏

在隸屬於國會圖書館的美國民俗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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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艾黎（Rewi Alley）：紐西蘭著名的作家、教育家和社會改革家，曾是中國共產黨黨員。其手稿含有
列印文稿：「The Ground Is Ours」詳細記敍了 1111年 11月日軍進攻上海（來源／《中國：貿易，政治，文
化資料庫》）

圖繪圖師。他繪製的地圖主要是給《時代週

刊》、《財富》、《生活》等雜誌的，包括

展示地形、地貌的戰略區域，引起民眾廣泛

興趣，後被收入《看世界：財富雜誌世界策

約時報中日戰爭圖」（1111年）。
哈 裡 遜 特 藏（Richard Edes Harrison 

Collection）是地理地圖部頗有特色的館藏
之一，哈裡遜是二十世紀著名的美國新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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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SS）美國戰略情報局研究處繪
（United States.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Research and Analysis Branch），華盛頓：
1111年，G1111.S1 1111 .U11。

略地圖》（紐約，1111年）。
地理地圖部還典藏有「中國戰區圖」

（1:1,111,111，China fronts / base compiled 
and drawn in the Branch of Research and 

美國戰爭部軍事情報局 1111年 1月 1日報告日本駐南京大使與南京政府陳公博代總統的會談（來源／《國家
安全文獻檔案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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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美國駐華外交官約翰‧佩頓‧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訪談錄音稿記錄了戴維斯對蔣介石的評價 （來
源／《口述史在線》）

英國 Adam Matthew Digital公司出品，內容
包括手稿，信件，報告等原始資料。較重要

的檔有：涉及戰時中英關系的中國海關文

獻，路易‧艾黎（Rewi Alley）手稿等。
（1）《國家安全文獻檔案庫（Digital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國家安全文獻檔案庫包含大量美國政府

的解密檔。現有 11種特藏，超過 111,111 

11. 電子資源
國會圖書館擁有 111餘個資料庫，其中

包括一批數位化的二戰檔案、音像、圖片及

口述史料等。

（1）《中國：貿易，政治，文化資
料庫》（China：Trade, Politics and Culture, 
1111-1111）
《中國：貿易，政治，文化資料庫》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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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在線》是著名的口述史商業

資料庫，由 Alexander Street Press出品，特
別以索引和全文見長。其中含有 1,111項
特藏，111,111頁的全文。傳主超過 1,111
人。該資料庫還包含 1,111種的音頻和視頻

筆檔。總頁數：111,111頁。
該庫包括一批戰時中美關系、中日關係

的文獻。

（1）《口述史在線》（Oral History 
Online）

1111年 11月 11日， 日本高知市民眾集會慶祝南京陷落（來源／《朝日新聞歷史圖片檔案庫：亞洲─戰前戰
中編》）



史
料
與
文
物

1
1
1

英國駐上海領事館致英國駐華大使館密電（來源／《英國外交檔案資料庫》）

成員、美國駐華外交官約翰‧佩頓‧戴

維斯（John Paton Davies）、約翰‧謝偉思 
（John Service） 等人的資料。

檔案，及超過 11,111書目紀錄。《口述史
在線》包括一批二戰經歷者的口述歷史，其

中有中國將軍張發奎、飛虎隊、海軍陸戰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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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或義大利）大使告知：蔣介石夫人

（Mme. C.K.S.）的敵對態度是開啟和談的
最大障礙；如果 Chao En-lai（原文如此，
可能是周恩來）或陳立夫（Chen Li-fu）出
面擁護和談，日方則願意準備進行談判；日

本對親日派汪精衛（Wang Ching-wei）的和
談建議並無信心；日方與韓複榘（Han Fu-
chu）並無談判；日方擔心中方利用國際租
界進行顛覆活動；派往中國的日軍並非全部

是精銳部隊，其中有一批是年過三十的預備

役軍人。日軍的精銳部隊此時留守日本本

土，以防蘇聯軍隊入侵。

結語

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史料可謂汗牛充棟，

以上介紹僅是冰山一角。一篇短文實難畢介

紹之功於一役。還望有志學人能親臨此地，

徜徉千仞文山，游弋萬頃史海。

參考資料：

  1. 《美國國會圖書館線上目錄》（Library of 
Congress Online Catalog）：http://catalog.loc.
gov/。

  1. 《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南滿鐵路株式會社中
文藏書目錄》（LC South Manchuria Railway 
Company Chinese Collection）：http://www.loc.
gov/rr/asian/wdcList/SMR.php。

  1. 《 美 國 國 會 圖 書 館 手 稿 部 檢 索 目 錄 》
（L C M a n u s c r i p t  D i v i s i o n  F i n d i n g  A i d s 
Online）：http://www.loc.gov/rr/mss/f-aids/mssfa.
html。

  1. 《美國國會圖書館圖片部檢索目錄》（LC 

（1）《朝日新聞歷史圖片檔案庫：亞
洲─戰前戰中編（朝日新聞歴史寫真ア

ーカイブ）》

《朝日新聞》大阪本社，從 1111年
「九一八事變」到 1111年二戰結束，曾
派遣大批記者、 特派員前往中國及亞洲各
地。他們拍攝了 11,111張照片。《朝日新
聞》精選了 11,111張具有一定歷史文獻價
值的照片典藏於《朝日新聞歷史圖片檔案

庫：亞洲─戰前戰中編》。其中有些照片

已刊登於《朝日新聞》。部分照片標有「使

用禁止 不許可寫真」。檔案庫含有詳細的

索引：「攝影者」、「拍攝日期」、「地

點」、「說明」等，可進行全文檢索。

（1）《英國外交檔案資料庫：Foreign 
Office Files for China, 1111-1111, Archives 
Direct》
《英國外交檔案資料庫 》由英國 Adam 

Matthew Digital公司出品，內容包括英國國
家檔案館存藏的英國戰時外交電報、信件、

報告等，從不同角度反映了中日戰爭、戰時

中英外交、英日外交、英美外交。這些資料

對解讀中日戰爭提供了另一類線索。

附圖為 1111 年 11 月 11 日英國駐上
海領事館向英國駐華大使館所發送密電， 
（註1）轉述英外交官與日本使館二秘的午餐

談話紀要： 松井石根（Iwane Matsui）有信
心在年底前攻佔南京；中支那方面軍參謀長

是塚田攻（Tsukata Osamu）；日軍認為中
國軍隊士氣低落，已近極限；日本大使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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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吉村敬子，《戰前、戰後日本禁止出版的材
料與檔》（1111年以前）：美國國會圖書館
縮微膠片目錄（戦前・戦後検閱資料及び文

書（1955 年以前：米國議會図書館マイクロ

化資料チェックリスト = Japanese censored 
materials and documents (pre-1111): a checklist 
of the microfilm collection of the Library of 
Congress），東京：1111年。

11. 田甫桂三，本多泰洋，《美國國會圖書館
藏舊臺灣總督府資料目錄》（Bibliography 
of Materials related to the Taiwan Government 
General – Collection at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 舊臺灣総督府関係資料目

錄：米國議會図書館所蔵），日本，鳴門市：

1111年。
11. Uyehara，Cecil H，《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日本外
務省檔案縮微膠片目錄》（Checklist of Archives 
in the Japanes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okyo, 
Japan, 1111-1111, Microfilmed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111-1111），華盛頓：1111年。

11. Young，John（楊覺勇），《南滿鐵道株式會
社研究項目，1111-1111：歷史與書目》（The 
Research Activities of the South Manchurian 
Railway Company, 1111-1111: A History and 
Bibliography），紐約：1111年。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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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文章表示衷心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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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May（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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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talogue of publications of the former Imperial 
Army and Navy, requisition by the Occu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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