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曾在大久野岛制造毒气用于侵华战争

[日]村上初一　徐勇译

　　从 1929年到 1945年 8月, 日本军队在大久野岛(为一个位于

广岛县竹原市忠海冲的、周围约 4. 3公里的小岛)极秘密地制造了

在战前和战时称为“毒气”的高危险性物质。

　　岛上最先制造、其后占据生产王座的是意帕利特(德文 Yper-

it ,即芥子气) ,也可称为玛斯塔特毒气(英文mustard gas) ,在伊朗

与伊拉克战争中曾被使用过。

　　芥子气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德国军队首先使用, 大战后

期又被英国和法国生产并使用于实战。芥子气是引发皮肤病变的

糜烂性剧毒毒气, 只要稍一接触皮肤就会烧伤起那样的火泡。如果

吸入了这种毒气, 肺组织就会破坏,只要 30分钟就会死亡。

　　岛上还生产被称为“死亡之露”的毒气, 即路易氏毒气

( Lewisite,糜烂性毒气的一种)。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美国发

明的,有极强的毒性。例如使用兔子作实验,在去毛的皮上只滴上

一滴路易氏毒液, 那就立即被灼变成黑色。

　　在大久野岛上生产的还有青酸毒气(窒息性毒气) ,喷嚏毒气,

催泪毒气等等。有关岛上毒气的生产量, 1933年的月产量不过 2

吨,而 1942年便达到了月产 450吨, 所谓 450吨,实际是相当于数

万发毒气弹的用量。

　　如此大量生产的毒气武器,为用于中日战争而被运到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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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并被使用于实战之中。但这些情况长期以来被隐瞒着。1945年

8月 15日战败之时,为了保守秘密又烧掉了有关资料书籍,这便

是大久野岛的历史在战后长期内没有被人说及的原因之一。

　　从战败后第二年的 5 月开始的一年内,经驻留日军之手将毒

气投弃于海洋, 工场解散了, 这样在短期中实施了大概的处置对

策。国家进而根据当地居民的要求,为了安全而拆除了工场的基

础。毒气的危险性大体被消除了,国家指定这个岛子作为国民休假

村,后来又作为国民的休养地而于 1963年 8月被开辟为可以自由

进出的岛子。今天该岛已作为观光地而广为人知。

　　在岛上距港口最近位置,建立有毒气资料馆和毒气伤害死亡

者慰灵碑。资料馆展示了毒气生产实况和毒气战实况,同时告诉人

们不要让这令人厌恶的历史再现; 建造慰灵碑则是为毒气牺牲者

祈求冥福,同时亦是宣告于世界,要完全废除生物化学兵器,立誓

建立恒久和平。

　　再一方面,原从事毒气生产的员工,在战后不断发现呼吸困难

和被咳嗽和痰所困等情形, 所以毒气岛的悲剧并没有结束。并且许

多人因为没有得到足够的救济, 便在战后的混乱中一病不起。

　　1954 年, 对于受害者的救济好不容易开始了, 但由于毒气生

产是日本军队秘密进行的, 难于核查事实, 所以国家的补偿与救济

措施都不充足。毒气的后遗症, 危及当时在岛上住过的全部人员,

现在仍然有许多人处于痛苦之中。

　　1993年日本政府在《禁止使用化学武器条约》签了字。但是,

由于否认日本军队进行过毒气战, 在中国遗留的毒气弹问题就成

为了悬案。

　　战后 50年, 日本虽然没有进行过战争,但国内现在却出现了

可以说是重演历史的毒气制造事件(沙林事件) ,实在是可悲之极,

不能不让人产生惭愧不已的回忆。

　　今天,大久野岛作为和平而详和之岛, 能够使前来旅游的人们

感到快乐。而正是为了保卫这种和平,请一并地看一看广岛的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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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爆炸资料馆和大久野岛的毒气资料馆吧,那样你就可以看到被

害与加害的两个侧面并存, 它向世界昭示:要深刻理解这一史实,

勿再重复故错。

译后附记

　　大久野岛北面即是日本最主要的军事基地之一广岛。1894年

明治天皇在此设立日本的战时最高统帅部——大本营, 指挥侵华

战争。广岛是侵华日军主力部队、号称钢军的第五师团的驻地和管

区, 1937年 8月, 第五师团自广岛宇品港出发侵华,其铁蹄踏遍华

北、华南及东南亚等地,当然也曾在平型关、台儿庄、昆仑关等地遭

受严重打击。在广岛南面的江田岛,自1888年建有海军军官学校,

培养了大批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所谓“江田岛精神”成为军国主

义的代名词。大久野岛,是战时日本当局企图从地图上抹去的有名

的“毒气岛”。从这里生产出来的毒气弹,曾使成千上万的中国人伤

亡。在毒气岛劳动居住过的几乎全部人员, 都不同程度受到毒气的

伤害。

　　该地《中国新闻》报在 1995 年 8月—11 月, 连续刊登有关日

本侵华与中国抗战的文章数十篇,其中有关劳工、细菌武器方面的

日军罪行文章达 10余篇。该报10月13日刊登北村浩司的文章对

北疃村惨案的报道,引用了日本防卫厅资料,证实北疃村惨案确实

无疑。该报持论公允,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批判是严肃认真的。例如

该报于同年 5月出版纪念原爆 50周年专辑《建设一个没有核武器

的地球》,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是遭受原子弹轰炸的主要

原因。

　　1988年大久野岛毒气馆落成,其后在馆长村上初一先生主持

之下,连续出版《战争与和平之岛》、《毒气岛的历史——大久野岛》

等书刊。详细深刻地揭露了日军毒气武器的生产、管理及其罪行。

在战后 50周年纪念之际,该馆重版了有关毒气岛的历史资料,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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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的村上先生还亲自写信给我,介绍毒气岛历史, 再度揭露战败

时日本当局曾大规模销毁毒气生产的罪证。村上先生的努力, 填补

了在毒气生产研究的不少空白,推动了中日两国历史界的合作研

究。

　　广岛大学有关日中两国近现代历史、日中关系史以及原子弹

等问题研究均十分发达,资料丰富。该校横山英教授等人是广岛地

区倡导反战和平运动的重要人物。

　　原子弹与毒气弹所体现的,是被称为“军都”的日本广岛真实

而悲惨的故事,是一部广岛所特有的发人深省的历史。基于直接的

历史体验与现实的深刻总结,村上先生向人们发出了这样的呼吁:

“为了保卫和平,请并一看看广岛的原子弹爆炸资料馆和大久野岛

资料馆吧,那样你就可以看到被害与加害的两个侧面并列存在。它

向世界昭示: 要深刻理解这一部历史,勿再重蹈覆辙。”

(译者单位: 北京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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