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上, 还放映了由冯开文 (重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陈列馆

馆长)提供的有关韩国临时政府在重庆活动的专题片。
(王硕)

“日军细菌战问题研讨会”综述

1999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日, 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和中国

抗日战争纪念馆等主办的“日军细菌战问题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全国各地学者、细菌战受害地代表约 60 余人出席了会议。

浙江省义乌、丽水、衢州、江山及湖南常德、云南保山等地的代

表, 分别介绍了当地日军细菌战调查情况。这些调查表明, 日军细

菌战造成了广大地域大规模的疫病流行。如浙江省全境都受到危

害, 伤亡数十人至数百人以上的村庄不在少数; 云南保山县一次死

于霍乱的就达 6 万人; 湖南常德死于鼠疫的经核实已有 3000 人。

这些新的调查数据, 都远远超出文献中记录, 而目前的调查还仅仅

是处在起步阶段。

与会者认为, 日军细菌战违背国际公约, 惨无人道, 危害延续

至今, 是严重的战争犯罪。但由于日军在战时实施细菌战极其诡

密; 战后, 占领日本的美军出于冷战的需要, 掩盖了日军这一严重

的战争犯罪, 使细菌战危害中国的真实情况鲜为人知。从 80 年代

开始, 日本有识之士和中国受害地区群众开始做民间调查, 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

与会者指出, 日本政府至今未正式承认日军细菌战的事实、并

继续隐瞒有关材料, 曾庇护日军细菌战犯的美国政府在此问题上

也态度暧昧, 另外, 随着时光的推移, 受害幸存者日渐稀少, 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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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们对细菌战史事的调查研究比日军其他犯罪更为艰巨。中国

作为日军细菌战受害最严重的国家, 为揭露日本的战争罪行和妥

善解决中日间的战争遗留问题, 必须花大气力对日军细菌战进行

深入的调查研究。
(丁晓强)

“日本战争犯罪与战后赔偿国际公民研讨会”综述

由日本法律界进步团体主办, 世界抗日战争史维护联合会协

办的“日本战争犯罪与战后赔偿国际公民研讨会”于 1999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在日本东京召开, 中国、美国、日本等 14 个国家和地

区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上, 中国、美国等国的战争受害者痛诉了自己亲身经历及耳

闻目睹的屠杀、强奸、虐待俘虏、掠夺财物等日军的暴行。中国学者

在大会上就日本的战争罪责、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日遗化学武器、

迫害劳工、强奸及慰安妇、掠夺图书文献等问题所做的报告, 受到

大会的高度重视。

一些与会者指出, 日本右翼活动日益猖獗, 以及日本政府通过

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和通信监听法等现实情况表明, 日本确

有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为防止军国主义复活, 实现日本与他国的

和解与和平, 就必须认真解决战争遗留问题, 真心诚意地把历史真

相公诸社会。有人指出, 德国在 20 世纪上半叶走过了与日本同样

的道路, 但战后的半个世纪中, 德国以“诀别过去”为口号, 一直致

力于“追究加害事实与加害者的责任”,“对受害者进行支援和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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