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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静雅 石承
承）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
创未来，由中国地市报研究会指
导，镇江报业传媒集团主办，宁波
晚报联合全国地市媒体共同发起

的“寻访抗战印迹·传承复兴力量”
新闻行动日前全面进入全国寻访
阶段。本次寻访覆盖23个省（自治
区、直辖市），约80座城市。

此次行动将以历史寻访为根
基，坚持用当代视角解读历史经
纬，深度链接民族复兴伟大进程。

行动将系统挖掘档案馆、纪念馆及
民间机构珍藏的日军侵华罪证，通
过原始文件、影像资料和实物遗存
还原历史真相，为国家留存更鲜活
的抗战记忆；实地探访抗战遗迹与
战场遗址，全方位还原从战略部署
到战壕细节的历史场景；聚焦将
领、士兵、地下工作者及支前民众
的个体故事，将文献中抽象的记载
转化为有温度、有细节的集体记
忆。通过打捞尘封的历史细节、衔
接现实发展议题，讲述边区村落抗
战往事与乡村振兴的传承脉络、战
时土作坊向现代产业园的转型历
程等鲜活案例，构建历史与现实的
深度“对话”。以历史智慧启迪当

下实践，向世界传递中国人民铭记
历史、珍爱和平的坚定信念。

八十载岁月流转，抗战淬炼的
民族精神必将在新时代焕发更璀
璨的光芒，照亮民族复兴的壮阔征
程。此次行动是向全国人民宣传
抗战历史、见证抗战遗迹、展现时
代传承、激发爱国热情的重大活
动。各地媒体将以此为契机，坚
持守正创新，精心策划采写，创作
新闻精品，组织引导新闻工作者努
力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
讲好抗战故事，讲好中国人民英勇
奋斗故事，共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
周年。

寻访抗战印迹 传承复兴力量
全国地市媒体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新闻行动正式启动

“里斯本丸”另有其名
尘封档案首次披露

“杜立特”行动6号机飞行员手书的求救信。
象山县档案馆提供

《美派遣军总司令部函请申谢协助美空军官
兵出力人员名单》。 宁波市档案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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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报正文只有76个字，

但字字惊雷：这段记载为何

与震惊世界的“里斯本丸”沉

没如此相似？“天津丸”是否

就是“里斯本丸”？两者之间

究竟存在何种隐秘关联？

这封电报是当时的浙江省
政府发给定海、象山县县长苏
本善的。电报正文之前有两行
文字，清楚交代了电报的来龙
去脉——

第一行为电报来源，显示
该电报是在“（民国）31年10月
25 日 10:00”，从“云和”发出
的。民国31年即1942年，云和
是当时浙江省省政府驻地。

第二行中提到该电报于
“10月26日7时送出于涨坑”。
涨坑是宁海的一个村，今属宁
海大佳何镇。

1942年3月，象山沦陷，党
政军各机构迁驻象山西乡及相
邻的宁海村落分散办公。其
中，县长官邸迁驻官山村（今属
象山西周镇），定象保安总队的
无线电台设于涨坑，两地相距
约18公里。

电报中还提到两个时间，
一个是正文开头的“酉篠”，一
个是正文末尾的“酉养”，交代
了这封电报的来龙去脉。

据象山县档案馆编研宣传
科工作人员陈恩光解读分析，
这两个是日期代码，分别表示
10月17日和10月22日。

由此推断，苏本善曾在10
月17日中午向浙江省政府发送
过一份关于三名英俘护送经过
的电报。

而馆藏的这封电报是浙江
省政府对苏本善来电的回复，
10月 22日应该是起草电文的
时间。

电报往来的时间以及电报
里提到的“击沉敌舰”一事，以
及“JOHSTONE”这个名字，
让陈恩光不由联想到震惊世界
的“里斯本丸”沉没——

1942年9月27日，日军“里
斯本丸”货轮押运1800余名英
军战俘自香港前往日本。10月
1日，途经定海县东极乡青滨岛
附近海域遭美军潜艇发射的鱼
雷击中，并于次日沉没。

其间，日军不但未采取任
何营救措施，反而用木板将船
舱钉死，并开枪射杀企图自救
的英俘，造成800余人死亡，另
有384人被当地渔民救起。

10月3日，日军上岛搜捕，抓
走绝大部分英俘，JOHSTONE、
FALLACE、EVEVS三人被藏
匿于洞穴中得以逃脱。三人后
被辗转护送至重庆，最后返回
英国。

“天津丸”和“里斯本丸”，
到底是巧合，还是另有隐秘的
关联？

浙江省政府给定海、象山县长苏
本善的电报。 象山县档案馆提供

为进一步证实两者的关系，很
快，这份珍贵档案被送到象山党史
研究室党史科科长史复明手中。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他已经在象山县档案馆“泡”了三
四个月，几乎每天都来查档，朝九
晚五。

经考证，史复明给出了自己的
分析——

从发报时间看，10月 17日，
苏本善向浙江省政府发去电报时，

“天津丸”上获救的英俘已被送往
浙江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
（以下简称“六区专署”）。以此推
算，“天津丸”出事与“里斯本丸”出
事时间基本吻合，都在10月初。

从 空 间 看 ，“ 参 考 其 他 史
料，‘天津丸’是在普陀珞珈山
附近出事，‘里斯本丸’在舟山
东极岛附近遇险，同属舟山群
岛东部海域。”

从沉船原因看，两艘船都是被
美军潜艇击沉，且沉船后，日军都
采取了机枪扫射的残暴行径。

从核心人物看，“象山县档案
馆馆藏的电报因为是对苏本善去
电的回复，所以用‘（JOHSTONE）
等三侨’概括，而有相关联的史料
证明，JOHSTONE三人的名字与

‘里斯本丸’的三名英俘同名。”
此外，两艘船上运载的英俘人

数也大体相近。其中，“天津丸”上
的二千余人是三名英俘的粗略统
计，而“里斯本丸”上的1816名战
俘，则来自战后研究者的统计。

从参与营救的人员看，护送英
俘的官方武装力量都是定海国民
兵团。

“里斯本丸”相关回忆资料显
示，三名英俘获救后，曾被护送至
象山的葫芦岛，交到“驻军我游击
队第四大队王继能转送象山县我
县政府苏县长处……”

“王继能是朱铁钧部下，朱铁
钧是定海国民兵团的副团长，该团
团长为苏本善。”史复明说。

种种巧合，史复明认为“天津
丸”极有可能就是“里斯本丸”。

之所以在电报中“隐名埋姓”，
很可能是因为“英俘被救，揭露了
日军屠杀战俘的暴行，如电报中直
接提及‘里斯本丸’，日军可能顺藤
摸瓜追查英俘转移路径；且此前日
军曾对东极岛进行地毯式搜捕，屠
杀渔民，保密措施也关系到营救者
的安危。”

如果说“天津丸”就是“里斯本
丸”，为什么用“天津丸”这个名
称？是随意取名还是有某种渊
源？这些谜团都有待解开。如果
有新的发现，也请告诉我们。

据了解，这份电报出自象山
县档案馆馆藏“美机降落在爵溪
敌寇屠杀居民情形”全宗，是
1949年 7月8日象山解放后由
象山县人民政府接管，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初经象山县公安局接
收进馆的，之后一直存放于象山
县档案馆库房。

此前关于“里斯本丸”沉没
及舟山东极岛渔民冒死拯救英
俘的记载，主要依赖1948年的
文书档案及当事人回忆。

这份珍贵电报的公布，“弥
补 了 此 前 未 能 找 到 形 成 于
1942 年事发当年官方文书档
案的遗憾，具有较高的历史研
究价值。”象山县档案馆馆长杨
雪娟说。

浙江省政府在电报中提及
苏本善及其部下“英勇可嘉”“措
置亦属得当”，也为象山县政府
及军民在面对盟军战俘遇难时
积极救助的态度，体现的伟大国
际人道主义精神，提供了有力的
官方证据，具有历史价值和学术
研究价值。

在此之前，“里斯本丸”获救
的三名英俘是如何从象山被救
护到云和的，少有提及，而随着
这份电报“浮出水面”，后人或许
可以从中略窥一二——

史复明在象山县西周镇官
山村走访时，曾听该村一位村
民回忆，当年在官山村读小学
时，曾看到有“三名美国人”在
一队士兵护送下从县府驻地出
发经过桥头庙桥头向石门岭方
向走去。

从时间判断，村民看到的
“三名美国人”很有可能就是
“里斯本丸”获救的三名英俘，
而石门岭是象山通往宁海古道
之要隘。

宁波沦陷后，“六区专署”迁
址宁海梁皇山一带，由此也从侧
面印证了电报中“转送专署”的
记载。

泛黄的电报记录的不仅是
一场海难的秘辛，更是一个民族
在血与火中对正义的坚守。

站在抗战胜利80周年的历
史节点回望，这封电报的现世
早已超越史料补遗的学术价
值，以实证力量向世人昭示：当
战火吞噬文明时，中国军民冒
死救人、辗转护送的举动，早已
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刻
入民族记忆。这不仅是对历史
真相的打捞，更是对和平基因
的传承。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陈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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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
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7月7
日，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8周年仪式
将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纪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80周年》主题展览同步开幕。

近日，宁波市档案馆、象山县档
案馆公布一批营救“杜立特”行动飞行
员的馆藏档案，其中部分馆藏档案为首
次公布，为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研
究再添重要注脚。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美国珍
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打击日本
的嚣张气焰，1942年4月18日，美军
杜立特中校奉命率领16架B-25轰
炸机从“大黄蜂号”航空母舰起飞，实
施对日本东京、横滨等城市的轰炸，
史称“东京上空30秒”。

完成轰炸任务后，由于种种原
因，航空队没有按原计划降落中国衢
州机场，除1架飞机迷航飞往苏联外，
其余15架飞机均因燃油耗尽，分别在
中国的浙江、安徽、福建和江西境内
坠毁。15架飞机上共有75名飞行
员。其中3人牺牲，8人被日军俘虏，
64人被中国军民援救。

其中，坠落在宁波象山境内的就
有3架飞机，1架坠落在象山爵溪牛
门洋面，1架坠落在象山南田岛大沙
洋面，1架坠落在象山檀头山岛大王

宫村以东稻桶礁附近洋面，当地军民
分别展开营救。

此次，宁波市档案馆、象山县档
案馆公布的档案中，包含《美派遣军
总司令部函请申谢协助美空军官兵
出力人员名单》等政府公文、电报，还
包含当年曾参与营救活动的当地居
民的回忆录、照片等。

公布的馆藏档案中，包括两封珍
贵的手稿。从内容看，是事发时美军
飞行员写给前来营救军民的求助信。

岁月流逝，字迹已经渐渐淡去，但
凝聚在一笔一画中的，无论是飞行员还
是普通民众在战争中的勇敢与担当，以
及他们为世界反法西斯事业做出的贡
献，从未褪色。

这批珍贵的档案，是历史的记
忆，更是和平的警示。尤其是在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胜利80周年的背景下，这批档案的公
布意义非凡，不仅为研究抗战时期中
美合作及中国军民营救盟军的历史
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还有助于还原历
史细节，弥补以往研究中的不足。

这些档案也是对历史事实的有
力见证，提醒人们要铭记历史，铭记
中国军民在抗战中所遭受的苦难和
付出的巨大牺牲，激发爱国热情，传
承伟大抗战精神。

记者 石承承
通讯员 姚佳倩 陈恩光

营救美军飞行员
部分馆藏档案首次公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