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军山西毒气战研究的新进展
评粟屋宪太郎的

中国山西省的日军毒气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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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中日两国都发生了日军遗留化学武器的伤人事件, 特别

是中国的齐齐哈尔更是出现了牺牲者。因此,对日军毒气研究, 不

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层面, 其意义都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高

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不论对日本还是对中国学术界, 也都成为必

须。2002年出版的 中国山西省的日军毒气战 (大月书店) , 就是

日本学术界很重要的一部力作。该书由粟屋宪太郎主编, 宫崎教

四郎、松野诚也、丰田雅幸、小田部雄次等人参加调查、写作, 汇聚

了以山西省为中心, 以毒气受害平民为主要对象, 从 1999年到

2001年 3年间以共同作业方式进行实地调查和研究的集体研究

成果。

主编粟屋宪太郎是在日本非常活跃的旧日军毒气问题专家。

他 1983年夏天在华盛顿的国立公文馆首先发现了日本陆军习志

野学校编的中国化学战例证集。该资料 70页,其中的 56例战例

证明日军二战期间在中国大陆各地进行过大规模的毒气战。在此

以前只是有士兵证明日军使用过毒气, 而根据日军自己的正式文

件来确证,这还是第一次。有关该文件的研究第二年 6月在报纸

上发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时,吉见义明在美国的国会图书馆

也发现了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关于 1938年秋武汉作战时,实施

化学战的极密文件。就是在他们两个人的共同努力下, 揭开了日

本毒气战研究的序幕。1985年 9月号的 世界 杂志发表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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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的 毒气战的真实 一文,轰动日本。此后,两人又于 1989 年

共同编辑出版了 毒气战关系资料 (不二出版社) , 1997 年吉见义

明和松野诚也出版了 毒气战关系资料 2 (不二出版社) , 有关毒

气战历史的研究进入实质性的科学研究阶段。而 中国山西省的

日军毒气战 ,是以粟屋宪太郎为中心的几位研究者的进一步研究

成果。

该书有 25万字,分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分 4编,由 4位作者的

研究成果组成#

一 ! 山西省毒气调查的意义 (宫崎教四郎)

他指出,选择山西为调查对象的理由是, 山西是最初正式使用

毒气的地区,而且时间最长、种类和回数也最多。该部分从加害和

被害两个方面, 发掘整理分析日军的资料, 对中国战时资料、战争

审判的资料也进行收集整理分析, 同时进行现地调查, 也和日方资

料进行了对照分析。并指出, 1938年 4 月,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对

华北方面军发出了在山西一带使用毒气的命令,同年 7月, 在对全

中国使用之前, 利用和他省隔绝容易隐瞒的的特点,第一军第二十

师团在晋南展开了大规模的毒气战。1939年 5月, 陆军参谋本部

指示日军在山西的偏僻地区实验性地使用了更为强烈的毒气黄

剂,真正地大规模使用是百团大战最激烈的 1940年 8 月到 12 月

之间,毒气的毒性也逐步升级。从使用的回数来看,约 2/ 3集中在

这 1938年到 1940年的 3年之间。这主要是日军认识到了八路军

的威力,同时也是为了对八路军进行报复,在对太行山根据地的残

酷扫荡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了毒气。

调查地点, 选择了以太行山根据地的周围作为中心。虽然有

资料证明日军对国民党军队也大规模使用了毒气,但由于日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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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打仗时,很多农民躲到了山里,很难证明毒气使用时的具

体情况。所以他们的调查集中在太行山根据地的周围作为中心的

区域,虽然毒气的使用分对八路军和平民两个部分,但因为对军队

的调查很困难, 所以集中地对当地的农民进行了细致严密的调查。

二 ! 从日军资料来看山西省的化学战 (松野诚也)

该部分回顾了日军研究和使用毒气的历史,指出日军使用最

多的是中国,东南亚只是断续使用;中国又以华北为最, 特别是和

日军对峙的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山西省。1937年 7月 28日在华

北的平津作战中,日军参谋本部发出了使用了催泪毒气的命令, 这

是可确认的最早许可使用化学武器的命令。毒气的使用一方面是

为了对付中国军队,同时也是为了将来的对苏作战进行试验和积

累经验。其使用也经历了从次数和数量上逐渐增加的过程, 并成

为他们确保占领区打击中国军队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因为担心使

用情况泄漏,日军高层一开始一再指示避开和不要伤害到外国人。

山西的抗日军队对付毒气的能力低, 多山地比较封闭, 交通不便,

使用情况不容易为外人所知, 游击区的老百姓对日军怀有很深的

敌意等原因造成了日军在山西大量使用毒气的情况。

三 ! 从中国资料来看山西省的毒气战 (丰田雅幸)

该部分指出, 1999年 7 月 30日中日签订了关于原日军在华

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开始了真正地处理。但是由于该研究从

80年代才开始,日本国内对毒气的危害性还缺乏充分认识, 日本

政府更是只承认了一部分事实, 这和战犯审判有很大的关系。东

京审判前,远东国际法庭曾指出日本在中国使用了毒气,并派人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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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进行过调查,国民政府也提出了证据, 但后来没能立项, 也没

有成为审判内容。正如作者在书中指出的, 这和昭和天皇没有被

起诉一样,不难想像它背后的政治运作。而美国在其中起的作用,

更是给人更多的想像空间。

关于中国的审判,作者指出,战后国民党政府的审判只有涉及

在湖北使用毒气的一件, 而这件审判资料,直到 1998年 6月 13日

本外务省公开外交文件后的第二天, 每日新闻 对此进行了报道,

才广为人知。抗战结束后, 在山西的日军没有任何人因为使用毒

气而受到审判, 这应该和战后阎锡山为了利用残留日军协助对付

共产党,同日军勾结有关系。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审判, 作者指出, 1949 年以后的

中国战犯审判, 涉及到的使用毒气罪行有 3人 4件,但都集中于河

北省,不是以此罪名被起诉但参与过毒气战的人还有 6人, 在免于

起诉者中间也有人交代参加过毒气战。

作者根据中方资料指出, 日军在山西从 1937年到 1945 年不

间断地使用了毒气, 具体记录有 301 件, 最早的是 1937年 9月 6

日,日军在进攻天镇南边的盘山时使用了毒气。就是在战争结束

后的 1945年 8月 23日, 日军还对进攻汾阳县城的八路军使用了

毒气,致使 67名八路军战士死亡。

据作者指出,虽然日本政府到现在还拒不承认使用过糜烂性

毒气,但是,山西日军的证词里早就承认使用过。

四 ! 山西省被害调查的成果和课题 (小田部雄次)

作者在 1999年 8月和次年的 9月在山西省进行了 12天的调

查,主要调查的是定襄、榆社、武乡、襄垣、左权、黎城、沁源、平鲁、

壶关等 20多个地方。作者利用统计的方法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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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对毒气使用的方法和毒效也结合资料进行了对比。

该书的第二部分分为:毒气战被害者的证言记录( 1999 年至

2000年的调查成果)和补录(有关化学武器的国际条约、日本政府

和旧日军有关的答辩、驻屯军队和关连军人表)。调查证实, 山西

是日本大规模使用毒气的地区之一,特别是 1940年 8月八路军在

华北地区开始实施百团大战后,日军在对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太

行山地区进行疯狂的扫荡和报复中,大量地使用了毒气,其中很多

平民成为毒气战的牺牲品。从 1938年 7月第一军第二 ∃ 师团在

晋南作战中开始大规模地使用毒气以来,日军在山西不间断地使

用了毒气。1939年 5月,陆军参谋本部同意在偏僻地区实验性地

使用更为强烈的毒气。日军使用毒气的基本规律是,随着战争进

入于胶着状态, 日军使用的毒气越来越频繁, 也越来越强烈。根据

实地调查,该书对打喷嚏性毒气的非致死性进行了反驳,指出它具

有很高的杀戮能力。同时, 该书证明日军在山西使用了致死性糜

烂性毒气。

实地调查是该书的一大特点。该书收集了 50多人的证言, 并

附有证言者的照片。他们对中日文的资料进行了仔细的搜集研究

之后, 深入山西各地,踏访当年的受害者和幸存者,收集他们的证

言,并和历史资料互相参照,真实而可信地将日军当年在山西使用

毒气的真相暴露在世人面前, 其道德勇气和踏实的学风都值得我

们钦佩。

书后附有日本参加的有关禁止化学武器的各种条约、日本国

会有关的答辩记录、和当时日军有关地域的驻军序列, 这对考察当

时的情况很有帮助。

禁止化学武器条约于 1997年生效,当时 87个国家参加,现在

已达到 156个国家,日本是参加国之一, 并承诺在 1997年开始的

10年内处理掉遗弃在他国的化学武器, 1999年中日两国之间也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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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了有关在华遗弃化学武器处理的备忘录,日方承认并承诺销毁

遗弃在华的化学武器。但是,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 日方的努力是远

远不够的,日本遗弃化学武器仍然在荼毒中国人民,齐齐哈尔%八∀

四&毒气泄漏和中毒事件就是明证。
1995 年, 日本当时的社会党议员团就到中国东北进行过考

察,并向当时的村山政府提出积极处理的建议,但日本政府并没有

积极行动。日本著名的毒气问题专家、神奈川大学教授常石敬一

在2003年 10月 10日的 朝日新闻 著文指出, 如果日本行动得

早,这次的齐齐哈尔和今年的日本茨城县神栖町的中毒事件就有

可能避免。他还建议,在海外遗弃化学武器的处理方面,应该向日

本旧军人收集日本在战败前后化学武器的配备和遗弃情况的信

息,以做处理时的参考。遗憾的是,日本政府曾呼吁国民提供关于

遗弃化学武器的信息,但这并不包括在海外包括中国的遗弃情况。

而且,尽管有大量事实证明,但到现在日本政府也不承认使用过糜

烂性毒气,正是这种遮遮掩掩、搪塞拖延的态度才造成了今天这种

毒气仍然不断地伤害中国人的不幸局面。

日本过去使用化学武器的罪行和今天对在华遗弃化学武器处

理的错误做法都需要清算,而 中国山西省的日军毒气战 一书具
有很好的参照意义,是解明日军在中国使用毒气情况的非常重要

的一步,其严谨的研究风格特别是实地考察的求实精神也值得我

们借鉴。我们有很好的实地考察的条件,也有一些中国学者开始

搜集证词等口碑资料,并出版了相关著述。但要把日军毒气战的

历史彻底澄清, 中日学者还需要更大的努力。

(作者高士华, 1961 年生,日本东北文化学园大学综合政策学部副教授)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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