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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化学战问题不仅是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影响中日关系的现实问题。
历史上，日本军队曾在中国进行化学战，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害；现实中，日本遗留在
中国的化学炮弹、炸弹毒剂等，仍不时在危害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
因此，系统清理日本的化学战问题，不仅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亦有急迫的现实意义。
　　读者对象：大专院校文科师生，史学教育、研究工作者， 国际关系史研究者，以及大中型图书馆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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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步平，1948年7月生于北京，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日本新澙大学，横滨市立大学客座
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日关系史，日本餿略中国与东北史，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化学战问题和后遗留问题。
对中日间销毁处理遗弃化学武器的问题，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认识问题，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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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1996年9月，在日本东京的新宿区由和平人士举办了揭露日本进行化学战罪行的（毒气展），曾
在相模海军工厂服役过的奥山辰夫参加了展览后提出了关于工厂情况的证言。
根据他的证言，矢口仁也先生特地于10月8日调查了工厂的遗址，并发表了文章，其中谈到：    相模海
军工厂位于神奈川县高座郡寒川町一之宫。
原来这里是生产军服的工厂——昭和产业(现在在横滨市的鹤见)，1942年7月海军将其买下，把平冢市
的海军技术研究所化学研究部移到这里，于1943年5月升格为相模海军工厂。
到投降前的二年里，这里是日本海军惟一的研究和制造各种化学兵器的地方。
工厂占地704000平方米，有工人约3000人，但同该地即寒川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可以说是享有“治
外法权”的地方吧。
战后有很大变化，几乎都变成了民营企业，只有一家化学公司还是当时存在的企业。
在那一地区至今还保存着大约是弹药库一类的四五栋建筑，从外面可以看到二三栋。
    在这里主要是制造芥子气为主的毒气兵器，另外还有三式普通弹、各种燃烧弹、发烟筒、防空气球
、防空风筝、防毒面具、防毒衣等。
其中问题最大的当然是毒气兵器。
毒气兵器和三式弹并没有存放在寒川，生产出来后就运到横须贺镇守府管辖的池子和濑谷的火药库去
。
后来因为美军空袭加剧，又分散到耶马溪、大凑、吴、佐世保、舞鹤等地贮藏。
    工厂分为三部分。
第一车间是生产芥子气；第二车间是把芥子气(茶褐色糖浆一样的黏稠的液体)装到罐中；第三车间是
把第二车间出来的罐装芥子气装到炸弹里。
当时的从业人员分为工人、临时工、挺进队和学徒。
从事与芥子气有关的工种的从业人员都是从各地征召来的年轻的临时工，也有从朝鲜来的少年工。
因为他们直接从事芥子气的生产，所以即使有防毒的装备，仍逐渐被毒气侵害，眼圈被熏得紫黑，面
有菜色，咳嗽气喘，穿着胶靴走路都没有力气的样子。
挺进队和学徒看到那些人像是从地狱里出来的样子都感到十分的同情和难过。
到现在还在惦记着他们是否还活着。
    奥山在刚满18岁时就被征用到第二车间工作，只干了8个月就受到芥子气的侵害，留下了后遗症仍在
折磨着他。
每月平均吐血两次，得用救护车送到医院去。
    随着对日本化学战战争责任的追究，曾经在相模海军工厂服役过的工人终于知道了当年的实情。
在战后半个多世纪后才对当年的情况有所了解，这些被病痛折磨多年的人有深深地被愚弄的感觉。
笔者的日本朋友押见真帆这两年一直在关注他们的情况，下面是她最近撰写的文章。
征得她的同意，将其转载。
    除了上述情况外，日本军队还在统治区进行残暴的毒气实验，在“扫荡”中对平民用毒，都造成了
中国军民的伤害。
但是关于伤害这一方面的统计，目前也是极不充分、极不完整的。
    综合各方面的资料，纪学仁教授初步认定日军在侵华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造成中国军民中毒9．4万
人以上，其中死亡人数超过1万人。
    各方面的统计资料尽管很不充分，但是基本可以看出，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的用毒，是从1937年
就开始了的，在1938～1941年，使用的次数和造成的伤害都比较多，从1942年后开始有所减少，但是
没有停止。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42年6月第一次就日本军队使用化学武器的暴行提出警告：“有关日本军队在中
国各地使用有毒气体或有害气体的具有权威性的报告正提交这个政府。
我明明白白地说明，如果日本坚持对中国或对国联的任何其他国家进行这种不人道的战争，这种行为
就将被认为是反对美国，将会遭到以牙还牙的全力以赴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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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美国的化学战能力曾经进行过调查，相信美国化学战的能力远在日本之上。
但是1942年的时候，太平洋战争的局面对美国并不十分有利，所以日本对于美国的警告似乎还没有引
起太大的注意。
    1943年6月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再次发表措辞激烈的声明：“这种(化学)武器的使用已经普遍为文明
人类的舆论所唾弃。
美国方面从来没有使用过，而且我也希望永远不使用它们，哪怕是被迫的。
我郑重声明，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也不以化学武器诉诸武力，除非我们的敌人首先使用。
美国还认为：冒犯国联的任何国家，就被认为是冒犯美国本身，美国将做出适当的反应。
我们保证对犯有使用化学武器罪行的人给予完全的、快速的、以牙还牙的报复。
为此，无论哪一轴心国使用任何毒剂，美国都将对遍布于轴心国土上的弹药中心、海港以及其他军事
目标立即执行可能是最强烈的报复。
”尽管美国做出了这一声明，但是日本仍然将其看做是一种恐吓，狡辩说“是因为同盟国方面使用了
化学武器，日本才被迫使用”。
这是因为美国的化学武器在太平洋区域的储备并不多。
    在施工地点的后面，一座将近20米高的怪模怪样的建筑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是一个方形的建筑，东侧和南侧分别有门一样的洞，西侧分布着6个铁制的窗户，上面还有高近10米
的烟囱。
同地图对照，这显然就是烧却塔了。
从图上看，在这个塔的周围还有消毒所、危险品库，是焚烧实验动物的地方。
而在塔的旁边，的确发现了许多玻璃实验器皿的碎片。
    我们还在塔的内外进行了简单的测量，  目的是想推断出塔的内部结构。
因为我曾经接触过工厂的燃烧炉，大略了解这一类设备的燃烧原理，所以能够画出一个结构草图。
我推测的结果是：在塔的旁边有电动的鼓风机，通过管道把空气从塔的下部吹上去，促使燃料燃烧，
火焰通过塔内回旋的道路，将摆放在一层一层铁网上的动物的尸体焚化。
当然，具体的情况还需要当时的技术资料验证。
不过，我对于这种推断还有一定的信心。
    搞清了塔的结构，已经是中午12点了。
在返回的路上，鹤冈先生领我们来到一座类似纪念塔的建筑面前。
在庞大的水泥基座上，矗立着近3米高的“山”字形的塔身，是用大块的花岗石雕刻成的，显得十分
气派。
塔身的正中镶嵌着光洁的大理石，在那上面刻的是“动物慰灵之塔”六个大字。
这是习志野学校为了那些被实验夺去生命的动物而设立的。
虽然对于动物，特别是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现在正逐渐成为人类文明程度提高的一个标志，但是，
我看着这个为动物设立的“慰灵塔”，却丝毫没有激起保护动物的责任感，相反，总觉得有莫大的讽
刺意味。
我想到了在战争中死于日本侵略者之手的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民，想到了在反抗侵略者的战争中牺牲
的数以几百万计的中国军人们，想到了毒瓦斯造成的数以十万计的受害者，也想到了那些曾在大久野
岛毒气工厂工作过现在正忍受着病痛折磨的日本人。
如果为动物建筑这座塔的人们真有善良的动机的话，难道不应该为被毒瓦斯所害者建立一个更大的纪
念塔吗?据说村山内阁曾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准备在1995年建立一座悼念在战争中死去的亚洲各国人们
的纪念塔，这当然是一个进步，尽管来得晚了一些。
       在离开碑5米左右的地方，有一个积了水的大坑，水坑边有几十枚毒弹暴露在地面上，弹体锈蚀不
堪。
孙吴县的资深历史研究者杨柏林告诉我们：“这些毒弹就是人们平常说的毒瓦斯弹，它和普通炮弹不
同，它的弹体有夹层，像暖水瓶的胆，里面装有毒液体。
”    提到“毒瓦斯”，我们会立即想起中学时代多次看到过的一部电影——《地道战》。
那是描写河北人民抗日斗争的影片，挖地道与日本鬼子周旋，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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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队用强攻的办法不奏效，就向地道中投入了“毒瓦斯”，结果使那么多老人和孩子被熏倒或窒
息而死。
那种厉害的“毒瓦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这次考察之前，我们大概地了解一些关于生物、化学武器的问题，但也是第一次见到实物。
当时我们已经知道“毒瓦斯”属于化学武器，是国际间通过公约禁止使用的武器，而且也是目前国际
裁军会议正在谈判的问题。
据说日本方面对于在战争中是否使用过化学武器还持否定态度，因此也不承认在中国遗弃了化学武器
和造成了伤害。
所以，在这里埋藏的化学武器，是揭露日本违背国际公约的一个重要的证据。
不过，关于这些化学武器的背景情况以及遗弃的化学武器所造成的伤害还需要我们做较深入的调查。
看着那些锈迹斑斑的炮弹，脑海中浮现出惨死在战争中的和平居民的形象，仿佛置身于硝烟弥漫的战
场。
“一定要调查日本军队使用、遗弃化学武器的罪行，不能让这种危害继续下去”，我们在心中暗暗地
下了决心。
   去年，我参加在广岛召开的会议，又见到了三尾先生。
会后，大阪、名古屋几个地方的和平团体邀请我去讲演，整个一个星期的时间都是由三尾奉先生陪同
，，一路上我们有许多交谈的时间。
三尾先生告诉我说，他出身于歧阜的贫困的农民家庭，虽然当时参军作战是义务，日本年轻人不可逃
避，但是他认为还应从日本教育上找原因。
因为日本人从上小学起，就受到军国主义的教育，在那时的教科书里，充斥着鼓吹为天皇献身的内容
。
他痛心地说，我就是抱着那样的思想到中国去的，抓到中国人还认为是自己的功绩。
谈到改造后回国的经历，三尾先生说，刚刚回国的那几年很困难，哪里都不肯接纳他，把他看成亲中
国的赤色分子。
后来他白手起家办起了一个经营医疗器械的公司，并在农村推行医疗保险，逐渐走出了困境。
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中国恩人，前几年他拿出自己的积蓄，购置了两台装备了先进医疗设备的汽车
，赠送给自己的再生之地——抚顺。
在路上，我看他还在整理着一些文件，那是关于帮助在中国的合资公司的计划。
    在这次同行的路上，不知疲倦的三尾先生还是那样忙碌。
为了让我能够得到更多的收获，每到一地他都同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成员们联系，给我安排各种活动
。
有时得到的资料多了，他还抢着帮我背背包。
然而，也就是在这次同行的接触中，我发现每天他只吃一点点饭，但是喝许多咖啡。
晚上如果有宴会，他经常是中途退场。
他说有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每天只能睡一小会儿，还要服用大量的安眠药物。
我还发现他经常重复地交代明明已经安排好的事情。
有一次，他告诉我提前起床吃早饭；因为乘早上的新干线。
然而吃过饭才发现还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又回到房间休息。
因为他总说自己是“急性子”，我当时并没有在意。
其实，现在想起来，那都是他身体衰老的表现，只不过他是在努力同自然规律进行顽强的抗争。
    那次旅行结束时，三尾先生同我长谈了一次。
他对当时日本社会出现的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言论感到气愤和忧虑。
他指着一篇称“三光”作战是虚构的文章说：这篇文章的作者在战争结束时才7岁，他有什么资格评
论那个问题?我们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成员都是战争的亲历者，我们的证言才是有权威性的。
他忧虑的是现在的日本年轻人大多数已经不了解那一段历史，很容易被打着“爱日本”旗号的宜传所
迷惑。
我问他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他告诉我，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正在筹办一份杂志，决心同右翼的历史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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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言行进行坚决的斗争。
他还说：虽然我们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但是绝不能眼看日本被引上危险的战争道路。
他希望我能够为这一杂志的创刊号写一篇文章，我立即答应了。
不久，三尾丰先生作为编委之一的杂志出版了，我的文章也被刊登在创刊号上。
一年后，这一杂志成为日本社会具有相当影响的对右翼翻案势力进行斗争的阵地。
每次收到从日本寄来的还散发着油墨香味的杂志，我总是立刻想到三尾丰先生。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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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在人类社会进入新的21世纪的时候，人们有理由对新时代的到来寄予希望，充满信心。
但是，人类社会也不能忘记在即将送别的20世纪所发生过的不幸的历史，特别是战争的历史。
20世纪的上半期，世界经历了两次大规模战争的磨难，后半期虽然没有发生世界规模的战争，但是在
冷战阴云的覆盖下，人类社会依然动荡不安。
尽管进入到20世纪的最后十年，冷战局面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加快，但是局部地区的战争不断，
大规模战争的危险依然没有解除。
因此，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在思考21世纪的时候，不能忘记总结20世纪的经验和教训，不能忘记战争
的悲惨历史。
    然而，在总结历史教训的时候，我们经常遇到的是不同历史认识的争论，  因为战争是有正义与非正
义之分的。
战争的双方在战争结束后能不能“痛定思痛”，共同追究战争的责任，研究战争的历史，总结战争的
教训，这是能否真正结束战争历史，开创新局面，面向未来的重要的试金石。
遗憾的是，我们经常看到：发动侵略战争一方的某些势力，仍然总强调侵略战争的合理性，否认在战
争中犯下的暴行，因此激起被侵略国家国民的义愤。
极端的战争狂人在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的，放纵这些人的言行，导致两国人民间关于战争历史认识长期
的分歧和争议，就是很严重的问题。
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斗争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不消除两国国民间的分歧和争论，如果不着眼于各国
人民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2l世纪就会依然隐藏动荡和危机。
    作为历史研究者，我们认为消除不同国家的国民间关于历史认识的分歧和争论，促进相互理解和友
谊的主要方法是共同面对历史的真实，特别是侵略历史的史实。
从这一认识出发，基于以下的考虑，我们选择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作为突破点。
    第一，使用化学武器是早已为国际公约所禁止的行为，日本军队违背国际公约在战争中开发研制并
使用化学武器当然应当受到谴责。
在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缓和的趋势下，尊重和维护国际公约的权威性，应当成为各主权国家重要的国
际义务。
    第二，日本军队在中国进行的化学战不仅屠杀和伤害了大量的中国国民，而且还与以731部队为代表
的日本细菌部队共同使用活人进行毒气的医学实验，这种残暴的有组织的杀人行为惨绝人寰，是对人
性的巨大摧残。
科学技术发达的日本应当从科学的反人类行为中吸取教训。
    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军队把化学武器丢弃在中国，对中国人民的安全和环境造成严
重的威胁，而且日本军队的化学战罪行在战后受到了美国的保护，被免于起诉，战争罪犯没有受到应
有的审判，成为战后最有代表性的遗留问题。
任何希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和希望提高国际声望的国家，应当对历史遗留的问题做出反省。
    1993年1月，在法国巴黎签署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
公约严格禁止对化学武器的研究、制造、使用和贮藏，明确了对于化学武器的核查原则，并且提出对
战争期间遗弃化学武器(老化武)的处理和销毁的问题。
1997年4月29日  《禁止化学武器公约》正式生效。
1999年7月，中日两国政府就销毁日军遗弃在中国境内的化学武器问题签署了备忘录。
从2000年起，日本政府开始履行处理遗弃化学武器的义务。
而正在这一工作的进行中，2003年8月4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发生了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伤害事
件。
因此，日本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行的化学战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是与当代的中日关系有紧密
联系的问题。
众所周知，化学武器与化学战不但具有相当的专业特点，而且与现实有密切联系，许多资料不在国内
而在国外，许多实际地点需要亲自考察，所以是一项相当繁重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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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要向热情无私地提供支持的各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要提出的是中国人民解放
军防化指挥学院的纪学仁教授和他的同事们、日本ABC企画委员会的朋友们，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和
帮助，完成这样的重大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1999年起，我们的研究又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的资助，终于能够在充分的历史
考察和现实调查的基础上完成这一专著，从不同的侧面全面地向读者展示发生在半个世纪前的那一幕
史实。
                                                                   步  平                                                                  2003年8月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