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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 2月，向隆万出生正值日本侵华战争
时期。出生后不久，母亲带着他和姐姐辗转去湖
南老家避难。1946 年初，他随母亲回到上海时，
父亲向哲濬已经接受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的任
命准备去东京，那时向隆万刚满 5岁。在相当长
的时间里，父亲对自己亲历的这段历史三缄其
口，生前几乎没有跟子女说过任何关于东京审判
的事情。
虽然向隆万没有从父亲那里得到关于东京

审判更多的信息，但作为参与这一重要历史事件
的法学先驱的后人，如果对这段历史缺乏了解，
会让他感到窘迫和愧疚。给他带来更大触动的是
2006 年国产电影《东京审判》的上映，向隆万受
邀参加了影片的首映活动，但看完之后，他发现
影片问题多多，但这个难以怪罪编导，因为当时
可供参考的史料少得可怜，当事人也大都离世。
随着时间推移，当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 11

位盟国法官都已辞世：1973 年，曾担任东京审判
法官的梅汝璈辞世；1987 年，向隆万的父亲向哲
濬也因病去世；2003 年，曾任中国检察官顾问组
组长的倪征燠亦离世。就在一个多月前，曾担任
当时中国检察官的英语翻译，中国最后一位东京
审判亲历者张培基先生（翻译家、对外经济贸易
大学退休教授）于 6月 27 日上午去世，享年 100
岁。作为东京审判重要亲历者的后人，向隆万教
授告诉晨报记者：“当时，我意识到，自己有责任
去追寻，去挖掘这段历史的真相，同时借此加深
对父亲的了解。再不抢救，这段历史就这样断掉
了。”

为了挖掘这段历史真相，从 2006 年开始，向
隆万多次自费赴美，在哥伦比亚大学、美国国会
图书馆和国家档案馆，在浩瀚如大海的史料中一
点一点寻觅相关线索。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他找到了父亲当年的讲

话记录稿，包括在法庭上的讲话和证词，翻拍了
数十张珍贵的法庭现场照片，还查找到两段父亲

法庭演讲的录像资料。
回国后，他将收集到的第一批父亲在法庭上

的演讲翻译成中文，连同母亲的回忆录，一起编
进了《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濬》一书，于
2010 年由上海交大出版社出版。正是这本书，最
终引起了有关方面对于东京审判历史研究的重
视，并促成了东京审判研究中心的成立。2011 年
5 月 3 日，东京审判开庭 65 周年之际，上海交大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徐汇老校区图书
馆隆重举行。时任交大校长张杰院士在致辞中
说：“东京审判对于中国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然
而在东京审判相关研究方面，却长期被日本和西
方学者掌握着话语权，作为一名中国人，作为一
名科研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去改变这一现状。”
作为全球首家专门从事东京审判研究的机

构，东京审判研究中心至此开始了对东京审判和
亚太地区对日战犯审判的相关研究，以及对相关
文献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东京审判研究中心
成立之后，上海交大出版社也与中心展开密切合
作，提出了“东京审判出版工程”的总体计划。目
前，上海交大出版社已成立战争审判与国际关系
出版中心，与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对接，负责“东京
审判出版工程”的相关出版工作。
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成立以来，成果斐然：承

担了国家级、部市级多个重大研究课题；依托上
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设立的 “东京审判出版工
程”，已出版大型史料文献 300余卷，先后多次荣
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教育部高校科研成果优秀
奖、上海图书奖等重要奖项；先后 7 次举办国际
学术研讨活动，《东京审判文集》被英国剑桥大
学出版社购得英文版权，列入“剑桥中国文库”；
提供学术支持的系列纪录片《东京审判》获第 21
届亚洲电视奖最佳系列纪录片大奖、中国新闻奖
一等奖等国内外奖项。

2019 年 12 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上海
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合作出版《中国对日战犯
审判档案集成》，并在 2020 年 9月抗战胜利 75
周年之际举行新书发布会。《中国对日战犯审判
档案集成》全 102 卷，首次将封存 70 余年、十分
珍贵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战后中国对日战
犯审判档案整理出版。
1946 年 5 月至 1948 年 11 月，中、美、英、

苏、法等 11 国代表同盟国（联合国）在日本东京
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甲级
战犯）进行审判。与此同时，中、美、英、法、澳、新、
菲等七国在亚洲地区对日本其他战犯进行了审
判。其中中国政府成立了战争罪犯处理委员会，
在南京、上海、北平（北京）等地对侵华日本战犯
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审判。中国政府从借鉴国际

经验入手，结合本国具体情况，制定审判法规、组
建军事法庭、搜集证据、对战犯进行界定和罪行
认定，对 2000 多名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
经整理出版的中国历史第二档案馆所藏战

争罪犯处理委员会档案约 5万页，内容全面、广
泛，包含了处理战犯条例、办法及审判程序，战犯
处理委员会会议记录，各审判法庭及相关委员会
提审战犯的文件和起诉书、请愿书、供词、判决
书、见证人名单以及审判记录等审判材料，还包
括地方法院、县乡公所等所存调查表、战犯名册
以及照片等。战犯处理委员会档案翔实地反映了
为给中国人民伸张正义而参与其间的诸多外交、
法律、军事人员的不懈努力与巨大贡献。此次审
判，是中国有史以来对外国侵略者的第一次审
判，对中华民族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为了便于读者利用，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

中心在对原档案认真查核、清理后，编纂了文献
目录、人名索引和附录。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
研究中心也组织了 10 余位学者团队，为 100 卷
档案资料编纂详细的索引、附录。为学者研究利
用此大型文献档案提供了极大便利。
作为中心创立的推动者和名誉主任，向隆万

并未止步于这个“名誉”身份。中心成立以来，他
参与了多个基础文献出版的大项目，同时继续着
自己对这个领域的探究与开掘。

2014 年，向隆万出版了《向哲濬东京审判函
电及法庭陈述》一书，其中向哲濬的法庭陈述，从
上一本书的10篇扩展到 20篇。2019年，向隆万
推出了他的第三本书《东京审判征战记———中国
检察官向哲濬团队》。这是一本面向公众的普及
读物，人们称它是《东京审判亲历记》（梅汝璈法
官亲撰，梅小侃、梅小璈姐弟整理）的姐妹篇。与
《亲历记》的法官视角不一样的是，《征战记》以
大量生动鲜活的材料，详细描述了向哲濬带领中
国检察官团队一路披荆斩棘，“征战”东京审判
的全过程。
向隆万告诉记者：“随着研究的进展，我们的

研究范围已从东京审判扩展到了整个亚太地区的
审判，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也在 2017 年相应提升
为上海交大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学校主
要领导担任院长。我们现在在学术研究领域是领
先的，国外这方面的专家主要是以个人力量，但我
们的背后是国家的支持，这表明了国家对于这方
面的重视。下一个10年，我们更多将以研究为主，
同时引入更多的专业人才，希望我们的工作为后
人留下有意义的资料。”
另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

（第二、三辑）》将由上海交大出版社于近期出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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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报记者 严峻嵘

今年的 8 月 15 日是日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 76 周年纪念日。
76年前的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停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今年也是东京审

判开庭 75 周年。 75 年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开庭，中、美、英、苏、法等 11 国开始了长达两年半的审判东
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等 28 名日本甲级战犯的历程。

晨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当年的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向哲?之子、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
万教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向隆万对记者这样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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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大东京审判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向隆万教授 11994466年 55 月 33 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告席。。 法庭上，，向隆万的父亲向哲?的发言铿锵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