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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之研究

谢忠厚

　 　

　　内容提要 　日军华北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于七七事变后迅即组建

起来 ,其本部隐蔽在北京城内 ,是侵华日军继第七三一部队之后在中国建立

的第二支细菌战部队。这支防疫给水 ———细菌战部队除其本部外 ,先后在天

津、石家庄、张家口、济南、青岛、太原、郑州、开封、徐州、包头等 16 个城市设

立了防疫给水 ———细菌战部队的分部 ,在野战师团配属了防疫给水 ———细菌

战班 ,并与陆军病院配合行动。在日本陆军大本营统帅及石井四郎指导之

下 ,它与第七三一、“荣”字第一六四四、“波”字第八六 ○四等细菌战部队密切

联系 ,成为日本侵略军队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的一个重要基地和战略支点。第

一八五五部队纯粹是一支披着“防疫给水”外衣的杀人魔鬼部队。在北京和

各地的细菌武器工厂中 ,使用数千名抗日军人和居民进行人体实验和活体解

剖 ;在华北战场上 ,以极其隐蔽的方法大量使用细菌武器 ,并与“三光”作战相

结合 ,残忍之极 ,仅 1943 年日军在鲁西霍乱作战 ,就致使中国军民死亡 20 万

人以上。

关键词 　细菌战 　“甲”第一八五五部队

日本在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为了实现其吞并中

国、争霸世界的狂妄计划 ,公然违抗国际公法 ,在中国的东北、华

北、华中、华南及南洋地区 ,相继秘密地建立 5 支细菌战部队 ,大量

生产细菌武器 ,使用灭绝人性的细菌战 ,犯下了罄竹难书的反人类

的战争罪。日军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 ,其总部设在北平 (今北

京)城内 ,其分部遍布华北各地 ,它建立较早 ,是继第七三一部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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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二支细菌战部队。

由于日军将细菌战列入“绝密性的军事行动”,战后 ,美国为了

获取日本细菌战的资料 ,与细菌战头子石井四郎达成秘密交易 ,使

日本细菌战犯逃避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这一“历史上被

隐瞒的篇章”及其内幕 ,经过整整半个世纪才被揭露出来。随着一

批有份量的资料、专著和论文相继出版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

“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波”字第八六 ○四部队使用细菌战的罪

行被比较深刻地揭露了。但目前北支“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

的有关史料尚有不少空白 ,也见专门论著。本文拟依据档案史料 ,

对华北北支“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的罪行及其特点 ,作以比

较系统的考察。

一 　隐蔽在北京城内的细菌战基地

细菌 (生物)战是指使用细菌 (生物)武器用于战争的行为。细

菌 (生物)武器是一种利用细菌 (生物)病毒作战剂的大规模杀伤武

器。因此 ,禁止使用细菌 (生物) 武器 ,早已成为 1925 年日内瓦国

际公约的基本原则之一。

日本的细菌战部队是披着“卫生防疫”外衣的特种部队 ,它担

负着日军的防疫给水和对敌使用细菌战的双重任务。华北北支

(甲)第一八五五防疫给水 ———细菌战部队 ,是日军 1937 年七七事

变后迅即着手 ,并于 1938 年建立的 ,是隐蔽在北京城内的一个庞

大的细菌战基地。

七七事变后 ,日本急于征服中国 ,但是第七三一部队的细菌武

器尚不能满足日军大规模细菌战的需要。因此 ,日军迅速占领了

北平 (北京) 城内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 ,在原

有设施和设备的基础上 ,立即筹建第二个细菌战基地 ———“华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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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军防疫给水部”,隶属于刚刚成立的日本陆军参谋部第九技术研

究所 (登户研究所) 和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直辖之下 ,并由石井

四郎担任技术指导。据《井本日记》记载 ,“14 年 (1939 年)秋 ,耗资

21 万日元 ,置办细菌武器的研究设施等 ,现已完成九成”。① 这支

细菌战部队的部队长 ,初为黑江 ,继为菊池。1939 年西村英二上

任 ,“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命名为“北支‘甲’第一八五五部队”,

对外称第 151 兵站医院 ,又称西村部队。其本部下设三个分遣队 ,

后来改为课 ,定员 1500 人。据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实地

考察 ,其本部和第二课占地面积相当大 ,包括现在的中国医药生物

制品检定所、天坛神乐署、北京口腔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及部分居

民区。当时 ,日军建筑了大批房屋 ,其中包括 7 栋病房、100 多间

工作室、70 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 192 平方米的地

下冷库。这里成为日军大量生产细菌战剂的场所。如今 ,地下冷

库和他们修建的水塔仍然存在。② 日军还于 1939 年前后制定了

“接管”北平协和医院③ 和中国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④ 的计划 ,

并于 1941 年 12 月 9 日 ,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第一分遣队 (第一

课)强占了北平协和医院 ,第二分遣队 (第三课)强占了中国静生生

物与社会调查所。

华北北支 (甲) 第一八五五部队在北平城内建立其本部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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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据夏绰琨所见 ,日军在强占中国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事前一年或有二年中 ,该

队长 田统就时常前来参观”。中央档案馆等单位合编 :《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

书局 ,1989 年 9 月版 ,第 201 页。

据《井本日记》记载 ,第一八五五部队“14 年 (1939 年) 秋 ⋯⋯正在树立接管洛克菲

勒的计划”。“洛克菲勒”,指北平协和医院。参见西野留美子 :《北京甲 1855 部队

的验证》,转引自郭成周、廖应昌 :《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第 323 页。

参见 2001 年 1 月 18 日《北京晚报》:《揭开侵华日军细菌部队之谜》。

西野留美子 :《北京甲 1855 部队的验证》,转引自郭成周、廖应昌 :《侵华日军细菌战

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8 年版 ,第 32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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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在天津、塘沽、张家口、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运城、济南、青

岛、郑州、新乡、开封、包头、徐州、碓山等 16 个城市先后建立了办

事处、支部或分遣队。并在野战各师团配属了“防疫给水班”。此

外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还在承德、赤峰等城市设立了支部。

石井四郎说 :“1938 年 7 月成立了 18 个师团的防疫给水部队 ,在

战场上的各师团中进行活动。随着日本军队活动范围的扩大 ,又

补充设立了机动性部队。”①

与关东军第七三一细菌战部队相比较 ,华北北支 (甲) 第一八

五五细菌战部队将本部隐蔽在北京城内 ,利用原有设施和设备加

以改建 ,建立如此之快 ,扩展如此之广 ,表明了侵华日军在华北建

立细菌战部队早有预谋和急于大规模使用细菌的狂妄企图。

二 　遍布华北的细菌战部队体系

华北北支 (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 ,包括本部及其管下的

防疫给水分部 (支部) 、办事处 ,以及配属师团的防疫给水班 ,形成

了遍布华北各地的细菌战部队体系。

(一)北支 (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的本部

根据曾在第一八五五部队第三课工作多年的伊藤影明来北京

时的指正核实和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实地考证 ,华北北

支 (甲) 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的本部所在地 ,是设在今北京市天

坛公园西南角的神乐署内。神乐署原为皇家祭天乐舞生演习礼乐

的地方 ,占地 15 亩 ,建筑规模宏大 ,包括前殿凝祈殿、后殿显佑殿

和四周的回廊。② 其本部的任务是 ,一方面要负责日军的防疫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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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开济 :《惜哉 ! 神乐署》,载《北京晚报》1991 年 7 月 7 日。

转引自郭成周、廖应昌 :《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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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一方面要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 ,同时要统辖和领导分部及办事

处的细菌战业务。

本部也叫总务部 ,下设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 ,此外有给水科

及凿开班。

总务部 ,部长告见享中佐 ,下设四个科 :庶务科 ,统辖本部各

科 ,负责经营 ,传达指示及同上下左右的联系 ;经理科 ,负责制定预

算 ,分配和自理经费 ,调配物资 ,发放工资、给养等业务 ;材料科 ,负

责关于当地资源的药理研究 ,保证并提供作战、防疫以及研究所需

之各种卫生材料等 ;计划科 ,制定有关华北作战的防疫、给水及细

菌制造等业务计划。

第一课 ,卫生检验课 ,实际上是研究细菌 (生物)战剂的专门机

构。初建时设在天坛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内 ,由小森源一少佐

任课长 ,下设细菌检查及培养、血清学检验、防疫给水、理化检验、

昆虫、结核病、病理解剖等七个室。1941 年 12 月第一课迁入北平

协和医学院后 ,血清学检验室和防疫给水室分别搬进“A”字楼和

“B”字楼 ,病理解剖室、细菌检验及培养室、昆虫室、结核病室、生

理和化学实验室搬进“I”字楼 ,并在此专设病毒战剂研究室。这里

有日本工作人员 30 余名 ,均住在“C”字楼 ;还有中国工人二三十

名。与此同时 ,该院内的协和医院也改名为北平陆军医院东城分

院。可见 ,日军防疫给水部与陆军医院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战俘中村三郎① (1954 年 8 月 21 日) 供词 :1944 年 1 月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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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村三郎 ,细菌战犯 ,华名钟兆民 ,日本国秋田市人 ,1943 年 9 月毕业于日本东京

都帝国大学医科 ,1944 年 1 月起任侵华日军驻山西省太原市陆军第一军司令部军

医中尉 ,同年 2 月赴北京陆军病院东城分院受北支那方面军新任军医集中训练 ,同

年 4 月 3 日调任山西宁武县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第七大队军医中尉 ,同月下旬移驻

五寨县即出发到河南作战一个多月 ,11 月又移驻宁武县 ,1945 年 8 月 15 日升任大

尉军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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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原防疫给水部受过防疫给水训练 ,同年 2 月至 3 月在北京陆

军病院东城分院 (即第一科)受过细菌、防疫及毒气的训练。①

卫生部陆世火艮 (1950)《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

天坛防疫处在天坛西南 ,日寇在那里建筑的房子不少 ,除去宿舍与

病房外 ,工作室约有 100 余间。前天坛防疫处处长汤飞凡说 :“我

在 1945 年日寇投降后接管‘北支甲一八五五部队所占据的天坛防

疫处时 ,曾询问有没有毒性菌种 ,日本人说只有斑疹伤寒的菌种 ,

因此只交出斑疹伤寒的菌种。但本处在今年成立菌种室后 ,收集

全处各部门的菌种时 ,发现 6 管只写有日本女人名字的菌种。第

一号是杉田寿平 ,第二号是杉田昭子 ,第三号是杉田奉子 ,第五号

是永排胜子 ,第六号是杉田佳子 ,第八号是岩谷文容。6 管菌种经

过培养试验以后 ,发现其中 5 管是毒性鼠疫杆菌 ,第八号的毒力可

能已经消失。这是证明日寇曾在该处制造细菌武器的最有力的证

据之一。”②

中央防疫处 (1950 年 2 月 16 日 ,防总字第 154 号) 呈中央人

民政府卫生部文 :查本处接收日人遗下菌种 ,前经检查研究均类鼠

疫菌 ,业已具文报告。兹经继续研究该项菌苗 6 管 ,均为鼠疫菌

种 ,其中 5 管为有毒性的。兹谨列具清单连同原物照片一并备文

呈报 ,敬祈鉴核 ,谨呈。

附 :清单一纸

天坛防疫处原存接收日人遗下菌种清单 :

1、杉田寿平 :有毒性鼠疫菌种 ,毒力为 100 %。

2、杉田昭子 :有毒性鼠疫菌种 ,毒力为 80 %。

3、杉田奉子 :有毒性鼠疫菌种 ,毒力为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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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央档案馆等单位合编 :《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206 页。

中央档案馆等单位合编 :《细菌战与毒气战》,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第 194 —19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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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永渊胜子 :有毒性鼠疫菌种 ,毒力为 100 %。

6、杉田佳子 :有毒性鼠疫菌种 ,毒力为 80 %。

8、岩谷义宏 :无毒性鼠疫菌种。①

第二课 ,细菌生产课 ,课长平野晟少佐 ,下设第一细菌生产、第

二细菌生产、血清、检索、培养基等 6 个室。该课自初建至日本投

降一直设在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前中央防疫处生物制品所。该所

战前由著名病毒学家汤非凡教授主持 ,是我国最大的一所血清、疫

苗研制机构。日军占领后 ,即利用原有的疫苗生产设备 ,加以扩

建 ,成为大规模的细菌 (生物)战剂生产机构。

该课细菌 (生物)战剂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是相当可观的。

战俘长田友吉曾于 1943 年 7 月出差到北平天坛华北防疫给水部

西村部队参加细菌检验训练。他在 1954 年 11 月 1 日的笔供中

说 :“当时 ,西村防疫给水部设有细菌试验室 ,约有 10 个房间 ,其中

有细菌培养室、灭菌室、显微镜检查室和材料室等。一天 ,我和几

名同事进入了霍乱菌培养室。室内有一个高 2 米、长 115 米、宽

80 厘米的大灭菌器 ,其中装着 5 个高 30 厘米、长 50 厘米、宽 30

厘米的铝制霍乱菌培养器。这时 ,正在细菌室值班的某军医中尉

指着培养器向我们解释说 :‘这里面培养着难以计数的霍乱菌 ,有

了这些霍乱菌 ,就可以一次把全世界的人类杀光。’这一事实足以

证明日本帝国主义在全中国的领土上培养散布细菌 ,大量屠杀中

国人民的严重罪行。”②

战俘中村三郎 1954 年 8 月 21 日的供词中说 :“听过北京防疫

给水部长讲过细菌战问题 ,以及介绍给水部内设有大规模培养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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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央档案馆等单位合编 :《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193 页。

中央档案馆等单位合编 :《细菌战与毒气战》,第 207 页。此处姓名与卫生部陆世火

艮所列姓名略有不同 ,原文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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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设备 ,专设有轮带式的培养器 ,能培养好多吨的细菌。”①

卫生部陆世火艮在《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的报告

中证实 :“在前天坛防疫处院内并有日寇遗留下的 11 吨、12 吨、13

吨三个 6 公尺长的大型消毒锅 ,是用来对培养菌种器具消毒的。

仓库内还有大量的铝质培养箱。据当时在该部队工作的机械匠陈

康延说 :“日寇在投降后不但毁掉很多文件器材 ,并曾用坦克车大

量地压毁很多铝质培养箱。他并说 ,当日本人在这里时 ,有两个工

人每天专门作刷煤油筒和揭筒盖的工作。每天有大批这样做好了

的煤油筒 ,用卡车送到静生生物调查所去 ,作为饲养鼠疫菌跳蚤之

用。培养动物的小动物室的规模也是极大的 ,有 4 排房屋 ,共约

70 余间 ,每间室内可饲养数百只甚至 1000 只老鼠。日寇曾用麻

袋大批运来血粉 ,作为细菌培养剂用 ,到现在为止 ,人民医院北面

的地下 ,还曾埋有日寇用剩下的血粉 ,下雨时还有腥臭味。”由此可

见 ,第二课细菌战剂的生产规模和生产能力是非常之大的。

第三课 ,细菌武器研究所 ,课长 田统技师 ,下设生产室、研究

室、特别研究室、事务室及疹疗、资料、经理等科。1941 年 12 月强

占并迁入原北平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 ,扩建为细菌武器研究所。

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建于 1928 年 ,位于国立图书馆的西邻 ,除

地下室外 ,共有 3 层 ,有房 60 多间 ,集中了一大批著名的科学家 ,

是我国著名的研究学府。日军强占后 ,该所变成了研制细菌武器

的专门机构 ,主要生产跳蚤鼠疫细菌武器。

《人民日报》1950 年登载了原第三科卫生兵松井宽治的证言 :

我应召入伍 ,在满洲受了 3 个月的步兵训练 ,1945 年 4 月被

调到北京 ,派入一八五五部队 田队做卫生二等兵 ;这就是细菌武

器研究所 ,主要培养鼠疫菌和跳蚤 ,准备对苏作战。第三课设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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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国立图书馆西邻的静生生物调查所内 ,工作是 : (1) 大量生产跳

蚤 ; (2)大量生产鼠疫菌 ; (3)结合跳蚤和鼠疫菌 ; (4)从飞机上撒布

的工作等。在该所的地下室内 ,有细菌培养室、动物室、苍蝇培养

室、疟疾研究所 ;二楼全层是跳蚤培养室。

第三课根据工作内容又分第一工作室 (跳蚤的生产) 、第二工

作室 (苍蝇的生产、疟疾研究) 、第三工作室 (鼠疫菌的生产) 、小动

物 (鼠)室等。

在工作时间内 ,总是在门内加锁 ,时常有人值班看守。工作完

毕后回到营房 ,关于工作内容的话 ,是一句也不准讲的。上级吩咐

过 :星期天到外边去 ,即使遇到宪兵问起部队的内容 ,也不要照实

回答。①

据卫生部陆世火艮《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的报

告 :“日寇投降后接管该所人员夏绰琨等 ,曾在该所地下室内发现

田部队第三课所留下的一张工作室说明图 ,证明该所为大量培

养蚤种场所 ,图上注明 :平时只二层楼西半部养蚤种 ,作战时二、三

层楼可全部养蚤。作战时最大生产能量是 2147 万瓦 ( 2417 公

斤) 。平时养蚤最适合的数量是 1600 瓦 (116 公斤) 。”此外 ,同一

地方还发现了“蚤幼虫期的饲料和成虫发生量的关系”的图表 ,以

及该部队在各地所搜集的跳蚤、老鼠、苍蝇的像片。该所老工人门

子华、高文元说 , 田部队占据该所时 ,二层楼是不许任何中国人

上去的。在上二层楼的楼梯顶端 ,安了两扇门 ,日常总是锁着。日

本人上去时 ,也要按电铃后 ,才许进去。每逢有大卡车开到所里

时 ,卡车都是严密遮盖 ,而且开进大门后 ,日本兵就马上关起大门 ,

并把中国工人都堵在后院 ,连下班都不许出去。该部队部队长西

村英二来时 ,也是把中国工人都堵在后院 ,严密戒备。楼里平时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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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很高 ,每年只 7 月份停烧暖气锅炉 1 个月。院子里有用洋灰灌

围起的 3 块直径 6 米的圆草地。日本兵嘱咐中国工人不许靠近 ,

说草地里撒有跳蚤。日本兵每天把许多干血块碾成血粉 ,按着该

部队残留下的研究图表的说明 ,血粉是养跳蚤的一种饲料。高文

元曾负责喂几千只白鼠、灰鼠、仓鼠、兔子等物。他还到车站接过

一批山东老鼠 ,到北京各区公所收集过大量的苍蝇。①

伊藤影明原在第二课 ,后来调入第三课 ,他证实 :“起初一个阶

段 ,由十几个士兵和军属负责生产 ,到了 1944 年人员也增加了许

多 ,不少下士官和军官 (如军医大尉、中尉) 从本部调转到该部 ,最

终达到 50 名左右 ,逐渐进入正式大量生产的体制。”可见 ,第一八

五五部队自 1944 年进入了大量生产跳蚤鼠疫细菌武器的阶段。

伊藤影明的这一证言发表在《战争责任研究》季刊 1993 年第 2 期

上。

(二)北支 (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的分部

如前所述日军为便于就近生产和使用细菌武器 ,在华北 16 个

城市设立了细菌战分部 (支部) 和办事处及分遣队。据昭和 19 年

(1944 年) 9 月 30 日制成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编成表》,记录了

13 个分部 (支部)和办事处的负责人 :

天津办事处 ,军医大尉立石五郎。

塘沽办事处 ,军医大尉黑川正治。

石门 (石家庄)办事处 ,军医少佐田山吉政。

济南分部 ,军医大尉大玄洞。

太原分部 ,军医少佐近藤吉雄。

张家口分部 ,军医大尉川锅里吉管。

青岛办事处 ,军医中尉铃木武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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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办事处 ,军医大尉松尾梅雄。

郑州分部 ,军医少佐上村秀胜。

开封办事处 ,军医大尉广濑一郎。

新乡办事处 ,军医中尉濑户丰。

碓山分遣队 ,军医少尉田村节彦。①

太原分部 (支部)和济南分部 (支部)均建立于 1938 年 ,是华北

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中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分部。

太原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 ,建立于 1938 年 5 月间 ,地址在太

原市西羊市街 12 号 ,称为“太原防疫给水部”。② 1945 年 8 月日本

投降时 ,潞安日陆军医院与太原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合并。内部

设有防疫给水细菌战教育室、细菌检查室、细菌培养室、解剖室、特

殊实验室、消毒所等部门。太原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部长 ,前期为

军医少佐近藤 ,后期为军医少佐桥本。其他主要成员有 :庶务室 ,

科长卫生大尉福井 ,卫生少尉近藤安作 ;诊疗室 ,科长军医大尉笠 ,

军医大尉野口龙雄、内田、波川 ;药剂中尉武居 ;卫生准尉官川奎

海。此外 ,有下士官 16 名左右 ,兵 40 余名 ,军属 10 余名。它虽然

不隶属日本华北方面军第一军 ,但事实上接受第一军军医部长的

指令。石井四郎曾于 1942 年 8 月至 1944 年初担任华北日军驻山

西省第一军军医部长 ,直接指挥太原防疫给水分部的细菌战活动。

据汤浅谦 (1953 年 1 月 31 日) 笔供 :太原防疫给水部属于北京防

疫给水部并受其命令 ,但事实上曾经接受第一军军医部长的指示。

在石井四郎来太原后 ,我听说曾接受石井的命令 ,实验过冻伤及研

究霍乱。太原防疫给水部往运城派出一个防疫给水班 ,在运城兵

·67·

《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1 期

①

② 此原件存中央档案馆。

西野留美子 :《北京甲 1855 部队的验证》,转引自郭成周、廖应昌 :《侵华日军细菌战

纪实》,第 234 页。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团作战时共同前进 ,担当防疫及给水任务。我直接参加 1945 年 5

月河南省北部岔道口、官道口的作战 ,运城防疫给水班前进到侠县

南方北曲村 ,给各队给水。听说太原防疫给水部也于 1944 年河南

作战时 ,和第一军司令部到河南渑池、会岭镇、陕县等地。①

济南防疫给水细菌战分部 (支部) ,地址在济南市经六路大纬

六路 ,1942 年迁至经六路纬九路 ,对外称“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

派遣支部”,又称“日本陆军防疫处”,又名“第一八七五部队”,是华

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的具有代表性的重要分部。它直属华北防

疫给水部本部统辖 ,又配属华北日军第二军作战 ,1938 年 11 月第

十一军接防后即配属该军作战。据竹内丰 (1953 年 2 月 2 日) 笔

供 ,济南防疫给水支部组织系统有 :庶务班 ,负责支部之统辖、经

营、联络等业务。卫生材料班 ,负责配备、供应各班所需器械、药品

及消耗品等。计划班 ,负责根据军作战要求 ,制定支部计划等业

务。卫生研究班 ,负责理化学实验以及当地卫生学方面和各项研

究和有关毒气的业务。给水凿井班 ,负责野战及驻地之检水、饮用

水灭菌、用水消毒及给水等业务 ,以及开凿野战用井及战斗部队给

水业务。防疫班 ,负责菌检索、消毒、预防接种以及其他预防瘟疫

等业务。生菌制造班 ,负责研究制造细菌战用的各种瘟疫生菌。

经理班 ,负责筹集支部所需物资 ,并负责工资、给养等业务。②

济南市人民检查署于 1954 年 5 月 24 日呈报的调查报告 ,揭

露了济南支部研制细菌武器和活人实验的罪行 :

该部组织机构及人员情况 ,据查悉计有 :

负责人有 3 个 :第一任是柳田大佐 ,第二任是金子 (金久保 ,

1940 年时)少佐 ,第三任是大森上尉 (队长 ,至日本投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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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及人数 :

11 庶务室 :管理经济开支 ,主任是铃木中尉 ,该室有五六人。

21 经理室 :主任是吉村少尉 ,该室工作人员 3 名。

31 准备室 :主任日人 ,中尉级 ,姓名不详 ,该室有 3 人工作。

41 理化研究室 :主任渡边鼎中尉 ,工作人员 3 名。

51 灭菌室 :主任岩赖中尉。

61 细菌试验室 :主任是岩赖 ,内分三个作业室。第一作业室 ,

培养大便、小便、痰 ,抽血检查一般细菌 ;第二作业室 ,组织切片 ;第

三作业室 ,动物解剖 ,显微镜检查。该室工作人员八九人。

71 防疫队 :队长姓名不详 ,任务是给中国人注射防疫针 ,有时

配合陆军医院及警备队赴外县工作 ,该部共有日人百名 ,中国人有

二三十名。

经查该部罪行 :

11 据阎铿文、张森及李鸿庆等人供称 :日本北支那济南防疫

给水部 (即柳田部队) 先部队长是柳田少校 ,地址设在济南市经六

路大纬六路 ,内设六七个作业室 ,专门研究细菌。伤寒 (日文吉福

斯) 、霍乱 (苛里拉) 、赤痢 (塞哥德) 病菌及副伤寒。并记得由北京

来将校人员三次参观 ,说是北京防疫总部派来的 ,后在队长室坐不

久即走了。后把药箱三五箱不定 ,移到汽车上运至车站送北京。

但装的什么东西不知道。

21 在细菌第一作业室内设有显微镜、孵卵器两个、电气离心

器两个、电器油灯架一个 ,是培养大小便、痰用的。第二作业室 ,组

织切片机一套 ,动物实验器一套。第三作业室有孵卵器两个 ,显微

镜两个。灭菌室有干燥灭菌器一个、菌锅一个、压气消毒器一个、

镏锅一个。动物室饲养兔、鼠、荷兰猪、羊、牛等 ,是供解剖室凰血

之用。

31 民国三十年 (1941 年) ,日本人在济南由领事馆下令 ,所有
·87·

《抗日战争研究》2002 年第 1 期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日本人一律打防疫针 ,吃水统由防疫给水部检查后由日本部队供

给。然后不久 ,在济南市车站、王官庄、东昌等地发生过霍乱大流

行。据说 ,日本人在泰安招来很多苦工 ,每天 5 角钱 ,吃的很好 ,每

日打针 ,然后派到别处 ,其中有一人留在小屋内解剖了。同时 ,有

一次他们把纬八路一些妓女带去进行抽血化验。关于他们生产的

细菌 ,以后都向外空运。他们用人试验是在山东省立医院 (陆军医

院) 。据张森讲 ,有一次用人试验过 ,当时天气很热 ,是在六七月

间 ,将菌注射到身体内部后 ,进行解剖 (具体情况不详) 。据公安局

了解 ,防疫给水部内大部分是日本人和朝鲜人 ,中国人很少 ,工作

很机密 ,不准外人知道。主要的工作是试验细菌 ,白天工作很少 ,

夜间工作忙 ,每天晚上使小卧车往里拉人 ,都是从新华院日本特务

机关要来的。①

(三)配属师团的防疫给水 ———细菌战班

日军华北北支 (甲) 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为野战之需要 ,在

野战师团配属了防疫给水 ———细菌战班 ,其人数不等 ,少则 10 余

人 ,多时达三四十人。驻山东第四十三军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

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该师团防疫给水班是于 1942 年 4 月 8 日第五十九师团编成

的同时 ,作为军事秘密而密令编成的。从 1943 年 1 月起扩张了防

疫给水班的业务。1943 年 9 月师团长细川忠康命令防疫给水班

实行霍乱细菌战。1945 年 4 月 13 日 ,师团长藤田茂中将再次密

令防疫给水班准备细菌战。设有 :制备培养器室、培养细菌室、检

索细菌室、小鼠室、检查水质室、整备培养器材料室等部门。按编

制 ,设有班长 1 人 (军医军官) ,下士官 2 人 ,卫生兵 8 人 ,应有 11

人。但实际上 ,有班长 1 人 ,附军医军官 1 人 ,下士官 2 人 ,卫生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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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名到 30 名。其细菌战剂生产能力 ,在 1942 年 12 月至 1944 年

4 月 ,小鼠室有老鼠 15 只 ,培养细菌室一回可能培养 300 件细菌 ;

在 1944 年 4 月至 1945 年 7 月 ,培养细菌室孵卵器增为 2 个 ,每天

可以培养 500 件细菌 ,最大一天可以培养 800 件细菌。

在 1942 年 12 月 1 日到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军投降期间 ,一

直在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任检查助手、书记等职务的下士官

林茂美 ,1954 年 7 月 9 日写了如下证言 :

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预防、防止师团内的传染病 ,且担任

防疫给水 ,实质上 ,实行过师团内给水的事实完全没有 ,称谓师团

的检便、检查 ,普遍地与培养生菌有关 ,是准备细菌战的特殊机关。

当时师团长曾下过命令 ,不让暴露防疫给水班名称 ,公开对外的叫

“二三五 ○部队”冈田大队。

根据林茂美笔供 ,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组织系统 :

在泰安 (1942 年 12 月 1 日至 1944 年 4 月) :

班长 　中尉冈田春树 ;附班长少尉大久保 (军医部兼职) 。

事务 　曹长下士官林茂美 ;军曹下士官小池。吉氵尺上等兵以

下 2 名。

药室 　军曹下士官小池。冈田上等兵。

检查水质 　曹长林茂美 ;军曹小池。渡边兵长以下 2 名。

细菌室 　曹长林茂美。加藤兵长以下 12 名。

培养室 　曹长林茂美。冈村兵长以下 8 名。

在济南市太马二路 (1944 年 4 月至 1945 年 7 月) :

业务区分差不多和泰安防疫给水班一样。人员最少是 20 名 ,

最高是 25 名 ,从事培养细菌的。1945 年 2 月左右 ,编成特别警备

队后 ,防疫给水班卫生兵复归到原队。1945 年 3 月 ,叫济南中学

校五年级学生 (日本人) 10 名替代防疫给水班卫生兵服务。对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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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教育 1 个月后 ,在防疫给水班雇用了 3 个月。①

三 　披着“防疫给水”外衣的杀人魔鬼部队

华北北支 (甲)第一八五五防疫给水 ———细菌战部队 ,在华北

方面军军医部长统一指挥下 ,与陆军病院直接地配合行动 ,同时又

在日本陆军大本营的统帅及石井四郎指导之下 ,与第七三一、“荣”

字第一六四四、“波”字第八六 ○四等细菌战部队密切联系 ,因而成

为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一个重要基地和战略支点。华北的广大

乡村是抗日根据地 ,与日军占据的城市、交通线及其据点 ,形成了

犬牙交错的态势。因此日军使用细菌武器有别于东北和南方地

区 ,其方法十分原始而又极其隐蔽 ,散布细菌与扫荡作战相结合 ,

往往疫病传染猖獗而群众还以为是天灾 ,它所造成的疫情损失之

巨大是难以想象的。

它在研制细菌武器时 ,采用活人实验和活杀解剖。据保留下

来的资料 ,初步统计达数千人之多。

据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调查 ,北支 (甲) 第一八五五

细菌战部队本部 ,将实验利用的活人称作“猿”。② 据平川喜一

1994 年 12 月写的证词 :当时丰台 (步兵训练队) 有俘虏收容所。

1944 年夏天 ,从那里用汽车将俘虏带到北京 ,连续带来了三次共

17 人 ,直接带到第三课 (静生所) 。押运的有翻译广田 (军属) 和我

(特别警戒)两人。带到第三课后 ,给俘虏注射细菌。解剖设在第

二课进行。③ 同年夏天 ,上述连续三次活人实验后 ,又有两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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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脚被绑着 ,嘴里被塞着东西 ,装在麻袋里 ,用卡车运到实验场

所 ,进行人体实验 ,经过一个星期便死了。①

第一八五五部队济南分部利用活人培养细菌武器和活体解剖

的罪行极为严重。据竹内丰 1954 年 11 月笔供说 :1943 年 8 月 1

日至 31 日 ,被派到济南北支那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用了 11 名

八路军俘虏进行了伤寒菌的培养 ,制造了 16 桶半细菌战用的伤寒

活菌 ,于 1943 年 8 月上旬末、中旬末、下旬末共连续三次由冈田支

部长和木村主任交给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军官用汽车运走。木村

军医大尉为了作细菌感染力试验 ,将八路军俘虏做了活体解剖。②

据韩国人崔亨振于 1989 年 7 月 21 日在韩国《中央日报》上发表的

《日军在中国的第二支细菌部队》一文揭露 ,济南防疫给水细菌战

部队平均每 3 个月进行一次人体实验 ,每次要死 100 多名俘虏 ,因

此一年要杀死 400 到 500 名俘虏。他在这个部队服役 (当中文翻

译)期间 ,死亡的俘虏有 1000 人。据韩国人崔亨振的记载 :日军济

南防疫给水支部的“军医们还对离部队 8 公里远的一个村子 50 多

户 200 多名村民进行了霍乱病菌的人体实验。他们先把沾有霍乱

菌的猪肉等狗食撒在村里 ,经过 15 天左右因霍乱死了 20 人后 ,就

宣布这个村子为传染病发生地区 ,然后便观察防疫和治疗的过

程”。③ 据此来推算 ,仅济南防疫给水细菌战部队为研制细菌武器

进行人体实验 ,就杀死了俘虏 2800～3500 名 ,这还不包括在附近

农村进行细菌实验杀死的和平居民在内。

中村三郎供认 ,1944 年 1 月在太原防疫给水部受训三天即参

与解剖抗日战俘 8 人 ,他先后参与和亲手解剖斩杀了抗日军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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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 46 人。① 汤浅谦供认 ,于 1942 年 2 月至 1945 年 4 月在山西

省潞安日陆军病院期间 ,训练研究细菌战的卫生兵 400 余人 ,参与

和亲手演习外科手术即活体解剖抗日战俘和居民 19 人 ,从传染病

患者身上采取新菌 (主要肠伤寒、A 型副伤寒、B 型副伤寒) ,进行

培养保存 ,一方面送太原给水部作细菌战研究 ,另一方面供给潞安

三十六师团野战防疫给水部制造最强毒力菌。② 他在证词中说 :

“非常多的军医、护士和卫生兵都参加过活体解剖手术 ,也许是几

万人。当时只觉得在杀一条狗 ,那种事几乎是家常便饭。仅华北

方面日军就有 40～50 万人 ,下面约有 20 所陆军医院。”③

种村文三 1954 年 8 月 31 日供认 :为了实验细菌效力 ,1938

年八九月至日本投降期间 ,在河南商邱县瓜地里、在山西潞安城附

近村庄的井内、水池内、水缸内和脏土堆里 ,先后投入伤寒菌达 12

次之多。据群众控诉 ,因此传染杀害和平居民 320 余人。④

北支 (甲)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在战场上大量使用细菌武

器。据现有保留下来的部分资料记载 ,1938 年至 1944 年间 ,进行

细菌战 70 次左右 ,抗日军民染病死亡达数十万人。仅举 15 例 :

11 据《新华日报》1938 年 3 月 29 日记载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副总司令彭德怀通电 ,日寇将施放毒菌屠杀陕北和晋冀鲁区域的

民众 ,呼吁全国和全世界人民进行抗议和制止。

21 据《新民日报》1938 年 9 月 22 日记载 ,日军不时遭游击队

袭击 ,故在华北各铁路、公路沿线各重要村镇饮水井内大量散放霍

乱、伤寒等病菌 ,致疫病流行 ,势颇猖獗 ,8 月份 1 个月 ,民众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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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达四五万。

31 据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于 1938 年 10 月 11

日致电武汉办事处转报国民政府行政院 ,称 :日军在豫北道清路两

侧地区滥施霍乱及疟疫病菌 ,内黄、博爱等县尤剧 ,每村均有百数

十人传染。

41 据孙 工编《沦陷区惨状记》记载 ,日军在濮阳城内向井中

投放病菌 ,由井内淘得小瓷瓶甚多 ,经查明为伤寒菌。①

51 据佟愚恒的控诉 ,1940 年日寇占据大清河畔一个村庄 ,散

布霍乱菌后自行撤离 ,致该村及大清河两岸村庄以至冀中十分区

根据地流行霍乱。日寇还经常派特务在冀中各村庄利用水罐汲水

将毒菌放到井里。②

61 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办公厅 1941 年 2 月 7 日快邮代

电 ,称 :敌近在包头收买老鼠 ,每只出价 1 元 ,预定收买 10 万只 ,闻

系用作繁殖鼠疫菌 ,预备用飞机向我阵地撒放。③

71 据《晋察冀日报》1941 年 4 月 6 日记载 ,日寇进扰冀西赞皇

到竹里村一带时 ,曾放霍乱病菌于村郊 ,自年至今该村患病者达

60 余人 ,每日死亡均二三人以上 ,附近村庄之传染亦极严重。

81 据国民政府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 1942 年 3 月中旬 (第 2

号)疫情旬报 ,称 :绥远、宁夏、陕西、山西四省发现鼠疫 ,自 2 月 14

日至 3 月 2 日 ,五原死亡 205 人 ,河西死亡 82 人 ,磴口第五乡死亡

21 人 ,陕西府谷县村民俞二安全家 14 口三日内死亡 13 口。④

91 据国民政府卫生署 1942 年 6 月 13 日 (三一防字第 9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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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快邮代电 ,称 :去年 12 月底日寇在河西澄口等地派细菌队 40

人散播鼠疫菌。本年 1 月 26 日至 3 月 12 日 ,鼠疫蔓延区有五原、

临河、包头、安北、东胜等县 22 处 ,鼠疫发现区有五原、临河、包头、

安北、伊盟、惠德成南岸、准格尔旗等 61 处。套内死亡 287 人 ,伊

盟死亡已达 100 人以上。①

101 据菊地修一② 口供 :1942 年 9 月中旬到 9 月下旬之间 ,

参加独立混成第三旅团于五台地区制造无人区 ,奉旅团之命 ,卫护

第一军派遣来的细菌组人员 ,到五台县苏子坡散布细菌老鼠二只 ,

居民 12 名患病 ,死亡者 3 名 ;卫护细菌组人员于五台县东长畛和

麻子岗 ,各放出细菌鼠二只 ,患病居民 60 余名 ,死亡者 30 余名。③

111 据河北省军区卫生部 1950 年 2 月 23 日整理的日军细菌

战罪行材料 :1943 年春季 ,日军在灵寿县上、下石门村、吕生庄、西

岔头、万司言一带投放鼠疫菌 ,上、下石门村 200 多户 ,每天病死

40～60 人 ;万司言村 70 多户 ,每天有 10～20 人病死 ;当时第八区

队一个团部、四个连有 80 人左右染病 ,死亡 36 人。④

121 据住冈义一笔供 :1942 年 2 月 ,独立第四混成旅团以破坏

太谷、榆社、和顺、昔阳 4 县八路军根据地为目的进行扫荡 ,大队本

部医务室曾根军医大尉以下约 10 人散布伤寒菌和霍乱菌。我的

小队和中队一起占领山西榆社、和顺县境的龙门村、官池堂、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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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等村 ,在民房中向碗、筷、菜刀、面仗、面板、桌子等食器 ,又向水

缸、水井及附近河中投放伤寒、霍乱菌。①

131据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调查 ,华北防疫给水

———细菌战部队于 1943 年上半年抛出一份《霍乱预防实施计划》,

在“预防”的外衣掩护下 ,于夏天在北京城内散布霍乱菌 ,伪北平

《新民报》报道 ,截止到 10 月底 ,全北平市发现霍乱患者 2136 人 ,

死亡 1872 人 ,路倒死亡 92 人。② 长田友吉 1954 年 10 月 30 日供

认 :1943 年 8 月上旬 ,根据西村防疫给水部本村军医大佐的命令 ,

200 名华北卫生部下士官候补者教育队队员 ,及 50 名西村防疫给

水部、第二陆军医院分院病理试验室细菌室的军医、卫生下士官、

卫生兵 ,共 250 人 ,于北京市内对市民进行检索霍乱菌 ,强制检查

了尸体 750 具 ,把重患者封锁在家里禁止出入屠杀了中国人民

300 名。③

141 据林茂美 1954 年 7 月 28 日证言 :1943 年 9 月到 10 月 ,

在山东省鲁西地区霍乱作战 (称谓“北支方面军第十二军十八秋鲁

西作战”) ,作战的目的是撒布霍乱菌 ,大量杀戮中国人民和为准备

攻击苏联作日军抵抗试验。参战部队 ,有第十二军第五十九师团

长第五十三旅团一部 ,独立步兵第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

大队 ;第五十四旅团独立步兵第一 ○九、一一 ○、一一一大队 ;师团

工兵 ;华北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师团防疫给水班 ,共 3500 余人。

还有第十二军直辖汽车联队、野战重炮联队 ;蒙疆坦克部队、航空

部队的一部分、保定陆军医院的一部分。这是一次大规模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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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① 据矢崎贤三 1954 年笔供 :在鲁西霍乱作战中 ,独立步兵

四十四大队将连日降雨因而泛滥的卫河西北岸的堤防决溃 ,并将

霍乱菌撒在卫河里边 ,利用泛滥的洪水扩展蔓延。第三中队长将

南馆陶北方约距 5 公里远的堤防决溃。第二中队决溃了临清县尖

冢镇附近卫河北岸的堤防。同时 ,第五中队和机枪中队又用铁锹

将临清大桥附近卫河北岸的堤防破坏 ,掘成宽 50 公分、高 50 公

分、长 5 米的决口。决堤后 ,由于泛滥洪水的冲撞 ,又将由决口

150 米长的一段堤防决溃。因此 ,滔滔的洪水就奔向解放区流进

来了。这样造成的结果 ,在南馆陶附近 150 平方公里 ,从临清县尖

冢镇附近到河北省威县、清河县一带 225 余平方公里 ,从临清县临

清到武城县、故城县、德县、景县一带 500 余平方公里 ,总计 875 余

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洪水淹没 ,霍乱菌传播 ,从 1943 年 8 月下旬到

10 月下旬之间 ,杀害了 227500 名中国和平农民。② 据冀南抗日根

据地的调查材料 ,日军在连续降雨河水大涨之时 ,于临清大石桥等

处将运河掘口 ,又在鸡泽县将滏阳河掘口 ,并破坏漳河河堤 ,致使

洪水泛滥 ,不完全统计 ,全区受灾县 30 多个 ,灾民 40 余万人。并

自 9 月发现霍乱流行 ,10 月上旬开始自北向南、自东向西在全区

蔓延。巨鹿县霍乱病死者达 3000 人 ;曲周县东王堡村 150 户病死

600 人 ;馆陶县榆林、来村、法寺等村 10 天内病死 370 余人 ;威县

南胡帐村 170 户病死 210 人 ;邱县梁儿庄 300 户死去 400 人 ,有 20

余户死绝 ;清河县黄金庄村死了 200 人。③

151 据铃木启久 1955 年 5 月 6 日口供 :1944 年 11 月 ,命令第

八十七旅团长吉武秀哉指挥步兵 3 个大队和十二军配属的 1 个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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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联队及 1 个防疫给水班 ,攻击林县及 县东方地区的八路军 ,步

兵部队在撤出南部地区时 ,防疫给水班根据我的命令在三四个村

庄里散布了霍乱菌 ,后来我曾接到军医部长长野武治关于“在林县

有 100 名以上居民患霍乱病 ,死亡人数很多”的报告。①

四 　战后一八五五部队毁灭罪证

上述史实表明 ,日军驻华北北支 (甲)第一八五五部队 ,纯粹是

一支披着“防疫给水”外衣而以细菌武器惨杀人类的魔鬼部队。它

愈接近灭亡 ,就愈加疯狂。

1943 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发生转变 ,日本大本营开始

策划大规模细菌战。鲁西霍乱作战和在北京城内散布霍乱菌 ,就

是日本华北方面军准备大规模细菌战的预演。1944 年底 ,日本已

四面楚歌 ,为了挽救败局 ,急于动用细菌武器这张王牌 ,规定月产

鼠疫跳蚤 :关东军 150 公斤 ,华北 20 公斤 ,华中 30 公斤 ,华南 10

公斤 ,南方军 60 公斤 ,日本国内 30 公斤 ;并计划 1945 年发动一次

最大规模的战略性细菌战。由于中国军队反攻 ,美国进攻日本本

土 ,苏军闪击占领满洲 ,日本被迫投降 ,这一毁灭人类的罪恶计划

才被制止。

这支魔鬼部队深知违反国际公法 ,罪孽深重 ,因此在日本投降

时彻底毁灭罪证 ,大部分伪造身份潜逃回日本 ,只有小部分被俘。

这些日军战俘分别在我国沈阳和太原受审 ,均供出了这支魔鬼部

队细菌战的暴行 ,也供出了其毁灭罪证的事实。

华北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本部第三课卫生兵松井宽治在证

词中说 :“到 8 月 15 日 ,战事结束了。在那天正午的无线电广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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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分钟后 ,队长 田便下令破坏细菌研究所。破坏工作持续了 3

天 3 夜 ,通宵达旦。在后园里挖了大坑 ,先把跳蚤放到里面去 ,然

后洒上汽油焚烧。重要书籍和细菌培养器具也被烧毁了。培养跳

蚤的汽油筒 1 万个被卡车运走。战争结束后第七天 ,我们便做完

了破坏工作 ,到本部集中。同时 ,又下令解散部队 ,把‘北支那防疫

给水部’的名称从华北派遣军的名册上涂去 ,所属官兵都转属到各

陆军医院去 ⋯⋯同年 12 月 ,队长 田统、军医大尉高冈满和军佐

技师尾崎繁雄三人脱离了军籍 ,穿起西服 ,蓄起头发 ,扮成日侨 ,搭

乘陆艇回到日本 ;前兵曹长时冈孝也转到了步兵部队 ,同年 11 月

混入其他部队回国。”①

驻山东日军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曹长林茂美供认 :1945

年 8 月 19 日 ,奉师团长的命令 ,和军医部横田曹长 ,将永久保存的

文件师团卫生史、防疫给水班检查簿及培养细菌等有关文件全部

烧毁。②

山西潞安日陆军病院军医大尉种村文三供认 :1945 年 8 月 16

日 8 时 ,在山西长治潞安站听了日本投降的报告 ,8 月 18 日 ,我命

令将医院内的各种书籍完全烧毁 ,并将医院设立以来的 (1940 年 5

月)历史行动证据烧去。主要有 :医院历史 1 册 ,卫生录 2 册 ,命令

录 6 册 ,北支那陆军医院编成规则 1 册 ,陆军将校实役停名簿 3

册 ,战时卫生勤务令 2 册。10 月 1 日至 10 月 2 日 ,在太原按司街

第三赤十医院 ,正准备回国的北支那防疫给水部太原支部长桥本

军医少佐以下 86 人被揭发为战犯。为了防止这一揭发 ,我命令将

被揭发者 86 名侵华以来的行动事前记载及战时名簿改写成虚伪

的 ,隐匿他们的侵略以来的罪恶 (共改写 2 日) 。桥本在 1946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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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和临汾陆军医院人员一同归国 ,其他者在 1945 年 12 月 26 日和

潞安医院人员一同归国。①

1950 年卫生部陆世火艮《关于日军驻北京细菌部队情况调查》

和夏绰琨《关于日军占据静生生物调查所及其撤退情形见闻》,证

实了第一八五五细菌战部队毁灭罪证的事实。陆文说 :“日本投降

后 ,该部队把中国工人都赶了出去 ,秘密烧毁各项文件、器具 ,拆毁

各项设备。在投降后的 10 天内 ,门子华被叫回去修理水泵 ,看见

日本兵正把他们安装的圩楼绿色玻璃都打碎了埋到地下 ,换上普

通玻璃。日本人走了以后 ,该所还发现了七八个一尺多高的大玻

璃瓶 ,里面都满装着苍蝇一类的东西。该所在修理水管时 ,曾在地

下挖出 20 几个破煤油筒和烧过的大麦和老鼠。”夏文说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 ,该 田队闻讯惊慌 ,大肆烧毁其机要文件 ,据四邻

看见 ,焚烧有三天三夜 ,火烟未息。同年 10 月中旬 ,某奉命接收静

所 ,一进大门 ,便见院庭中间有一大坑 ,面积可有 1 亩 ,坑内尚有焚

烧灰烬 ,破碎玻璃 ,及破煤油筒等物。日共约 10 人 ,正在移土填埋

此坑 ;待进楼中查视 ,则楼房上层各室皆空空如也 ,有日兵数名 ,正

用喷雾器喷刷墙壁 ;中层各室 ,除图书室等外 ,余亦多是空空 ;下层

各室 ,多满积静所原有物品。”②

为隐瞒日军细菌战的历史 ,日军第七三一部队、北支 (甲)第一

八五部队、“荣”字第一六四四部队和“波”字第八六 ○四部队的总

头子石井四郎等人不仅下令毁灭罪证 ,更与美军直接交易。美国

为了独占日本的细菌战经验 ,竟然对石井四郎等 3000 名细菌战犯

“不作战犯罪追究”。美军细菌战专家到日本进行调查 ,写了报告

书 ,也隐瞒日军细菌战的真相 ,宣称 :“日本绝对没有能够把细菌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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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实用化。”这一肮脏交易 ,日军细菌战犯逃脱了远东国际军事法

庭的审判 ,日军细菌战历史被隐瞒了长达半个世纪之久。

目前 ,由于多方正义人士的努力 ,日军细菌战的历史真相正被

揭露出来 ,改变了人们过去的片面性了解。当年具体经办日、美交

易的美军代表默里·桑德斯上校也回忆说 :“现在看来当初放纵那

批犯了罪的日本人是一个错误。”①

隐瞒日军的细菌战 ,包藏了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祸根。石井

四郎多次说 :“缺乏资源的日本要想取胜 ,只能依靠细菌战”,“是细

菌部队拯救了日本国家”。目前 ,日本右翼猖獗 ,一再挑起教科书

事件 ,小泉首相正式参拜供奉战犯的靖国神社 ,细菌 (生物)武器又

在研制 ,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后患已见端倪。望世人提高警惕 ,防

止历史悲剧重演。

(作者谢忠厚 ,1939 年生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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