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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考古活动走进
晋阳古城建筑基址

本报讯（记者 陈辛华）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即将到来，“文物映耀百年征
程——留住城市记忆，弘扬红色基因”公
众考古开放活动，6月 10日在晋阳古城 2
号建筑基址举办。中国共产党百年建党
史、中国考古学百年史、太原建城史及太
原考古成果 4 个主题图片展，与公众见
面。

本次公众考古开放活动，由太原市
文物局主办，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承办，是我市

“6·12”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之
一，旨在提高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弘扬红色基因，留住城市记忆，讲好太
原故事。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党史图片展，介
绍了百年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包括

“日出东方”“星火燎原”“力挽狂澜”“灯
塔指引”“艰辛探索”等部分。中国考古
学百年历史图片展，展示了考古学发展
历程：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以 1921 年瑞
典人安特生对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的
发掘为标志，已走过 100 年。文物考古
小常识的图文介绍，告诉公众什么是考
古，考古资料如何收集，哪些文物属于
国家等知识。

太原建城史及太原考古成果图片
展，以“史前太原”“汉晋重镇”“霸府别
都”“盛唐北都”“五代迭兴”“宋太原府
城”“明清太原城”“古城新生”等太原的
不同历史时期为展线，考古发掘和遗迹
遗存的现场图片、文物图片配以详尽的
介绍文字，展示了锦绣太原的历史文化
名城样貌，彰显太原的城市品格与深厚
积淀。

新华社哈尔滨6月10日电（记者邹
大鹏 王建）10日，记者从侵华日军第七
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了解到，由该馆研
究员杨彦君主编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留守名簿》《甲第一八五五部队留守名
簿》《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复七名簿》等 3
部 5 册档案文献集近日出版发行，这
1400 余页首次公布的核心档案详细记
录了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简称“731
部队”）和一八五五部队的总体规模、职
级军阶、人员构成等详细信息。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 731部队。据
杨彦君介绍，侵华日军生物战体系以
731 部队为核心，以华北地区的一八五
五部队等为重要组成部分。这 3部 5册
档案文献是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
陈列馆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抗战研究专
项工程阶段性成果。

《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约
700页，在战时编成，其余两部为日本投
降后编成。

作为战后抚恤和养老金发放的参考
资料，《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留守名簿》曾
保存在日本厚生劳动省。《关东军防疫给
水部复七名簿》记载了 731部队成员的
复原信息。1945年 12月，日本政府设立
了第一复员省，所谓“复七”指的就是

“一复省令第七号”。
关于 731 部队问题的研究，此前学

术成果多涉猎生物战、人体实验等战时
罪行、战争责任和战后贻害等问题，731
部队成员全部名单等重大基本史实研究
较少。“过去，我们只了解石井四郎、北
野政次等 731部队的罪魁祸首。731部
队的魔鬼都有谁？何以证明是自上而下
的国家犯罪？这些档案揭开了这支恶魔

部队的完整面纱。”杨彦君说。
专家表示，留守名簿系列档案的发

现、整理和研究，对深化 731部队总体规
模、人员来源、身份构成以及日本生物战
体系等基本史实问题的研究提供了一手
史料支撑，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
值。尤其是731部队绝大部分人员信息通
过留守名簿首次披露，是全方位认知日本
生物战、731部队罪行的关键证据。

本次留守名簿系列档案的集中出版
发行，填补了我国有关侵华日军生物战史
料文献出版领域的关键空白。本套档案
文献的出版策划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北京出版中心总编辑安宏涛说，目前，国
内出版了大量有关抗战题材的书籍，但是
有关侵华日军生物战的文献书籍不多。
这些核心档案首次公布，对还原历史真
相、推进学术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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