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战争犯罪问题日中合作研究的

新尝试及其两项成果

田中明

过去四年中, 利用庆大经济学部的研究教育基金, 日中两国学者就“十五

年战争期间日本军所进行的细菌战及其危害”问题, 进行了共同研究。其研究

成果已经成书并即将出版,书名暂定为《平房四十年史》(同文馆出版)和《战

争与瘟疫》(书之友社出版, 中方于同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七三一部队是在日中战争期间, 以平房为据点, 以发动细菌战和化学战

为目的, 成立并扩充的研究和实验机构。在这里,以“特殊转送处理”的名义,

由日本的宪兵和警察有组织地转送来的中国人,被作为人体和活体“实验”的

对象而牺牲, 据说牺牲者至少有三千人。战后,美国为了获得该部队的“研究

成果”,作为交换条件, 未将石井四郎和该部队的高级军官提交远东军事法庭

接受审判, 而是免除了其战争责任。因此,长期以来, 日本历史上的这一大污

点, 始终被暗中隐匿,鲜为战后的年轻一代所知。

《平房四十年史》是试图从经济、政治、文化和习俗等多种视角,掌握七三

一部队入侵以前和进驻时期, 以及撤退以后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哪些还没有

变, 而写成的一部简史。这一荒村是日本侵华史的一个缩影, 因此,它可以反

映出日中关系史的核心。作者关成和承担了《平房四十年史》的编撰工作, 他

是一位在当地进行采访调查, 详尽了解七三一部队历史的研究工作者。他本

人至今仍记得少年时期被逐出平房, 日军烧毁民宅和圈占平房的历史事实。

《战争与瘟疫》一书是根据七三一部队实施细菌战的史实做出的验证。中

方的研究员是吉林省解学诗等三位学者。他们曾以长达数月的时间,在各地

档案馆收集当地 40年代细菌战受害者的有关资料, 仅复制件堆积起来即高

达一米多。同时, 日中双方还就宁波、常德等地以及在浙赣作战中空投细菌、

新京鼠疫大流行 (证实了关于 1940 年疫情的发生来自七三一部队的新见

解) ,以及战后东北鼠疫流行的原因等问题, 分工执笔,完成这部共同著作。它

是一项彼此就书稿进行认真探讨和热烈讨论,寻求一条真正意义上的共同研

究途径的成果。

最后我还想指出的是, 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松村高夫教授和关成和先

生的密切交往, 是此项研究的出发点,从而发展为双方合作。同样,通过解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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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和松村教授的交流, 共同研究和著书才得以实现。本稿也是以松村教授概

述两位先生研究成果的文稿为基础, 笔者仅以研究会代表的资格, 将两位先

生与合作者的共同著作即将出版的信息提供给本刊,借以指出日中人民将来

在学术交流方面应采取的方式, 并预告这一最新研究成果的公开发行。

原载《日中文化交流》1996 年 2 月 1日

(田中明: 庆应义塾大学经济学部教授,太平洋战争研究会代表。)

对“七三一部队”“自编自演”鼠疫灾祸的研究

据日本报纸报道: 通过庆应大学太平洋战争史研究会(代表田中明)与吉

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进行的日中共同研究,截至 15 日已经查明:日中

战争期间的 1940 年 (昭和十年) ,在距伪满洲国“首都新京”(现吉林省长春

市)西北约 60 公里的该省农安县, 由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七三一部队,部队

长石井四郎)等日本军进行谋略活动,假装成自然发生,实际上人为地制造了

鼠疫大流行。

同年,“新京”也发生了鼠疫大流行。研究小组已经证实,石井部队曾在

“新京”与农安县以防疫为名, 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的军事作战行动。根据当

时的文件等可以断定, 农安县的鼠疫流行纯属“自编自演”。此外,研究小组还

认为, 导致大量日本居民死亡的“新京”的鼠疫流行, 也是出于该部队的谋略

行动。

该小组自三年前开始收集中方记录、关东军命令和日本外交文书等有关

资料达百余件, 以日本研究所的解学诗先生为中心进行分析研究。其成果已

整理成《战争与瘟疫》一书(书之友社) , 将于年内公开出版。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 1940 年 6 月在农安县,继而于 9 月下旬在“新京”先

后出现鼠疫患者。其后不久,根据关东军命令七三一部队驻留“新京”,设立

“关东军防疫队本部”, 由石井部队长任本部长。约十天后,声称“感染源在农

安”,于是又向该县派出部队。

关于此次作战行动, 已查明有自相矛盾之处。第一、有行政的防疫机构,

但从一开始就有军队的大规模行动, 这是没有先例的。第二、有大量可以视作

试验各种消毒剂的实验活动。第三、农安和“新京”两地原来皆非鼠疫流行地,

相互感染途径不明。 (下转 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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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地所效法。他们自力更生, 各显神通, 其共同特征正如塞尔登

所讲, “是在抗战的同时着手解决农村的经济问题,重建党与农民

以及当地上层分子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群众路线为各地的

抵抗运动指明了方向”。

三是关于方先觉是否民族英雄问题。当讨论敌后抗日时, 有人

提出国民党抗日也很英勇, 并以 1944年守卫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

先觉为例,于是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衡阳保卫战进行了 47天, 打得

很出色,中日双方死亡都很惨重。但是,方先觉于 8月 8日投降了

日军。同年 12月,日本派方返回重庆,开展诱降活动。把这样的人

称为民族英雄,显然是不妥当的。会上,大家踊跃发言,出现了争相

讨论的高潮。

这次学术讨论会开得有声有色。与会者无不称赞。大家置身

学术讨论之中,互相启发,都在思考一些新问题。

5月 31日,与会者相继离去。我们南开数人又访问了麦克里

大学和堪培拉。

6月 5日,我们离开悉尼。在香港科技大学,我作了一次学术

报告,还访问了树仁学院和中文大学。

短短 15天,所见所闻颇多。现仅将会议状况记述于此,以飨读

者。
(作者单位: 南开大学历史系)

(上接 252页)

研究小组经查阅战后七三一部队向美军提出的报告(  ! 一报告 ) ,

发现其中有将新京与农安县因感染鼠疫而死亡者的尸体解剖结果附以说明

整理而成的项目。此外, 日本中央大学吉见义明教授等发现,陆军省医务局医

事课长的 1943 年业务日志上,作为石井部队长的“既往业迹”, 载有关于在农

安县进行撒布鼠疫细菌进行实验的报告。这也是谋略活动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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