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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刘林生先生所著的《中国的奥斯威辛——日军“太原集中营”纪实》一书，揭露了日军侵华期间
，在华北地区建立的最大的战俘集中营的罪恶史实。
　　“太原集中营”在其存在的7年间，共关押、残害过十几万中国战俘（含八路军、中央军、晋绥
军战俘）。
因为八路军初期战场主要在山西，所以“太原集中营”也是关押、残害八路军战俘最多的日军集中营
。
　　在这座人间地狱里，日军为训练新兵，用八路军战俘活人练刺杀；为培训日军军医，对中国战俘
活体解剖；为救助日军伤兵，用中国战俘活体超量抽血；为实施细菌战，用中国战俘活人实验细菌；
用中国战俘活人训练狼狗；残害中国女战俘⋯⋯“太原集中营”的日军共杀害了四万多中国抗日战俘
。
　　日军“太原集中营”还是日军往日本国、中国东北及华北各地输送战俘劳工的最大转运站之一。
　　他们把中国战俘和随意抓来的老百姓源源不断地押送到山西、河北、东北地区及日本国内，在日
本人控制的煤矿、铁矿、工厂、车站、码头，充当无偿劳动力。
强迫他们干最危险、最苦、最累的活。
他们把所有能掠夺到的中国煤炭、铁矿、粮食、棉花、大豆、文物等等资源和财富，强盗般地统统运
回日本国内，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
特别是华北日军每向东北输送一名劳工，根据日本关东军和日军华北方面军签定的“战时劳工入满协
议”，即可从伪满日本财阀处得到五十元的报酬。
在如此政策的刺激下，于是，华北日军不择手段大做这个“贩卖人口”生意，想尽各种办法向东北输
送劳工。
“太原集中营”就成了日军有组织向东北和日本国内输送中国战俘的重要集结地。
　　山西是中国煤炭大省，煤炭是日本鬼子在中国掠夺的最重要战略资源之一，所以目军往山西各地
煤矿送的战俘劳工数量很大。
日本人管理的煤矿生产条件非常恶劣，他们不顾工人死活．以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最原始的手段，掠
夺性开采。
日本人的阴毒策略是“要煤不要人”，因此井下死亡率高达4人／千吨以上。
还不算病死、饿死、累死、被打死的⋯⋯所以日军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无偿劳动力。
日本鬼子是在用中国人的生命换取他们需要的煤！
　　目军利用中国战俘充当无偿劳动力，在华北的山西等地修筑工事、碉堡以及押送到东北修筑中苏
边界的地下防御工事，以对抗中国抗日军队，对抗苏军。
而他们在这些要塞、工事完工后基本被日军集体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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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通过寻访日军“太原集中营”幸存者，搜集相关回忆录，以大量第一手史料详细记录了侵华
日军在“太原工程队”（“太原集中营”）里的暴行，以及被俘抗日将士秘密组建地下党支部，在日
军残酷迫害下不屈抗争的历史。
书中还首次披露了日军利用战俘作劳工，在修建虎林等军事要塞期间，地下党支部组织战俘暴动，组
建“东满游击队”，在东北林海雪原打游击抗日的悲壮历程。
此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抗战史中战俘斗争史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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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林生，日军“太原集中营”幸存者后代之一。
从1987年开始寻访集中营幸存者，搜集到这些前辈的回忆录和自传等有关史料和文献，详细记录着侵
华日军在“太原集中营”里的暴行和中国抗日战俘不屈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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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002年8月，日中友好协会京都府联合会的高桥幸喜和侗佃米藏，从日本专程到中国，前去山西太
原，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谢罪的。
1937年他们作为侵华日军的士兵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而这一次是带着许久以来的愧疚和心灵的不
安，再次踏上中国这块土地，走上了谢罪之旅，到当年他们曾经驻扎的地方——日军“太原集中营”
，去寻找他们犯下弥天罪恶的遗迹，祭奠那千千万万个死魂灵，来表示他们的忏悔和谢罪，企图实现
自我救赎。
　　在太原市委党史研究室同志的帮助下，寻找到了当时还生活在太原的几位当年日军“太原集中营
”的幸存者——李树德（原名李滋）①、王丕绪②、肖平③、张开明④、李成牛⑤，他们和高桥幸喜
、侗佃米藏60多年后坐到一起，共同追忆着那随着历史渐去渐远的往事，共同寻找着那块“伤心地”
。
　　具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太原，自建城以来饱受了多次的屠城之难，八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太原又经历了解放太原城的一场恶战，当时的太原城满目疮痍，几乎夷为平地，许多的历史遗迹也
随之消失，加之新中国成立后又经过几十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建设的速度不断加快，
尽显喧嚣和繁华，现在的太原城已是一座崭新的大都市。
日新月异的变化使当年的日军“太原集中营”遗迹已淹没在高楼大厦和工厂、商店、学校、街道之中
，曾几度面临被拆除的危险。
那些当年的幸存者或因无暇光顾，或因回避那些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或因怕再次勾起那不堪回首的
伤心往事，久而久之也渐渐淡忘了它的准确位置。
　　但据他们努力回忆，集中营大院子的北墙紧邻太原城的北城墙，集中营的东墙紧邻太原城的东城
墙，也就是在老太原城的东北角。
通过多次寻找，日军“太原集中营”的位置逐渐地清晰、明确了。
高桥幸喜、侗佃米藏和日军“太原集中营”的几位幸存者很快便最终确认：即现在位于太原市北大街
南、小东门街北的山西机器厂和山西省勘察设计院一带，就是当年日军“太原集中营”旧址。
而且毫无疑问地确认：山西机器厂院内西北角，现已用做仓库的两栋灰砖房，就是当年日军“太原集
中营”的牢房。
当“太原集中营”的幸存者们看着眼前这两栋唯一现存的遗物，百感交集。
　　高桥幸喜和侗佃米藏看着这熟悉的牢房，看着当年自己驻扎、生活过，对中国被俘的抗日志士们
犯下累累罪行的地方，面对着陪同他们的昔日曾关押在这里的“战俘”，他们两人再次低下了头，毕
恭毕敬地站立在那儿，闭上双眼，深深地弯下了他们的腰，默默地忏悔，并请求原谅。
面对当年的日军士兵一次又一次的弯腰，一次又一次的忏悔，几位当年的“战俘”又能对他们说些什
么呢？
他们深知这些日军士兵也是“受害者”，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下的“受害者”，只能寄希望于他们为
中日友好搭起一座桥梁，为消灭战争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就是最好的“谢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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