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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02年 8月, 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刘宝辰、林凤升合著的

日本掳役中国战俘劳工调查研究 一书,这是刘宝辰先生继 1993

年出版 花冈暴动 一书之后,在研究二战时期日本掳役中国战俘

劳工问题的又一新成果。

近年来,关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掳役华工的问题, 日益引起国

内外学术界的重视, 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吉林大学陈景彦所著 二

战期间在日中国劳工问题研究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9年出版)一

书,就是有代表性的力作。该书主要是用日本方面的有关文字资

料,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强掳和迫害华工罪行的学术专著。刘宝辰、

林凤升合著的 日本掳役中国战俘劳工调查研究 , 则从另外的角

度,即以搜集口述史料为主撰写而成。作者用十多年功夫, 亲自寻

找、采访受害当事人,利用他们的口述给世人提供了一部可靠的信

史,不仅抢救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而且填补了被掳役华工问题研

究在这方面的空缺, 故有相当高的史料及学术价值。

20世纪中期,西方史学界对口述史学高度重视, 不惜以相当

多的人力、物力对重要历史人物进行专门采访、调查,并取得了重

大成果。其所搜集的口述史料,从另一角度弥补了档案等文字资

料的不足,这是值得借鉴的。

二战后,日本当局极力掩盖掳役华工的罪行, 不仅隐匿销毁大

批相关档案,而且一再编造谎言,因此, 劳工受害人的证言、证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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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特殊的史料价值。他们对个人经历的口述, 以及身上的残疾和

累累伤痕,就是记录战争罪行最有力的历史资料。但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不少受害当事人相继去世,因此,抢救口碑史料工作刻不

容缓。由于事隔半个世纪,又缺少受害劳工地址的准确记载,故进

行此项调查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刘宝辰从 1988年秋开始,以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严格的科学

精神全力以赴投入到寻找、调查受害劳工的工作中。十多年来, 他

利用寒暑假组织学生到华北各省市县寻找劳工的线索,跑遍了 9

个省市的数百个城镇、乡村,克服了交通、经费等方面的困难,甚至

在奔波中遭受车祸身负重伤, 都始终没有退缩。他们共寻找、访问

了数千名受害劳工幸存者和遗属,搜集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文字

和口述材料、实物(证件、遗物)、图片等,基本上弄清了日本在中国

强掳平民和战俘到日本残酷役使的罪恶史实。

掳役中国战俘劳工是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和各大企业共同的决

定,是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产物。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随着战线

的延长而投入大量兵员,使国内劳动力日益不足。尤其是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国内的男劳动力严重缺乏。日本在从当时的殖民地

朝鲜掳去了数十万男子充当劳动力仍不足以解决问题,便在各大

企业的要求下, 于 1942年和 1944 年先后两次做出了掳役中国青

壮年男子的决定,并对抓捕、体检、运输、船只、各企业的使用人数、

劳动种类、住宿条件、饮食标准、病伤和死亡处理、待遇及年限都作

了歧视性的特殊规定。数千名幸存者提供的证词说明, 中国的战

俘和平民劳工全部是被日军的刺刀加绳索强行掠到日本服苦役

的,他们在日本各企业被役使期间是没有任何人身权利和自由的。

因此说,中国战俘劳工是被#完全强制∃的# 奴隶∃ , 这件事是日本

侵华罪行的一部分。然而, 日本政府 1994年在回答议员提问时,

对此史实先是全然否认, 后又在铁的事实面前只承认被掳华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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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强制∃性的。日本政府于 1946年为应付中国政府的追究向盟

军总部所作的 外务省报告书 , 称被掳华工是自愿的#合同工∃ ;

役使华工的日本企业对被他们打死和虐待致死的华工,在其写的

死亡报告书 中, 将其死亡原因都写成了#工伤∃或某疾病致死。
该书利用大量幸存者的证言, 有力地批驳了日本政府及其企业为

掩盖其罪恶行径的种种谎言, 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该书并非是对受害当事者的回忆进行简单整理而成的资料

集,而是利用口述史料研究而成的学术著作, 是对日本侵华罪行实

证研究的新探讨。该书在结构上, 将宏观整体论述和微观个案剖

析进行了有机结合。全文 31万余字,除序和前言外, 共 9章。第

1章从对日本掳役中国战俘劳工的背景、中国战俘劳工的概况入

手进行分析,指出事隔半个多世纪的今天,这一战后遗留问题仍未

能得到解决,是令人深思的。第 2至 6 章, 分别对在日本广岛、大

阪、日立、大江山、七尾从事开矿、建筑、码头搬运的中国战俘劳工

被掳役,以及当前部分幸存者和遗属的起诉、交涉情况, 分别做了

阐述。第 7章是记述被隐藏多年的掳役中国战俘劳工的铁证

日本 外务省报告书 的问世始末,并用劳工的口述史料对其进行

核正、批驳。第 8章是介绍近年来日本民间出现的#中国劳工热∃。
第9章对中国受害战俘劳工向日本索赔的第一案 #花冈事件

诉讼案∃的诉讼、和解过程进行了简要述评, 书末附有三个附录。

整个结构反映了劳工问题的来龙去脉及解决此问题的现状。通读

全书之后,使读者有环环相扣之感,既能对被掳役的中国战俘劳工

的状况有总体认识, 对他们在日本矿山、码头、建筑工地被虐待、奴

役的情景有更真切的了解;又能感受到解决此问题的必要性、紧迫

性,使全书有更强的说服力。该书揭露了发生在日本本土, 由其政

府组织、企业实施的侵略战争罪行。这恰恰是很长时期为善良的

人们所忽略,而又是日本朝野一些人所极力回避的历史。作者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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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一个个幸存者 , 把他们所遭遇的苦难公布于世,并留传给后人,

有着还原历史面貌的学术价值和清算日本战争罪行的政治意义。

此外,该书对起诉日本政府和企业罪行的中国民间诉讼提供

了有力的证言、证词。由于历史原因,长期以来中国劳工受害者并

未想到向加害他们的日本责任者提出索赔诉讼。后来, 随着国内

外法律工作者们的努力和媒体报道,中国于 1995年前后出现了为

彻底解决中日战后遗留问题向日本法院起诉的高潮。该书以翔实

可靠的研究成果,提供了加害者一方的大量罪行材料, 这也为受害

者争取得到合法权益做出了贡献。

另外, 该书调查资料与文献资料相互印证, 图文并茂, 记述了

107位有代表性的中国战俘劳工幸存者和日本富有正义感的旧军

人、当年目睹中国劳工们悲惨遭遇的中学生的口述资料。书中还

将 82张照片、图表穿插其中, 既增强了该书对史实记载的真实感,

又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大量翔实的调查资料既对日本现有文字

资料进行了核对、修正,又对日本 外务省报告书 中掩盖历史真相

的记载给以了有力的批驳。

当然,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当年役使华工的企业为 35家, 该

书主要对 5个作业场的华工被掳役的情况进行研究,并没有将近

4万名被掳役华工的苦难经历和日本在这一问题上所犯罪行全部

反映出来。尽管如此,它仍是一部研究中国战俘劳工问题的一个

新成果,值得人们一读。

(作者苑焕乔, 1971生,河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近现代史 2000级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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