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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古以来，有战争就有战俘产生，但是唯有到了近代，战俘问题才被国际社会提上了议事日程。
自近代以来，国际社会陆续制定了各种旨在保护被俘的战俘身份待遇和基本生存权利的国际约章和条
约。
这些有关战俘待遇公约和条约的签署无疑是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大文明和进步。
但是，无论如何制定和签署各种各样的有关战俘待遇的国际公约和条约，其执行仍然受到各种综合性
因素的限制。
这些限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各交战国签署了有关战俘待遇的公约，并不意味着交战国就能够遵守这些公约。
其原因除了受当时战争条件的限制外，还包括了交战国的当权者是否有意图信守条约、是否对从军的
士兵进行了有关对战俘待遇公约等国际法的教育；第二，这些限制还应该考虑到各交战国的文化和社
会背景。
换言之，即在各交战国中的文化中，是否有排斥战俘和虐待战俘的文化因素存在。
　　近代以来的战争历史表明，一些交战国肆意曲解有关战争和战俘的国际法，以不承认对方国的交
战地位、没有宣战为借口来逃避战争责任，进而不承认战俘的身份和地位，肆意凌辱战俘或酷使战俘
从事苦役等情况屡有发生。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文明虽然出现了西欧文明引领世界文明的趋势，但是，无论是发达的欧洲还是进
步的亚洲，古来的“生不受囚”的思想一直根深蒂固，战俘成为了获胜者随意分配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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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沈阳盟军战俘营设立于1942年12月，是二战时期曰军关押英美将校战俘的主要战俘营。
出席1945年密苏里战舰曰军投降仪式的美军陆军中将温莱特曾在该战俘营关押。
该战俘营最多曾关押英美等盟军战俘1729人(1945年8月)。
    本书考察了战俘营的管理体制、人事制度、战俘移送、战俘死亡、战俘人数、战俘同其家属的通信
以及曰军通过战俘家属通信对美国的情报收集等情况，以期还原沈阳盟军战俘营的历史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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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日军在我国各地设立了许多关押和收容我军战俘的收容设施，包括1937年7月在北京附近设立的收
容设施以及在石家庄、洛阳、太原、济南、张家口、郑州等地设立的收容的设施。
其中，1937年7月设立在北京颐和园附近的北平西苑战俘收容设施，系为日军1937年7月至8月平津作战
时在北苑、南苑、通州等地俘获的中国军队战俘而设立的战俘营，其正式名称为“华北方面军俘虏收
容所”，直属华北方面军司令部。
该战俘收容设施中的战俘主要是经石家庄、济南、太原、张家口、郑州等地前线日军设立的临时战俘
营中收容的我军战俘转运而来的。
在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至1940年间的战俘主要为国民党军战俘，其后，还收押了共产党所属八路军
的战俘和地下工作者。
根据学者张子峰等人的考证，该战俘收容设施由日军华北方面军所属北京防卫司令部管辖，内部设有
警备队负责该战俘设施的警卫，其人员由日军北平地区野战军司令部派出。
在战俘内部设立有“更生大队”、“教育大队”、训练班和“劳动大队”。
“更生大队”为战俘中变节战俘的训练组织。
这些变节战俘经过一定时期的奴化教育后，被分送到伪军、伪警察以及日本人设立的合作社、新民会
、华北交通株式会社、日军特务机关以及伪政府等机构。
“教育大队”负责战俘被俘收容后的审查、甄别过程；“劳动大队”负责将有“坚定的抗日政治立场
”，且体力好的战俘，分送到日本国内和我国的东北、华北和华中地区从事苦役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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