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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8月15日，在日本无条件投降73年之际，辽
宁省大连市档案馆首次公开 2006 卷珍贵的“纸灰档
案”，供市民查阅。这些档案清晰记载着 1905年至 1945
年日本侵占大连40年间的历史。

大连市档案局档案编研处工作人员孔晶告诉记者，
1945年 8月，在大连的日本侵略者开始焚烧档案，销毁
侵略罪证。然而，这些没燃尽的档案发生炭化反应后竟
然保留了下来。从上世纪80年代起，大连市档案馆研究
人员开始研究破译这些“纸灰档案”的内容，日本侵略
者在大连的累累罪行从此昭示天下。

“纸灰档案”重见天日
于成福是大连市档案馆档案资料征集处处长，多年

来潜心研究“纸灰档案”，撰写发表过多篇论文。他向记
者介绍，1964年11月，谭守昆、吴忠仁等7名大连工人
在旅大市公安局北门处挖树坑，此地为日本统治时期日
本大连警察部所在地，突然他们挖出大量黑色炭状物，
状似纸张、书籍焚烧后的纸灰，却又能完整托起，不像
普通纸灰那样一经触碰就破碎。阳光斜照在工人们手中
的纸灰上，大家猛然发现，纸灰上面还有字，仔细辨认
是日本文字。

考虑到这里在日本殖民统治期间是日本警察的办公
地，这些日文资料一定非同寻常，在场人员立即向旅大
市公安局报告。公安人员赶到现场，小心地将所发现的
纸灰全部挖出来带走。经过初步整理鉴定，旅大市公安
局确认这些纸灰是日军撤离大连前对档案进行销毁处理
的残留物。从此，“纸灰档案”的叫法开始流传起来。

据悉，1945年8月15日到8月22日，在大连的日军
被解除武装投降期间，日本大连宪兵队、关东州厅、警
察部、刑务所等警、宪、特机关大量销毁罪证，焚烧了
文书档案、技术图纸、经济账目、特工人员名单等众多
档案资料。大连沙河口日本警察署长江见俊男将特工人
员名册全部化为灰烬，大连广场日本警察署长上村八藏
则在警察署后院将各种文书档案全部烧掉。

据知情人回忆，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
降的广播刚一播出，日军很快就将一批记录日本在旅顺
刑务所犯下滔天罪行的档案资料集中烧毁，焚烧行动一
直持续 3天。日本战犯、原旅顺刑务所所长田子仁郎在
1955年的审讯供词中交代，原旅顺刑务所的档案是在他
的指挥下烧毁的，“只有收容者身份账留了下来”。

当年的日本侵略者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极力想销
毁的罪行记录会变成“纸灰档案”保留下来，又被大连
人民挖掘出来。1964年11月7日之后，大连一些施工工

地又陆续挖掘出“纸灰档案”。这些“纸灰档案”，既是
对日本侵略罪行的揭露，也是侵略者毁迹灭证的历史证
据。

这些被焚烧的档案为何会成为“纸灰”呢？于成福
认为，这是因为日本侵略者做贼心虚、行动仓促造成
的。当时的日本侵略者不敢在白天焚烧档案，只能在晚
上偷偷进行。他们把档案投入挖开的沟中点燃，又在这
些文件、资料尚未燃尽时便匆匆填埋。结果表层的档案
烧毁了，下面的档案没有充分燃烧，这些由草木纤维构
成的纸张在缺氧条件下处于完全炭化或半炭化状态，在
泥土的常年掩盖下保存了下来。“纸灰档案”的形成与烧
炭的原理相似。

多年攻关还原档案
由于这些档案怕风化，易破碎，无法翻阅，且不易

保存和复制，当年公安部门受条件所限，只能对其加以
整理、编目保存。上世纪80年代初，公安部门将这些档
案移交给刚刚成立的大连市档案馆，大连市档案馆将这
批档案正式命名为“纸灰档案”。

如何让“纸灰档案”恢复原貌？大连市档案馆成立
了专门技术部门，启动对“纸灰档案”的复原和破解工
作，于成福就是当时技术攻关组的成员之一。于成福
说：“当时既没有现成的技术可借鉴，又没有先进的工具
用来操作，复原‘纸灰档案’的难度可想而知，其过程
漫长而艰难。”他们曾把炭化的档案剥离后进行托裱，但
剥离过程中炭化的纸张很容易破碎。他们曾决定手工抄
写档案，但抄写不能保持原件的特征，且易出差错。他
们也曾想采用普通拍照、红外摄影、红外扫描等办法进
行恢复，但都没有成功。历时数载，经过反复尝试，大
连市档案馆专门研究技术人员选择运用特殊的照相翻拍
技术，终于打开了还原“纸灰档案”的大门。

他们先采取特殊的裱糊技术，将“纸灰档案”进行
拼接、托裱；然后利用其纸面与字迹的笔痕在强光照射
下形成的明暗反差，进行翻拍、复制；随后，用低感光
度色盲片进行翻拍，将照片高反差洗印；最后，用复印
机放大复印成纸件，装订保存。如此操作，共需十几道
程序，一页“纸灰档案”的复制最少需要2天至3天，最
终保证了复印件的内容、笔迹与原件完全一致。

“这些技术流程，如今说起来不免枯燥，而当初无论
是‘纸灰档案’的加固、翻拍条件的选择，还是显影过
程的控制，都需要精确到极致，如同走钢丝般小心翼
翼。馆藏‘纸灰档案’就是这么被复制下来、成功抢救
的。”于成福不无感慨地说。

记录日军侵略罪行
记者查阅2006卷“纸灰档案”发现，大部分是1905

年至1945年日本侵占大连期间，日本大连宪兵队、关东
州厅、警察部及各警察署等殖民统治机关的档案，主要
反映日本警、宪、特机关日常工作、训练及其对当时中
共大连地方组织秘密开展调查的记录。

“日本侵略者利用这些庞大的警、宪、特机关残酷迫
害旅大乃至东北地区的中国人，同时对于建立不久的中
共大连地方组织，不断采取公开与秘密搜查、大肆逮
捕、严刑拷打等各种手段疯狂镇压，中共大连地方组织
多次遭到毁灭性打击和破坏。”孔晶说。

“纸灰档案”中，“查缴放火团”的记载屡次出现。
“放火团”又称“抗日放火团”，是以大连工人为主体的
以破坏日本在华占领区的军事设施和烧毁日军战略物资
为目标的国际反法西斯组织，其活动中心在大连，姬守
先、黄振中等中共党员是该组织的骨干。据日军档案中
的统计，1935年到 1940年间，“抗日放火团”在大连秘
密实施放火 57次，给日军造成了多达 3000万日元损失，
这些钱足够日本关东军两个师团一年的军费开支。这令
饱受日本殖民统治之痛的大连人民欢欣鼓舞，也令日本
侵略者惊慌失措、大为震怒。

“抗日放火团”组织严密，训练有素，讲究方法，采
用化学燃烧装置放火。大火在燃烧装置启动许久后才燃
起，现场不留一点痕迹，与自然火灾无异。日本特务们
每天“不眠不休”地进行侦查，仍然毫无成效。一个参
与侦查“放火团”事件的日本警官曾如实记载：“纵火事
件经常发生，为此而头痛的关东局总长大津 （曾担任过
日本警视厅刑事部长） 经常催促着：‘抓到犯人了吗？’
可是再怎么严厉训斥警察也不顶用，因此他十分着急。”

“抗日放火团”活动是大连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抗日
斗争事件。为追查“抗日放火团”，日本侵略者在5年时
间里动用3000余人，警、宪、特三位一体共同调查，野
蛮残害大连工人。据相关档案等资料统计，日本警、
宪、特迫害有涉案嫌疑的大连工人达百万人次，其中盘
查虐待60万余人次，拘留、拷问、审讯10万余人次，致
死致残千余人，判刑下狱近百人。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日军在大连进行殖民统治
的绝大部分档案都被带回日本国内或就地销毁，留存下
来的档案少之又少。大连“纸灰档案”的发掘和还原，
为了解和研究日本侵占大连 40 年历史提供了大量丰富
的、有价值的资料，让日本侵华的桩桩铁证重现于世人
的视野中。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考古队介
绍，河南殷墟大司空东地考古取得重要收获，发掘
商代晚期1个无字甲骨坑、多条道路、1座带一条墓
道的大墓、3座车马坑等重要遗迹。

新发现的无字甲骨坑出土甲骨165片，这是殷墟
在小屯宫殿区之外发现无字甲骨最多的一次。

新发现的甲骨坑是袋状坑，口径 1.8 米，底径
2.4 米，深 1.6 米。出土甲骨基本无字，主要是牛的
肩胛骨，还有少量龟甲。

甲骨学家认为，这次发现很重要，属商代晚期
供贵族使用的甲骨，与小屯所出的供商王使用的甲
骨有一定的差别，表明供商王使用的甲骨整治和占
卜手法更加娴熟。此次发现的牛肩胛骨四角被截锯
的片数较多，从卜兆看，龟甲上的跟小屯所出土的
一样规整，牛肩胛骨上的普遍不及小屯所出的规整。

大司空东地位于殷墟遗址东北部，向西500米与
小屯村宫殿区隔河相望。为配合安阳市民生保障工
程，经向国家文物局申报，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
安阳考古队在大司空东地的两个地点作了考古发掘。

此次揭露出的多条道路，进一步完善了殷墟洹
河以北地带的道路网络。结合以往考古成果，可知
殷墟道路有 3 种不同宽度，有的宽 10 米以上，有的
宽约7米左右，较窄的宽3-4米，或许对应后代城市
的干道、街、巷。

据专家介绍，殷墟布局具有大聚合、小分散的
特点。本次发掘，为研究殷墟洹河以北地带的聚邑
内部结构提供了新的场景。

此次发现的 1 座带一条墓道的大墓，形制较特
殊，为研究商代墓葬制度提供了新资料。在大墓墓
道边发现的年代早于大墓的2座车马坑，已搬迁到异
地准备做精细考古清理。

竹，在人们心中是高雅、纯洁、有气节的精
神文化象征。古往今来，人们习惯用“人生贵有
胸中竹”来形容自信、有涵养的谦谦君子。竹对
中国文人雅士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他们赏竹、
吟竹、用竹，以竹为榻，以竹为笔，以竹为友，
以竹自喻，东坡居士曰：“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
竹”。竹节有凌云傲骨，竹根则质朴无华。竹根埋
于土里，如同自然著就的天书，待人循其形质，
条分缕析。南方为产竹盛地，历代竹雕大师多出
于江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嘉
定”与“金陵”两大流派。

“明代正德、嘉靖年间，朱鹤将书画艺术融入
竹刻，开创了以深刻透雕为主要技法的，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嘉定派竹刻。”嘉定竹刻博物馆的导言
这样描述“嘉定派”竹刻起源，并称赞嘉定派在
最为兴盛的清代康熙至乾隆年间，竹艺人作品达
到了“及物之体、尽物之神、得物之趣”的境
界。优秀的嘉定竹刻创作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一是精通诗、书、画，具有全面而深厚的文艺素
养；二是心胸洒脱，高蹈出尘，不染世间俗气。
许多文人学士也加入到嘉定竹刻的创作中来，如
清代的金石家瞿中溶、画家程庭鹭等，从而为嘉
定竹刻濡染出不同于职业竹艺人的别样风致。时
至今日，嘉定竹刻的创作群体早已超越江南一
隅，而优秀的传承者在深入研习传统技艺的基础
上，开始表达自己对竹刻的理解、对艺术的体
认、对时空的感悟。

生于上海嘉定的张伟忠专事竹刻研究及创作
长达 30年，他的 《圆雕如意》 取妙吉祥之意，源
自佛门法器。如意既是一种传统器物样式，也是
一种本体心性状态，外求形，内取意。竹如意，
人如意，竹人如意，人人如意；人如竹，竹如
人，个个如意，节节如意。在另一件作品《薄地阳
文青青翠竹尽是法身臂搁》中，张伟忠以十八罗汉
之禅杖罗汉为题材，人间百态化作罗汉相。充分尊
重和发挥竹材固有的审美特性，因物赋形，因形
造境，注重线与面的内在关系以及空间的相互渗
透。人物边缘的处理虚实相生，隐约空灵。

广东台山，被誉为中国第一侨乡。据不完全统计，
祖籍台山的侨民目前全球约有 130 万人，比今天台山市
的总人口还多。台山侨民不仅通过自己的勤劳智慧在海
外立足，也为中国与海外各国在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密
切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中，加拿大的叶连生家族就
是这样一个知名的华人家族。

叶连生 （1845-1927），字来饶，又字春田，英文名
为 Yip Sang，加拿大著名侨民领袖，广东台山人。叶连
生幼年十分不幸，父母早逝，姐姐又被盗匪掳去而失
踪。迫于生计，叶连生不得不早早辍学求生。1864 年，
叶连生还不到20岁，就远渡重洋前往美国洛杉矶。他在
雪茄厂工作过，又做过厨师，能吃苦且极富生意头脑。

19世纪80年代，为开发西部地区，加拿大政府决定
修筑太平洋铁路。从 1880年 6月到 1887年 7月，加拿大
一共招募了华工约 2.5 万人。就在 1880 年前后，叶连生
成为加拿大太平洋铁路承建商、美国人安德东克的助
手，在温哥华成立了永生公司，负责招募华工。众所周
知，华工为加拿大这条横贯东西的大动脉做出了巨大贡
献，也付出了极大代价，数以千计的华工再也没有机会
回到家乡，永远沉睡在异邦。

有感于华工的不易，太平洋铁路建成之后，叶连生
积极支持华工成立中华会馆，以便有困难可以互相帮
助，建立侨民医院，方便侨民看病就医。他还自己出资
送一批希望返乡的华工回到家乡。叶连生发现，一些侨
民子弟因为家贫而无法读书，便创立了具有慈善性质的

“爱国学堂”，并亲自担任校长，“成就学生甚众”。同

时，他也在国内广行慈善，对台山中学、岭南学校、广
东公立医院等教育医疗机构予以资助。在孙中山先生创
立同盟会时，叶连生也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并鼓励自己
的儿子叶求钦加入同盟会。

家庭教育方面，叶连生督促家人甚严。一是尚节
俭。他时常教育子女：“圣人以节俭教人，乃保泰持盈之
道。家由是而兴，国由是而强。然俭又非吝啬之谓也，
去其奢泰 （过度消费） 而已。”

二是重视学习。叶连生以自幼失学为憾，对家人的
教育十分重视。他自己以身作则，年逾五十开始系统学
习英语，“中夜废寝，竟通其学”。他曾勉励家人说，像
我这样早已过了学习年龄，尚且能把英语学好，你们都
还年轻，更加不要妄自菲薄。

三是注重家庭关系。他常教育家人要团结一心，相
互谅解，他说，兄弟姊妹要“相亲相爱相让，不可斗气，更
不可构讼，凡讼必空，汝等慎之，慎之。凡事要通融办理，不
可过急，此乃余最注意也”。

叶连生子女众多，其中不少也秉承了叶连生重视教
育、乐善好施、热心社会事务的美德。其子叶求锦，毕
业于加拿大皇后大学医学院。他看到不少初到加拿大的
华人因不习惯西医而贻误治疗时机，就尝试对华人进行
中西医结合治疗，使他们能够得到及时救治。他在唐人街
的诊所每周设有免费诊疗日，帮助那些无钱看病的华人。

叶求锦之弟叶求钧，自中学起就热爱足球，他克服
重重困难组建了一支华人足球队，屡获佳绩，在1933年
加拿大不列颠省的“大陆杯”比赛中甚至击败了加拿大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校队。加拿大媒体争相报道此事，
海外华人也为之欢呼雀跃。1998年，叶求钧入选加拿大
不列颠省“体育名人堂”。

叶求锦的另外一个弟弟叶求铎，是加拿大第一位华
裔律师。他在1947年加拿大废除带有歧视性的“排华法
案”事件中，成为华人请愿团队的主要成员，为法案的
废止发挥了重要作用。

今天，当我们漫步在温哥华的唐人街，可以看到一
座醒目的砖石结构建筑，它就是1889年由叶连生一手创
办的永生公司。永生公司是温哥华唐人街现存最古老的
建筑之一，已于 1999 年获得温哥华市“历史文化遗产”
称号。它不仅是加拿大作为多元文化国家的历史见证，
更是海外华人艰难创业的珍贵遗迹。

“纸灰档案”首次公开
再现日本侵占大连真实历史

本报记者 王金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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