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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那是纳粹精神的宣扬，而且认为日本队的好成绩是替东亚黄种人扬眉吐气。①生活上：由于底层民众

多以较少的不动产为生，乡村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城镇也以本地小本经营或从事公务员工作为生，

加上父母年迈必须奉养，根本无力长途迁移；多数民众缺少清晰的民族—国家意识，并未把“誓死不做

亡国奴”的舆论宣传视为人生底线，也没有真正清晰地认同国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和中共抗战的意义。

贫困民众衡量生活的前提，就是如何得到一个温饱、平和的生活。

从民族—国家立场去考察沦陷区民众生存状态时，我们发现其实生活的逻辑极其强大，人性是难

以征服和改造的。即使在最黑暗、最贫穷的日子里，人性的追求、利益的纠缠、两性的相悦、市井的娱

乐、青春的荷尔蒙，也会时时上演，也会如常表达。或许，民族主义的追求与生活逻辑和生存之道的选

择，有时融合一体，有时双轨并行。我们需要从更多视角切入，深切体会强权重压下人性的扭曲、道德

的沦丧和人性的反应，或许只有如此，我们才能走在正确整理那场残酷战争的历史遗产的道路上，才能

深刻透析国家与民众的关系、人性的无所不在和需要理性对待的复杂性。

回到历史场景下的思考才有意义。

［江 沛：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邮编：300355］

第三方压力下的殖民

——日军在南京建立殖民统治面临的外国因素及其影响

张 生

1939年 10月 1日，毛泽东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当时即简称

“日本在沦陷区”）作序，指出：日军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可能性已经不大，今后当转往政治进攻和经济进

攻，“所谓政治进攻，就是分裂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制造国共摩擦，引诱中国投降”。“所谓经济进攻，就

是经营中国沦陷区，发展沦陷区的工商业，并用以破坏中国的抗战经济”。“敌人为了确保占领地，为了

灭亡全中国，它就用经营沦陷区来准备条件。”因此，他号召大家“研究沦陷区”②。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讨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时，引用了南京难民区国际委员会（今作“南

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当局控诉的 12个案例。文中提到，美国裴博士（按：Minner Searl Bates，
今作贝德士，因贝德士在当时报刊中常作裴志或裴滋，故曰裴博士）1938年 12月曾做“南京之强奸”的

报告，后又报告了日军在南京有组织的贩毒活动，日军特务部、伪维新政府、“独立”之日韩贩毒者、日本

商店均与贩毒有关，而“属日军特务部所驱策者，最具势力”③。这一记载，在南京大屠杀认知史上具有

① 董毅：《北平日记》，第1466页。

② 毛泽东：《研究沦陷区》（1939年 10月 1日），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时事问题丛书之二，解放

社1939年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重印出版，第1页。

③ 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时事问题丛书之二，解放社1939年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重

印出版，第275—2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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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地位。日本右翼分子曾断言，如果有南京大屠杀，中共方面和国民政府应有记载。松井石根生前

的秘书田中正明在上世纪 90年代还说：“当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杂志、报纸和报告里都详细地讲述

了战况和被害情况。但是，无论怎么找上面都没有写存在南京大屠杀一事。”①东中野修道不厌其烦地

一一列举国共两方的报刊和领导层著述，说当时国共两党无人提及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纯属编

造。②事实证明，他们拿无知当证据。当然，这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的上述记载，实际上提示了一个重大历史情节——日军进攻占领南

京、进行大屠杀、建立殖民统治秩序的过程中，其实一直有美英法等第三方力量的观察和介入，这极大

地影响了日本在南京的殖民统治策略和模式。

第三方力量的存在和运用，其背后是“条约体系”。笔者所称之条约体系，既包括近代以来《南京条

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构建的涉及领事裁判权、最惠国待遇、门户开放、通商口岸和租界、内河航

运、海关和协定关税、传教和办学、路矿投资等诸项权利的外国在华利益体系，也包括“九国公约”等民

国建立以后签订的涉及中国的国际条约。条约体系赋予列强在华地位及其“合法性”，它是近代以来中

国主权沦丧的产物，但在日本企图独占中国的特定历史时刻，也形成对日本的掣肘。

本来，按照松井石根的的计划，占领南京，即要推翻国民政府，扶植傀儡政权，复制日军在伪满洲国

等地业已施行的殖民统治模式。他受命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时即表示，“我军应该以迅速进攻南京

为目的，向中支那派遣必要兵力（约五个师团），必须一举推翻南京政府”。他认为：“日本的核心任务就

是要推翻南京政府。”12月 5日，松井向日军参谋次长多田骏说明了内心的隐秘：“方面军在攻占南京

后，首先要将西山派、政学派和段字派以及支那的亲日派联合在一起，再将江苏、浙江和安徽合并在一

起成立一个独立政府。接着逐步与北支那政权进行联系。”③但从占领南京前后的局势发展看，第三方

的存在，使得日军建立殖民统治的计划受到制约，不断出现变数。

第一，日军制造的损及第三方的行动不断升级，使得日本面对巨大的国际压力。

1937年 8月 26日下午，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在沿京沪公路去往上海的途中，遭到日军飞机的扫射，

身受重伤。9月 21日，经多次狡辩，日本政府向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递交最终调查报告，承认系日军所

为，但提出误以为是中国方面车辆。松井石根对此反复强调未必能确定是日军所为，但“就算是我军开

枪射击的，不发出警告而穿越正在进行战斗的战场的内外人员，挨了战斗之杖，也是在所难免的”。他

认为日本政府、外交部门急于与英方和解是“过于慌张了”④。松井认为英国不足为惧，所以在与英国舰

队司令会晤后，他在日记中自得地记述到：“他以一副可怜的样子仰视着我，令人忍不住想笑。”不仅英

国看来如此，松井说，英、美、法、意等“各国武官的态度都很谦逊，对日本军以及我本人都表示了深深的

敬虔之情。看上去他们倒更像是惧怕皇军威力。”⑤

松井的骄狂，显然传染了他的部下。1937年 12月 12日下午，日本海军航空兵甚至将美国炮舰“帕

奈”号炸沉于南京附近江面。美方认为，“帕奈”号当时正在根据“合法”命令在长江上行驶，遭到了日方

① ［日］田中正明：《虚构的“南京大屠杀”》，［日］历史研究委员会：《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东英译，新华出版社 1997年版，第 362
页。

② ［日］东中野修道：《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严欣群译，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253页。

③ 《松井石根阵中日记》1937年 8月 16日、10月 23日、12月 5日，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8册，王卫星编：《日军官兵

日记》，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07、145页。

④ 《松井石根阵中日记》1937年8月30日，王卫星编：《日军官兵日记》，第39页。

⑤ 《松井石根阵中日记》1937年11月10日，王卫星编：《日军官兵日记》，第1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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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无前例和意料之外的暴力攻击”①，提出严厉交涉。日本政府被迫承认这是严重的错误。②海军和陆

军向美方做了详细解释，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给美国驻日大使格鲁的照会中，答应道歉和赔偿，海军少

将三并被召回，另有 11名海军军官被处罚。为了防止发生类似事情，广田弘毅表示：“已经向陆军、海

军和外交当局发出严格命令，鉴于目前不幸的事件，要更加注意过去三令五申的防止侵害，或是不当干

涉美国和其他第三国的权益的指令。日本政府正在仔细研究一切可能使上述目标得以实现的有效方

式；与此同时，他们已经采取了措施，与在中国的美国当局进行更多的联系，以确认美国利益和公民的

所在位置，并改进将情报迅速、有效地传递到现地当局的方法。”“日本政府真诚地希望确保美国和其他

第三国的权益。”③

占领南京以后，日军兽性机器全速开动，在给中国军民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的同时，也给第三国

造成巨大损失。美、英、德三国不断向日本提出外交官重返南京的要求，1938年 1月 6日，美国 3名外交

官首先返回；三天后，英、德各 3名外交官返回。坚持在南京的外籍侨民的报告，加上他们实地观察的

结果，使日军南京暴行随即传遍全世界。1938年 1月 21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就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发布

指示：“几乎没有美国人能够反对我们保护美国人免遭一支军队的侵扰，而该军队已经不受其国内的民

事政府的控制。”④1938年 2月 12日，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根据上级指示向南京发出处理当地事务的指

令，指出：日军所作所为使其不能被视为管控得当的军事组织，美国财产遭受的损失和破坏必须得到

“全面、彻底的赔偿”⑤。德国外交部副部长魏茨泽克给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指示也非常明确：“请向

日本政府对南京查明的由于日本部队不尊重德国人房子上的德国国旗和德国财产造成的损失提出抗

议，并要求予以全部赔偿。请借此机会，再次着重指出必须保护德国人在中国的财产，以及给予德国在

南京的代表和帝国公民以行动自由。”⑥

以南京外国权益为中心的交涉，牵动了日本政府和日军高层。曾任职外务省的石射猪太郎战后在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说，当时南京代理总领事福井淳到任后的首封电报就是关于日军暴行的，并立

即送交陆军军务局长。外相广田弘毅看到电报，要他迅即采取措施加以掩盖。后来，福井淳送达了由

南京的第三方人士用英语写成的报告。1938年 1月，本间少将被派往南京传达军方高层意见，大规模

暴行才渐渐停息。石射猪太郎还听广田说过，陆军大臣杉山曾被要求采取重大紧急举措平息南京事

态。⑦这使得松井等人承受了巨大压力，牵扯了其布局殖民统治的节奏和步伐，其日记“痛心疾首”地写

道：“我军士兵中又出现了抢夺驻南京各国使馆汽车和其他物品的事件，军队的愚蠢和粗暴行为令我大

为震惊。皇军的声誉全毁在这类事件中了，真是遗憾至极啊。”⑧实际上，松井 1938年 2月上旬再次到南

京时，已经毫无战胜者的豪迈，“因为自从占领南京城后，部队的种种胡作非为以及其后的地方自治和

政权建立工作进展的不顺利，才使得我今天如此悲哀。”⑨不久，松井因南京大屠杀被替换回国。⑩

① 《美国亚洲舰队司令（亚内尔）致海军部长（斯旺森）》（1937年 12月 23日），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63册，杨夏鸣

编：《美国外交文件》，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49页。

②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Japan（Grew），December 13，1937. FRUS，Volume IV，p. 496.
③ 《美驻日本大使（格鲁）致国务卿》（1937年12月24日），杨夏鸣编：《美国外交文件》，第254—255页。

④ 《罗斯福总统致国务卿》（1938年1月21日），杨夏鸣编：《美国外交文件》，第366页。

⑤ IMTFE EXHIBIT NO. 328，RG238，Entry14，Box137，Location：190/10/21/03. National Archives II of USA，Maryland.
⑥ 《魏茨泽克给德国驻东京大使馆的电报》（1938年 1月 22日），德国政府档案，编号 30，机密件。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

集》第6册，张生编：《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342页。

⑦ IMTFE EXHIBIT No. 3287，Rg238，Entry14（PI⁃180），Box290，Location：190/10/24⁃25/5⁃1，National Achieves II of USA ，Mary⁃
land.

⑧ 《松井石根阵中日记》1937年12月29日，王卫星编：《日军官兵日记》，第156页。

⑨ 《松井石根阵中日记》1938年2月7日，王卫星编：《日军官兵日记》，第176页。

⑩ 《畑俊六日记》（节录）1938年1月29日，王卫星编：《日军官兵日记》，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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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南京大屠杀期间，第三方人士以“安全区”为平台，庇护了数十万中国居民，其人道努力，使得

中国居民产生向心力，日军为建立殖民统治，软硬兼施，进行争夺。

南京沦陷之时，在南京城及近郊区共有 24名外国侨民和 5名战地记者，侨民是德国人约翰H.D.拉
贝、爱德华·施佩林、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R.黑姆佩尔、A.曹迪希和卡尔·京特；奥地利人R.R.哈茨；丹

麦人辛德贝格；俄罗斯人科拉·波德希沃洛夫和齐阿尔；美国人C.S.特里默、R.O.威尔逊、詹姆斯·麦卡

伦、格瑞丝·鲍尔、伊娃·海因兹、M.S.贝德士、查尔斯·H·里格斯、刘易斯·S.C.史迈士、魏特琳、W.P.米尔

士、H.L.索恩、乔治·菲奇、约翰·马吉、E.H.福斯特，其中多为传教士和商务人士。战地记者是美国人弗

兰克·提尔曼·德丁、C.叶兹·麦克丹尼尔、阿瑟·门肯、A.T.斯提尔和英国路透社记者史密斯。侨民们组

织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红十字会南京分会”，运行城中 20多个难民收容所；卡尔·京特和辛

德贝格在城外江南水泥厂组织了难民营；战地记者们的存在，使得南京保卫战、南京大屠杀和第三国人

士的人道努力广为人知。

第三方人士创立“安全区”的初衷，是模仿上海南市难民区，战时为平民提供临时庇护，战争结束将

城市和平地移交给占领军，以便减少平民伤亡。“安全区”当然并不是绝对安全，第三方人士手无寸铁，

并不能直接对抗日军，但他们做了大量的人道工作，有效地减轻了日军的伤害。其工作大致可分为以

下几方面：（1）为最贫苦的难民提供食物、住所和部分药品，庇护人数最多时达 25万之众；（2）现场记录

日军大屠杀暴行，实地调查战争损失；（3）委员会成员不顾个人安危在安全区内外制止日军施暴；（4）以

鼓楼医院为中心，救治遭日军伤害的南京难民；（5）向日军高层和南京日本外交人员抗议日军暴行，并

通过各种公私途径向全世界传播日军暴行的实况，揭露日军遮蔽掩饰南京大屠杀真相的种种举措；（6）
大屠杀后对贫苦难民进行救济，开办各种有利于谋生的培训班，为其提供精神慰藉，等等。①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在日军占领南京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实际上担负了南京的市政管理职能，

自然为急于争夺民众、建立殖民统治的日军所不满。但安全区主要由美德等国民间人士运行，而且站

在正义和人道的高地，日军也颇为忌惮。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分析说：

“帕奈”号事件以来，英美在相互接近。事件刚发生时，美国似乎注意不卷入其中，但由于受到

权势人物的舆论导向而变得强硬起来。美国掌握着今后国际形势的“关键”。因此在正义、人道方

面不要刺激美国舆论，要绝对避免无益的纠纷。②

饭沼守的分析，被事实证明颇有见地。日方评估“帕奈”号事件和南京暴行对美国民众的影响时发

现，“来自在中国的传教士对公众思想所施加的影响”，是美国社会中“反日情绪加剧”的重要因素。③

如何让难民们脱离安全区，以便其掌握？日军一方面扣留了原南京市政府交给安全区的粮食和燃

料，造成其经济和财务困难；一方面以搜查“残败兵”为名，在安全区逮捕大量青壮年加以杀害，消解民

众对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信任；另一方面，以难民维生急需的粮食为饵，诱使难民走出安全区。安全

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记录了日军的“引诱”手段：“许博士（按：指许传音，他在安全区担任住房委员）

现在也是自治委员会顾问，他告诉我说，日本人准备向该委员会赠送 5000袋大米，条件是这些米不能

在安全区内分发。他们要以此促使安全区的市民重返安全区外的住处。”④

但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充满人性关怀的卓越努力，和返家难民被屠杀、强奸、抢劫的悲惨遭遇两相对

① 据《南京安全区档案》整理，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2册，张生等编：《英美文书·安全区文书·自治委员会文书》，

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69—388页。

② 《饭沼守日记》1938年2月1日，王卫星编：《日军官兵日记》，第237—238页。

③ 《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致东京电报》，杨夏鸣编：《美国外交文件》，第509—510页。此电报被美国破译。

④ 拉贝 1938年 1月 8日日记，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3册，［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刘海宁、郑寿康等译，江苏

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3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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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使得南京难民愿意继续留在安全区。对此，日军仍想方设法加以限制。日军南京宣抚班曾报告说：

国际委员会……在皇军入城后继续对难民实行免费医疗、发放粮食及其他各项救助。另一方

面，对皇军在难民区的行动进行监视，并积极进行带有恶意的对外宣传。……国际委员会的上述

行动如果继续下去的话，很明显有百害而无一利，因此，为了抑止其活动，通过自治委员会向其发

出了通告，内容是从今往后由南京自治委员会接替其对难民的各项救助活动。自此，抓住机会抑

制其蠢动，结果国际委员会的活动现在实际上已经基本停止了。①

而松井石根本人同期的日记并不乐观：

目前，南京城内居住的 30万人当中，现已有 10万余人返回原来住所。回来中的大部分人正逐

渐接近我部队人员。还有一半市民由于担心并得到了外国人保护而没有回来，这点十分遗憾，但

情况正在明显好转。只是自治委员会的成员们看上去都是软弱无力的样子。②

1938年 2月 18日，与日军周旋了三个月的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最终决定改名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

会”继续其人道工作③，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1938年 3月 28日，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4月，

伪督办南京市政公署成立。至此，日军在南京建立起“常态化”的殖民统治秩序。

在日军进攻、侵占南京，建立殖民统治的过程中，第三方因素一直是显性的存在。这一存在，打破

了历史的“线性”，比如日方内部矛盾对殖民进程的影响颇为论者忽略，而美国驻华大使约翰逊曾在其

内部通报中说明：来自英国方面的秘密情报显示，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员随部队进入南京后，对

日军公开随意杀人强奸等暴行也极为震惊；由于他们自己无法约束军队，“甚至建议传教士设法在日本

公布事态真相，以便利用公众舆论促使日本政府管制军队”④。从上面石射猪太郎的材料看，他们也确

实这么做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方人士并没有在南京大屠杀基本平息后就塞耳不闻日本在南京殖民统治的

细节。贝德士就记录了日本扶持的“大民会”上演的名为“世界得到和平”的“精彩”剧目：

一个姓黄的家庭有 4个兄弟和 1个漂亮的妹妹（中国）。他们拥有宝贵的土地，但其中的两兄

弟与坏人英吉利（英国）、佛朗西（法国）、美利坚（美国）的团伙同流合污。第三个兄弟更糟糕，与苏

行赤（苏俄，字面意思是装扮成红色的姓苏的人）狼狈为奸。为了摆脱贫困无望的生活，前两个兄

弟密谋把自己的妹妹转让给他们危险的同伙，但是他们发现第三个兄弟早已把她抵押给赤色分子

了。争夺变成了武力抢夺，恰在此时，一个叫华德邻（中国的有道德的邻居）的人前来救助，这是来

自东村的一个心甘情愿来帮助“黄家”的朋友，他很早想追求这个女孩，而且也获得她的芳心。第

四个兄弟此前一直置身事外，最后其他兄弟的恶行让他不得不介入。转向华德邻，部分是由于她

的睿智，部分是由于女孩此前一直被压抑的对华德邻发自内心的感情。⑤

精通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贝德士，甚至看出第四个兄弟其实就是指汪精卫。可以说，第三方力量的

存在，成为日本在南京进行殖民统治挥之不去的“阴影”。

① 《南京宣抚班报告》，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11册，王卫星、雷国山编：《日军军方文件》，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

版社2006年版，第345页。

② 《松井石根日记》1938年2月7日，王卫星编：《日军官兵日记》，第176页。

③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 1938年 2月 18日理事会会议纪要》，载拉贝 1938年 2月 20日日记，［德］约翰·拉贝：《拉贝日记》，第

565页。

④ IMTFE EXHIBIT NO. 328，RG238，Entry14，Box137，Location：190/10/21/03. National Archives II of USA，Maryland.
⑤ 《世界得到和平，四幕剧》，张宪文主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第 70卷，张生编：《耶鲁文献》（上），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传

媒集团2010年版，第656—6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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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在第三方的目击下进行殖民，是日本近代侵略亚洲近邻时面临的明显的外部因素，这和西班牙、英

国、法国早年往往在一块“新”大陆上独自肆意开拓不同，亚洲大陆尤其是东亚盘根错节的欧美利益，构

成了日本近代殖民的“国际背景”，日本几乎每一个侵略行动，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欧美大国发生关系，

产生矛盾，甚至发生战争。羽翼未丰之时，日本往往选择妥协，如甲午战争之后，接受俄罗斯、德国、法

国的“三国干涉还辽”；日俄战争后，接受美国等国的调停，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民国以后，接受《九国

公约》和“华盛顿体系”，可能是日本最后一次谋求在与欧美大国的协调中实现自己的目标。

但殖民主义的本质是谋求利益独占。“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霸占中国的本相日渐暴露，与欧美的利

益冲突色彩不断加深，上述“国际背景”乃演变成为日本开展殖民的掣肘因素。1932年 1月 7日，美国国

务卿史汀生照会中日两国政府，不承认用违反 1928年“非战公约”的手段所造成的任何情势、条约或协

定，坚持美国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史汀生主义是对“九一八事变”的表态，实际上意味着美国不

承认日本侵占中国任何领土的合法性，这是日美近代通商以来的重大国策性变化。此后，虽然间有反

复，日美关系总的方向是不断恶化，并由日美关系而连带造成“抗日”各国如中、英、法、荷与美国关系的

深化，最终演变成东亚几乎所有关系国对日本一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日本苦心孤诣营建的

殖民统治秩序几乎一夕之间土崩瓦解。

［张 生：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教授

邮编：210023］

沦陷区研究中“图像”史料的运用问题

周东华 魏正凯

毛泽东在 1939年 10月 1日《研究沦陷区》一文中指出，加深沦陷区研究，首先必须收集史料，收集

对手方的史料，从史料中弄清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的所作所为所想。①80年过去了，毛泽东关于

沦陷区研究的上述论断仍然高屋建瓴，极具指导价值。沦陷区研究的首要问题依然是史料收集与整理

问题，所不同者，80年前的沦陷区研究，史料以敌我两方面为主，当下的沦陷区研究史料则更为多元、更

加复杂。由于沦陷区问题既涉及日方，又涉及伪方；既涉及中方，又涉及外方；既涉及国统区方，又涉及

根据地方；既涉及社会精英，又涉及普通民众，可以说沦陷区像一锅大杂烩，需要方方面面的史料呈现

才能初步勾勒清晰。而在最近十来年的抗日战争史研究中，图像（包括画册、照片、影像等）越来越引起

专业史学工作者的注意，将之与档案文本同等对待和利用；在公共史学工作者那里，图像也被当作比档

案文本更直观、更真实的证据。有学者称：“影像资料不仅是历史学家从事史学研究的参考，而且也成

① 毛泽东：《研究沦陷区》，1939年 10月 1日，载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2年
版，序言，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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