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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年前的 9 月 2 日，日本向包括中

国在内的同盟国无条件投降，这是中

国人民浴血奋战的结果。长期以来，对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研究，党史部门、

军史部门、高等院校、社科研究机构等

做了大量工作，许多足以弥补历史空白

的新史料，以事实批驳了歪曲历史、否

认和美化侵略战争的错误言论。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抗战研

究要深入，就要更多通过档案、资料、

事实、当事人证词等各种人证、物证来

说话。今年，在社会各界的共同推进

下，我国又发现、搜集、整理了一大批

抗战新史料。这里的“新”，既包括新

发现、发布、翻译的有填补历史空白意

义的史料，也包括专家学者研究的新

数据、新观点。

今年，对日本侵华史料的整理工

作得到进一步推进。如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农村研究院对在中国从事情报搜

集活动达 40 余年的“满铁”资料的编译

出版，意义重大。再如黑龙江省档案

馆、吉林省档案馆作为馆藏日伪档案

较多的机构，不断通过资料公开发布、

编辑出版书籍等方式提供日本政府犯

罪行为的确凿证据。如黑龙江省档案

馆近期公布了一批新发现的日军关东

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日军“慰安

妇”档案等。然而，翻阅、整理日伪时

期的档案，对整理者身心都是极大的

折磨。黑龙江省档案馆馆长齐秀娟表

示，再多的付出也值得，“这是我们档

案人的责任与使命”。

我国学界近年来也不断开拓中国

抗战史研究新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

成果。例如，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牵

头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

产损失”课题组，从 2004 年开始对全国

“抗战中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进

行了历时 10余年的调研，目前已出版两

批调研成果。今年发布的第二批专题

性调研成果分别对日本在华的劳工统

制、细菌战等侵略行径所造成的伤亡

数、决策执行体系及政策实施演变情况

等进行了梳理。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原所长谢忠厚表示，这批资料

内容颇全面、完整，得出的新数据、新结

论是日本军国主义罪行的铁证。

当然，对抗战史料的研究不限于

“沉默”的史料，近年对“活”的口述史

的搜集工作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如国

家图书馆 2012 年启动的“东北抗日联

军专题”，截至 2014 年先后采访了 7 个

省区市的 78 位东北抗联老战士及家属

后代等，采集到许多珍贵的口述史料、

图片、书信等。而至今年 5 月，这些受

访人中已有 12位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在抗战新史料的搜集、整理、研究

工作中，政府单位、学术机构及个人等

都以各自的方式在不同方面发挥着作

用。然而，“相比抗战的角度之多、意

义之重大、涉及面之广，我们目前对史

料的掌握、发掘还远远不够，研究也需

更深入。”谢忠厚表示，做历史研究不

能急功近利，要肯下工夫，要到档案资

料中去发现新的研究点和证据。正如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居之

芬所说：“搞历史工作，不仅要对自己

负责，更要对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

◆吉林省长春市曾是日本侵华时

期伪满洲国的“国都”，也是日军关东宪

兵队司令部所在地，这里遗存了大量日

本侵华时期的档案。此件档案记载了

昭和十三年（1938 年）二月一日至十日

南京及周边各市县的治安恢复情况。报

告包括警备保安机关的配置情况、自治

委员会活动情况、难民返回情况、居民生

活状况、文化设施恢复情况、民心归向情

况、抗日团体（分子）及其中国方面残兵

情况、军队慰安所设立情况及妨碍治安

恢复因素及其对策意见等13个方面。

吉林省档案馆馆长杨川：“吉林省

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档案整理研究”是国

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重大项目，去年吉

林省相关部门将我馆近些年新发现、整

理的 89件重要档案整理成册——《铁证

如山》。如根据此件档案的时间、内容，恰好体现了大屠杀后期南京秩序的恢复

过程及当时军民的状态，无疑为南京大屠杀又添新证。

◆埃文斯·福代斯·卡尔逊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曾于 1927 年、

1933 年、1937 年三次来华。该图为 1937 年，卡尔逊受时任美国总统

罗斯福委派，以海军部观察员的身份负责了解中国形势。卡尔逊两

次深入考察敌后抗日根据地及延安。因此，相比斯诺等当时来华的

美国记者，他的观察视角更具军事战略眼光。他搜集与保存的资料

明显有补史之阙的作用。

由卡尔逊收藏的抗大课程表（左图）显示，当时的抗大教学不仅

重理论，设置了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等课程，而且更重实战，

有射击学、工事伪装等课程，科目十分丰富。授课教师亦多为著名理

论家和军事家，如（艾）思奇、（张）际春、（杨）兰史、（郭）化若、（许）光

达等。

上海图书馆副馆长周德明：这批“卡尔逊抗战史料”的数字版是

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今年捐赠给上图的，包括抗大文献

4 件、晋察冀边区《抗敌报》6 件、八路军军政训练资料 7 件等，共 26

件。这批史料真实而鲜活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发

挥的中流砥柱作用；在大量海外史料难以索回的情况下，数字化回

归不失为一种可行的选择。据了解，延安抗大纪念馆、河北邢台抗

大陈列馆等专业机构均无相同藏品，有的博物馆收有《抗敌报》数

件，但不雷同。以目前知晓的信息看，这批“卡尔逊抗战史料”多为

孤品，弥足珍贵。

细菌战：沉重但必须面对的话题
侵华日军细菌战致患者亡者人数统计：
●东北地区：第 731 部队和第 100 部队散播细菌，使疫病流行约 38 个市县旗，至少致病者达

5.4万余人，其中死亡 4.3万余人
●华北和西北地区：北支（甲）1855 部队散播细菌，使疫病波及 113 个县旗，致病者达约 100

万人，其中死亡约 30万人
●华中和华东地区：荣字第 1644 部队与第 731 部队配合进行细菌战，使疫病流行于 40 余个

市县，至少致病达 32万人，其中死亡约 7万人
●华南和西南地区：波字 8604 部队和第 731 部队配合散播细菌，使疫病流行于约 107 个县，

致病达 100万余人，其中死亡 24万人
●合计：日军实施细菌攻击作战，造成 290 多个市县旗鼠疫、霍乱、伤寒等疫病爆发，致使中

国 237万余人患病，其中死亡约 65万人。

资料来源《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报告》

◆二战期间，日本公然违抗日内瓦国际公约，在侵华战争中大量使用细菌武器，给中国

人民造成惨重伤亡。当时，日本将细菌战作为制胜的“秘密武器”，而其中的人体实验与活

人解剖观察被列为“秘密中的秘密”。早在一战末期，日本即着手细菌战研究，1930 年石井

四郎在欧亚多国搜集细菌战情报回国后，在东京陆军军医学校成立细菌武器研究室，对外

称“防疫研究室”。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先后在我国东北建立关东军防疫给水——

细菌战部队，代号“731部队”；建立关东军兽疫预防部队，代号“100部队”。1937年“七七”事

变后，相继组建华北“北支（甲）1855 部队”，华中“荣字 1644 部队”，华南“波字 8604 部队”。

1942年，日本又在东南亚等地建立“冈字 9420部队”。

这 6支细菌战部队 5支在中国大陆，先后在中国东北、华北等区域的 60多个城市设置细

菌战的支部、办事处或分遣队，在野战师团、旅团设置细菌战班。日本侵华细菌战以第 731

部队和第 100部队为最大基地，以日本天皇与大本营为指挥中心。这些部队联系密切，与各

地日本陆军、海军医院及“同仁会”等所谓“慈善”机构配合行动，口喊“防疫”，暗地里抓捕抗

日战士、妇女、儿童进行细菌实验和活体解剖，研究、制造了大量细菌武器，更是将鼠疫、霍

乱、伤寒、炭疽等细菌散播在交通要道、战略要点等处，或混入饮水、食物、瓜果中，给中国人

民造成的病亡之惨痛、遗患之深重难以想象。

日本投降时，日本军部下令销毁细菌战的一切罪证，因而存于我国的相关资料并不

多。时至今日，日本政府仍拒绝披露。然而，中国学术界早在 1933 年就开始关注细菌战问

题，抗战胜利以来国内积累了大量相关史料、取得了较多调查研究成果，尤其是近 20年来成

果显著。现在可以初步认定：据不完全的史料计算，日军进行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观察，惨

杀抗日志士和平民（含少数外国人）约 4万人；在中国大陆约 20个省区市散播细菌，使中国民

众 237 万余人遭受惨重伤害，其中死亡约 65 万人。当然，这只是初步的研究结果，尚需国内

外研究者进一步广泛调查和深入研究。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谢忠厚：

这是一个沉重但必须面对的话题。日本细菌战部队，是披着“防疫”外衣的特种部队，

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产物，其反人类罪行对中国人民及社会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伤

害。今年，《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报告》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

工程的第二批专题性成果，从日本侵华战争的总体谋略、部署的高度，考察和研究了日本侵

华细菌战的问题，比较全面、系统、真实、准确地揭露了日本细菌战的反人类罪行。

作为抗战时期损失研究的一个“新”成果，该书是在全面性、系统性、整体性上的新，

新的资料、数据，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可以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一部重要的研究成果、

史著。

“新”的史料：就日军细菌部队的研究情况来看，该书全面揭露了日军在中国大陆的5支

细菌部队的组织系统和秘密网络架构，尤其是对在华北的第 1855部队的揭露与梳理，更是

填补了研究的空白。因有关 1855部队的资料所存较少。近些年，随着一些国内资料的发

掘、国外相关研究的推进，基本弄清了 1855部队的本部所在地在今北京天坛公园西南角的

神乐署内，以及其还在天津、张家口等16个城市设有支部、办事处或分遣队的情况等内容。

“新”的研究数据：上述数据，是建立在对全国各省区市有关细菌战的资料搜集、发掘和

统计、估算基础之上的，相对来说也比较保守。

日本侵华细菌战是日本的国家犯罪，加之，隐瞒细菌战真相包裹着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的祸根，这更表明当今研究细菌战的重大现实意义。但我们已经揭露的只是一小部分，继

续研究、搞清楚日本侵华细菌战的历史真相任务艰巨、任重道远。

抗战“新史料”还历史以真实
本报记者 张 妮

◆今年初，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主持编译的《满铁调查》中文版

第一辑出版。自 2010 年起，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组成专家团队，翻译

编辑了一批由黑龙江省档案馆等单位收藏的满铁调查报告资料。第一辑所选

资料是日本侵华期间所搜集的关于我国东北、华北等地农村的社会经济情报。

“满铁”是指 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地区的东

清铁路南满洲支线长春以南的路权，于 1906年设立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

简称。其历任总裁都由日本政府直接任命。表面上它是一家股份公司，实际上

是日本侵华的特殊情报机构。满铁在长达 40年的时间里，除了经营南满铁路及

其附属企业外，还兼有调查我国的物产和自然资源，为日本侵华政策提供军事、

政治、经济、社会等情报的特殊使命。满铁在其存续期间形成了大量的调查、图

书及档案资料，统称为满铁资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满铁在我国各地所做的各

种调查资料。满铁调查包括对工商业实态、城市不动产、财政金融、经济概况、

农村农业、军事政治、自然资源、社会风俗、道路交通、对华移民的调查。

南京农业大学博士生导师、满铁研究专家曹幸穗：满铁资料是有关近代中

国和东北亚地区情况的巨大资料库。日本战败投降后，这些资料基本上留存在

中国。本世纪初，在国家社科基金的大力支持下，先后有 300余位专家经过 8年

努力，于2005年编辑出版《中国馆藏满铁资料联合目录》（30卷）。

需要特别指出，满铁资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对我国进行殖民统治而

搜集的“立法和行政上的参考资料”，是对一个主权国家的公然侵犯，是其无数

罪行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日本侵略者在我国进行情报调查的产物，满铁资料

在相当程度上保存了我国近代社会经济的真实面貌，因此具有重要的历史见证

物和学术利用的价值：首先，通过研究，可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还

历史真面目。满铁的成立，本身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犯中国主权的产物，满铁

的经营活动涉及抗日战争中许多重大事件，是日本侵华的缩影。其次，满铁资

料中有着大量的关于我国自然环境的调查报告，可以利用这些资料进行相关的

历史演变比较研究。第三，满铁调查保存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大量真实数

据，可以成为近代史各相关学科研究的参考资料。

满铁：其存在即是日本侵略罪行的证据

日军“特殊输送”档案

◆此件档案系 1940 年 5 月 23 日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给北安

宪兵队、哈尔滨宪兵队的《关于对苏联谍报员尚开明处理的通报》。通报内容为

对北安宪兵队扣押的苏联谍报员尚开明做“特殊输送”处理，先由北安队将其移

送到哈尔滨队，在哈受审后，实施“特殊输送”。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长齐秀娟：所谓“特殊输送”，就是将秘密逮捕的反满抗

日者直接进行秘密审讯，经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批准后，下达“特殊输送”指令，秘

密地将其输送给731部队，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实验，直至残暴地杀害。这一手

续因未经过法庭公开宣判就径直把这些人秘密送交 731部队，是带有特殊性质

的处置办法。由于侵华日军一直将细菌武器的研制列入“绝密”加以掩盖，因此

该档案是记录关东宪兵队和 731部队相互勾结共同实施罪恶活动的原始文件，

是历史的真实记录。

日军“慰安妇”档案

◆此件档案系1941年

12 月 11 日伪绥阳国境警

察 队 寒 葱 河 队 队 长 给 伪

绥 阳 国 境 警 察 队 绥 芬 河

队长的《关于辖区内“日

军专用朝鲜人料理店（慰

安所）”已开设情况的报

告》，记载了“日军专用料

理店（慰安所）”具体开设

情况，包括时间、经营场

所，慰安妇人数等内容。

从档案中可以看出绥阳地

区设立慰安所形式为军督

民办。并且档案中明确表

明，所谓的朝鲜人料理店，

就是日本军方设立和指定的专为军人服务的慰安所。

黑龙江省档案馆馆长齐秀娟：“慰安妇”档案具有最原始、最真实的特点，揭

露了侵华日军在绥阳县（现牡丹江市东宁县绥阳镇）设立慰安所的历史真相，证实

了慰安所的开设是有目的、有计划的日本军方行为，有力回击了日本右翼势力有关

“慰安妇是商业行为，与日本政府及军队无关”的谎言。慰安妇是日军强迫中国、朝

鲜、东南亚国家以及少数欧洲国家女性充当其性奴隶的国家犯罪行为，是世界文明史

上无耻、残暴的一页。这些档案是我馆近些年致力于发现、整理、研究日伪时期

档案的成果，可谓目前国内发现的证明慰安妇制度是日军军事附属制度的政府

犯罪行为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

南京大屠杀新证

日本在华掠夺人力资源的力证
1935年至1945年日本强掳奴役中国强制劳工总数及死亡概数统计：
●东北沦陷区：骗招 486.35 万人，强征 550 万余人，奴役 1036 万余

人，死亡 170万余人
●蒙疆沦陷区：骗招、强征，奴役 41.5万人，死亡 7万余人
●华北沦陷区：强征、抓捕，奴役 400万余人，死亡约 40万人
●华北劳工“集中营”：特殊劳工（战俘与平民），奴役 21万余人，死亡

6万余人
●华中沦陷区：强征、抓捕，奴役 33万余人，死亡近 4万人
●华南沦陷区：强征、抓捕，奴役 25.5万人，死亡 7.65万余人
●日本本土及其他：强征、抓捕，奴役 4万余人，从定“契约”时起计算

死亡 9000余人
●合计：骗招、强征、抓捕，奴役 1561.5 万余人，死亡 235.5 万余人、伤

残与之相当，劳工伤亡总数达 470万余人

资料来源《抗战期间中国劳工伤亡调查》

◆日本在华劳务统制掠夺是从 1933年开始实施的。1933年，日

本抛出奠定其在伪满洲国的第一部经济统制掠夺纲领——《满洲经

济建设纲要》，并建立以关东军特务部为首的第一个“劳工统制委员

会”。该委员会的使命就是为关东军修筑战备公路铁路、军事工程、

开采矿藏等军备产业，有计划地从中国诱招劳工，并对其进行严厉

的劳动统制和超强榨取。也就是说，将中国华北赴东北谋生的被称

作“闯关东”的农民，强制变成为关东军军事工程及日本在满军备生

产服役的“强制劳工”。

日本在华的劳务统制掠夺从 1933 年持续至 1945 年，长达 12 年

之久。根据以上七大区、场所中国劳工伤亡损失的分别考证，我们

可以综合得出 1935 年至 1945 年的 10 年间，日本在以上七大区域、场

所共强征、奴役中国劳工达 1500 万余人。其中，以诱骗方式大规模

骗募奴役中国劳工近 500 万人，以公开强征抓捕方式强掳奴役中国

劳工达 1055万余人，被折磨、摧残致死的达 235.5万余人。

至于劳工伤残人数，有些地区的统计不够详尽，但从东北、蒙

疆、海南地区统计来看，重要矿山、军事工程劳工伤病率都在 50%至

100%。因此，最后统计采取了参照赴日劳工伤残率与死亡率相当的

事实，确定中国劳工伤残数与死亡人数基本相当。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居之芬：

二战期间，日本对我国的侵略并不仅在物质资源，对我国人力

资源的掠夺、残害也极其严重。今年，《抗战期间中国劳工伤亡调

查》作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调研工程的第二

批专题性成果，也作为学界的“新”成果，可以说是国内关于二战期

间日本劫掳、奴役、残害中国劳工事件的一个完整调查，是当下颇为

完整和可靠的一本调查、研究。它全面调查并揭示了二战期间日本

在华各日占区实施强制劳动政策、强掳奴役中国劳工的战争罪行，

是日本对华人力资源掠夺罪行的一份厚重且极具说服力的证据与

史料。

我从1999年开始做“日本对中国华北劳工的掠夺”这一课题，10

余年来与多家档案馆合作调查、搜集了大量史料。本书主要依据了

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10余家档案馆、图书馆的日伪劳工档案

文献，战时日本在华经济情报机关的有关劳工绝密调查与统计资

料，及相关当事人和劳工幸存者的证言等。

因而，该书有两大优势：一是数据统计量大且可靠，基本不采用

孤证，使用数据原则保守；二是揭发了日本对华劳工统制的决策机

构、执行机构、政策演变过程等始末，以及各个时期的计划、执行情

况及伤亡率，可以说是国内非常完整的日本残害中国劳工的证据史

料，我还曾因掌握这份证据，于 2006年为健在的曾赴日的劳工出庭

作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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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妮采写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