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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昌言立即通过中心村村委联系到了提供照片
的三灶春花园村老人陆金源。 来到陆老家中， 老人
见到刘昌言的第一句话就是：“刘老师， 我终于见到
你了！ ”原来，老人当时看过纪录片《三灶 1938》后，
对纪录片非常认可， 立即想到家中保留多年的照片
可能对刘老师的调研有所帮助， 苦于一时没有联系
方式，只好先交给中心村委会，期待有朝一日能转给
刘老师。

这些照片从哪里来？ 当刘昌言问起这些照片的
来历和内容时，老人不禁老泪纵横，据陆老回忆，1938
年 2 月 16 日，日军在三灶岛莲塘湾登陆，随即修建秘
密军用机场，将该岛作为侵略华南的军事基地。 当年
农历三月十二日，日军血洗鱼弄村，386 人惨遭杀害，
十三日，日军对岛上三十六个村庄实行“三光政策”。
十四日，日军在草堂沙岗、莲塘沙栏、春园祠堂、石湾
关帝庙、鱼林先锋坑、青湾等地屠杀无辜村民。 全岛
尸横遍野，断壁残垣。 三灶岛沦陷期间，日军杀害三
灶岛同胞 2891 人、饿死 3500 余人。

刘昌言在长达数年的调研中了解到，1948 年，结
束流亡生活重返本岛的村民将遇难者遗骸收葬，在茅
田村东修建“万人坟”。 今珠海金湾机场南面跑道（经
上表村村民核实即照片中的这片沙岗地）， 曾于当时
起出上百具遇难者遗骸 ，而指证埋藏遗骸地点的人，
正是当日隐匿于对面山林中躲过一劫的幸存村民。

据悉， 照片的拍摄者春花园村学校教员陆金焯，
用手中的相机记录了此地起掘遇难者遗骸的情形。不
久，陆金焯带着这些照片去了澳门，随后又前往美国
旧金山定居。在旧金山，陆金焯一直珍藏着这些照片。
1988 年，陆金焯从美国回来到广州治病，其间曾返三
灶省亲，向陆金源夫妇提起过这些照片，并告诉乡亲
不要忘记日军在三灶岛制造大屠杀的事实。次年陆金
焯在广州不幸病逝，去世前交代妻子温莲仲一定要将
这些照片从美国带回三灶， 相信一定会有用。 1999
年，温莲仲不忘嘱托，将照片从美国带回澳门，最后由
陆金焯大女儿陆惠芬将翻印照片如愿地交给陆金源，
陆金源一直珍藏至今。

辗转大半个世纪最终回到珠海三灶
六张历史照片成日军珠海屠杀铁证
珠海市博物馆专家认为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提起“三一三”，很多珠海三
灶镇的老人心头都会一紧。1938
年农历三月十三， 日军侵华，他
们对珠海三灶岛实行全岛 “三
光”政策，经过三天的血腥扫荡，
岛上残垣断壁 、尸横遍野 ，三灶
岛变成了一座荒凉的死岛……

这些年下来，鲜有几个亲历
者能口述当时的惨况，这难免让
人觉得 ， 当时的情况没有被夸
大？ 清明刚过，适值纪念三灶大
屠杀死难同胞殉难 79 周年之
际， 一组印证 1938 年侵华日军
在三灶制造大屠杀的历史照片
重见天日。 事实证明，三灶大屠
杀铁证如山！

■新快报记者 陈婕

三灶万人坟
1948 年，结束流亡生活重返三灶岛的

村民将遇难同胞遗骸收葬， 在茅田村东修
建 “万人坟”，有牌坊、纪念碑和坟茔。 1979
年迁至竹沥山坡重建。 三灶万人坟是日本

侵华战争的重要铁证。
2013 年 3 月 3 日，国务院将三灶万人

坟列入“三灶岛侵华日军罪行遗迹”并核定
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偶得
带学生调研两年拍纪录片
大屠杀珍贵照片骇人心魄

刘昌言，珠海金海岸中学教师，他的另一身
份是珠海三灶岛日军侵华罪证调研团队负责
人。他带着学生，通过两年的调研走访健在的三
灶沦陷见证者 40 多位，希望还原当年“三灶大
屠杀”的真相。 通过前往广州、香港、中山、湖南
芷江等地，获得大量第一手资料，拍摄了原创历
史纪录片《三灶 1938》。 2016 年 3 月 29 日，该片
获“2015 年度广东省广播影视奖电视专题类一
等奖”。

今年 3 月的一天， 刘昌言偶然得到六张泛
黄历史旧照。 其中一张背面从上到下， 从右到
左，写着“白骨累累，黄昏鬼哭，同乡何辜，罹此
荼毒”十六个大字，再翻阅，另一张照片背面，写
道：“寇侵占本岛 残暴坑杀无辜岛民数千人 埋
怨九秋 ”照片上还写着“现由春花园村陆金焯
刘德儒发起寻挖骸石开始工作之情形”，另外还
标有拍摄地点和时间。

记者从刘昌言提供的照片副本看到， 因年
代久远，模糊可辨“摄于＊＊沙埔”，日期为“＊
＊年三月”。 刘昌言说，当时他们将这六张旧照
大体作先后排列， 可见有十数村民在一沙岗地
起挖罹难同胞遗骸，尤其是当中一张，起出的遗
骸交错放置一地，成堆头颅骨骇人心魄。

刘昌言仔细看着这几张照片， 手有些微微
颤抖，画面如此的惨烈，即使此前他已经听老一
辈见证者描述， 但是当亲眼看到这些画面印在
相纸上呈现出来的时候， 刘昌言还是震惊得一
时说不出话来。

经过数年深入调研，他已经对三灶岛的地形
地貌了然于心，从拍摄角度看，推测这块沙岗地
大概位于今天的珠海金湾机场南面，就在当时的
日军机场正南方，距日军机场遗址仅数百米。

■知多 D

如获至宝的刘昌言将这六张翻印照片带到珠海
市博物馆，请该馆保管部副主任杨长征鉴定。 杨长征
认为， 这六张照片是填补空白的重大发现， 实属罕
见。 而且背面皆标注文字说明照片内容，明确记载起
挖遇难同胞遗骸的地点和时间， 和多位历史见证人
的讲述高度吻合， 是日军在华南地区制造最大屠杀
事件的铁证，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此前反映日军蹂躏华南地区的历史照片多集中
在广州遭空袭后的惨状，此组照片的发现是继《三灶
岛特报》 后又一批直接佐证日军侵华暴行的第一手
证据，是构成日军三灶大屠杀证据链的重要一环。

据悉， 研究华南与香港近代历史的著名学者高
添强看到了这六张照片后表示， 这些寻找遗骸的照
片异常珍贵，冀望流传下來，使下一代明白前人所受
的苦难。

恰逢珠海市博物馆新馆建设冲刺之际， 刘昌言
团队代表陆金源老人捐赠了这六张照片，“作为一
名教育工作者， 我认为， 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应当
让世人特别是青少年铭记和传承下去， 无论是纪录
片还是照片， 都是记录三灶岛那些遗留的罪证遗
迹，记录那些即将逝去的老人们亲历的故事。 ”刘昌
言说道。

解密
当年拍下照片后坚信有用
教员去世前交代带回三灶

意义
日军珠海大屠杀铁证
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陆金焯老人拍摄的照片。

■陆金焯在照片背面写下哀悼的诗句。

■刘昌言（左二）带领学生在三灶万人坟听当地老
人讲述当年的情况。

■ 陆 金 源 老
人 拿 着 珍 藏
多 年 的 照 片
神色凝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