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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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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以及“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活动。即使是现在, 德国政府和企

业还在设法成立“记忆·责任·未来”补偿基金。这为日本树立了

榜样。

关于战后赔偿,来自德国、加拿大等国学者介绍犹太人对过去

所受到的迫害的赔偿要求以及各国的解决办法。与会者还介绍,菲

律宾议会人权委员会通过了要求早日解决“慰安妇”问题的决议;

韩国国会议员也提出了关于“强制征用受害”的法案;在美国, 加利

福尼亚议会 1999年通过了一项法案,把向纳粹及其盟国的受害赔

偿请求权的期限延长到 2010年。要求战争受害赔偿已成为一个全

球性的运动。

关于与战后赔偿有密切关系的民间索赔诉讼,日裔加州众议

员麦克本田在会上说: “身为日本人,我只是将心比心, 仗义执言,

我们要求的不多, 日本政府必须对二战受害者道歉赔偿, 才能对这

段过去有所交待。”中国学者指出:“受害者赔偿绝对不是一个单纯

的经济问题, 在更大程度上,它是与清算战争罪责密切相关的政治

问题”。

关于会议的意义, 正如大会执委会委员长、原日本律师协会主

席土屋公献先生所说:“众多来自日本、韩国、中国、菲律宾、加拿

大、美国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专家、社会团体领导人参与是

意义深远的, 他们的支持表明了正义与人性超越了国界、文化、种

族和宗教。该会议的世界性联合是对因日本暴行而受害的受害人

的赔偿运动的一个里程碑。”
(吉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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