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爾濱陳列館揭731部隊新證 受害者多為抗日志士

日軍“特別移送”
1467人供活體實驗

美日枱底交易
3千細菌戰犯逃脫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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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重根館開幕3個月 韓客佔三成

731部隊是侵華日軍“滿洲第731部隊”的簡稱。
1933年起，該部隊在黑龍江省五常市建立了細菌實驗基
地，後於1938年6月正式移駐至哈爾濱平房地區。

在其存在的長達13年的時間裡，731部隊肆無忌憚地
研製細菌武器，用活人做試驗的種類多達百種，如凍傷實驗、人馬血交
換實驗、電擊、麻醉和動植物實驗。同時，為準備細菌戰，他們大量製
造鼠疫、傷寒、霍亂、炭疽、斑疹等十幾種傳染病菌，隨心所欲地在活
體實驗者“馬路大”身上試驗，至少有數千人被殘忍殺害。1940年以
後，731部隊開始頻繁在中國南方進行細菌戰活動，僅一次細菌戰就使
20萬人受害。

731部隊負責人石井四郎為醫學博士，1945年8月日本敗退，他帶
領731部隊炸毀設施，焚燒檔案，殺害人證，毀屍滅跡，並用13輛卡車
將實驗資料運回日本，與美國達成免於細菌戰起訴的交易。1959年，逃
脫了審判的石井因喉癌死於日本，時年67歲。

731部隊臭名昭著

作為世界戰爭史上規模最大、保存最為完整的細菌戰遺址群，731
遺址保護區面積達到24.8萬平方米，開放面積14.8萬平方米，年均接待
60萬人次。自1996年起，731舊址開始籌備申遺。

日前，國家文物局審核同意了《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保護規
劃》，並由黑龍江省政府正式頒布實施，為731舊址申報世界遺產奠定
基礎。根據規劃， 27處遺存將劃分為6個分區，區劃總面積為166.26
公頃。規劃還提出在2015年之前，將組織編制侵華日軍第731部隊舊址
的世界文化遺產預備名單項目保護管理規劃，2020年之前完成。

另悉，哈爾濱今年將正式啟動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新
館建設，新館建成後，舊館將作為文物進行保護；同時還將在已發現區
域建造遺址文化公園，目前遺址公園已完成規劃並審批通過，年內將啟
動實施。

舊址申遺 擬建遺址公園

今年50歲的金成民是哈爾濱侵華日軍

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館長，從事侵華

日軍細菌戰罪行、731部隊專題研究已有25

年的時間。

1998年，金成民首次發現731部隊進

行人體實驗最直接、最有力的證據——

“特別移送”檔案。為了從事研究，他不

僅自修日語，而且親赴日本跨國取證30餘

次，建立檔案資料400餘卷，錄製並保存

了400餘小時的珍貴影像資料。

金成民告訴記者，在他所訪問的數百

名731部隊成員中，僅有少數人願意為曾

經在中國犯下的罪行提供證詞。金成民回

憶說：“一次赴日取證過程中遭到了一位

日本老兵的拒絕，在我反覆勸說下，老人

最終才同意作證。”曾負責731部隊監獄

管理的石橋直方就是在金成民愛國熱忱感

動之下，毅然站出來揭露731部隊罪行，

於 1996 年參觀陳列館時手繪了監獄結構

圖，並留下了懺悔書。

鐵證擺在面前 必須尊重歷史
多年來，金成民專注於研究和搜集731部隊相

關罪證，目前陳列館中的相當一部分寶貴資料均由

其親自發現收藏。其中，令他倍感震撼的是國內僅

存的一雙日本軍靴。金成民對記者說：“以前常說

日本的鐵蹄踐踏了我們的國土，這雙搜集於東寧縣

的軍靴證實了這一點，軍靴底部釘了一圈鐵釘，令

人真實地感受到了‘鐵蹄’的殘酷。”

目前，金成民帶領其團隊致力於731舊址申遺

工作，他認為：“真實的歷史只有一

個，尊重歷史，我們才能走遠，鐵證

就擺在我們面前，沒有必要爭論，更

沒必要否認。”

■記者 孫菲

位於哈爾濱火車站的安重根紀念館開館3個

月來，已累計接待超過5萬名各國遊客，其中來

自韓國的訪客佔了三成。

紀念館講解員對記者說：“現在平均每天

有500至600人來館參觀，有時甚至超過1千

人，幾乎每天都能遇到韓國參觀者。這些韓國

人包含了各個年齡層次，其中以中年人居多，

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是特地到中國參觀安重根紀

念館的。”

參觀韓客情緒激動
相對於韓國參觀者，來自日本的參觀者數

量則相對較少。講解員表示：“比較而言，韓

國人對安重根的事跡更為熟知，參觀時的情緒

更為強烈，而日本民眾來參觀，則表現得安

靜、友好。”

的確，記者在安重根紀念館所採訪的韓

國人中，很多情緒都比較激動，常常眼含熱

淚，在安重根刺殺伊藤博文的事發地點佇立

良久。

一對專程前來參觀的韓國中年夫婦通過翻

譯人員告訴記者：“在韓國，安重根是家喻戶

曉的英雄，連小孩子都知道，十分感謝中國政

府能夠為我們的英雄建立紀念館，希望中、

日、韓三國人民都能了解這段歷史，繼承安重

根義士追求和平的精神。”

1909年10月26日9時30分，來自朝鮮半島

的抗日義士安重根在哈爾濱火車站的站台上，

擊斃了時任日本樞密院議長伊藤博文，後於

1910年3月在旅順監獄被日本佔領當局秘密處

死。2014年1月19日，安重根義士紀念館正式

在哈爾濱落成開館。

哈爾濱731部隊罪證陳列館披露美國國家

檔案館解密日本細菌戰檔案，成為731部隊進

行人體實驗最新可靠證據。

為了逃避戰爭的審判，731部隊負責人石

井四郎將731部隊多年來的人體實驗研究成果

交給了駐日美軍，日美隨即達成交易。作為交

換的條件，美軍掩蓋了731部隊的罪行，使包

括石井四郎在內的3千多名細菌戰戰犯最終逃

脫了審判。這是該館專家在研究美國國家檔案

館解密的文件中發現的。

金成民稱：“更為諷刺的是，很多活着的

前731部隊高官回國後有的在大學當了校長、

教授，有的擔任了研究所所長，這說明日本的

醫學與戰爭關係仍然未釐清，以至戰後日本發

生了很多與731部隊有關的事件。”

2001、2007年，美國國家檔案館分批次解

密了10萬頁關於日本戰爭罪行的檔案，其中2

萬頁涉及731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的事實，主要

內容有美軍審訊731成員的記錄、731隊員提供

的人體實驗報告書、細菌武器研究報告和醫學

論文等。

其中，有關鼠疫菌的“Q報告”、炭疽菌

的“A報告”和鼻疽菌的“G報告”多達1500

多頁，通過詳細的實驗過程、解剖數據、手繪

的彩色解剖圖、8千多張細菌實驗病理幻燈片

等，731部隊在哈爾濱平房地區所進行的活體實

驗情況一覽無遺。

一炭疽病實驗 害死200人

陳列館專家經過多

方努力，在美國學者的

幫助下，最終拿到了原

始資料的影印件。這些

影印件現被展覽在陳列

館的牆上，記者看到了

其中有關炭疽菌的“A報

告”，此報告調查了30

例經過口、鼻、皮膚感

染的炭疽病，並對中國

當地居民的肺、肝臟、

腸胃、腎臟等12處器官

進行了多種實驗，意在

從中提取對防疫和細菌戰方面的有利信息。金

成民說：“這樣一份報告，至少5至6次反覆研

究才能完成，以每次30個樣本計算，僅此實驗

就會傷害近200人。”

據陳列館館長金成民介紹，關押在731部隊

“特設監獄”的被實驗者主要通過各地憲

兵隊秘密移送而來，在關東軍司令部的文件中被

稱作“特別移送”。

這些被實驗者絕大多數是從事反滿抗日活動

的優秀志士。從黑龍江省檔案館發現的“特別移

送”的原始檔案資料是731部隊進行活體實驗最

有力的鐵證。

在陳列館收藏的其中一份“特別移送”檔案

中，記者看到，時年28歲的朝鮮人李基洙，於

1941年7月20日23時30分，被延吉憲兵分遣隊

在間島省琿春化村抬馬溝逮捕，延吉憲兵分遣隊

以“延憲高第673號”文件對其進行“特別移

送”處理，關東憲兵隊於1941年9月4日以“關

憲高第882號”指令批准。據延吉憲兵隊第752

號報告，已將李基洙直接移送至哈爾濱憲兵隊本

部。

另外，“特別移送”檔案還記載了韓成鎮、

金聖瑞、高昌律等3名朝鮮人的個人情況及被捕

時間等內容。

日老兵懺悔謝罪 拒拿撫恤金
金成民告訴記者，1938年，日本憲兵隊下達

了特別移送的指令，每一份指令中至少涉及一

人，最多一次則達到90人。被特別移送至731部

隊後，這些人就變成了活體標本，即日軍口中的

“馬路大”，自己的名字也被1-1000中的編號所

代替。

在金成民所獲得的日本原證人的證詞中，曾

任大連憲兵曹長的日本軍人三尾豐證實稱，曾經

親手簽發過“特別移送”文件，並親自運送4名

被實驗者到731部隊。為了對自己的罪行進行彌

補，他曾多年奔波於遼寧等地，尋找受害人家屬

進行謝罪，並拒拿日本軍人撫恤金，僅靠微薄的

養老金生活。

據悉，經過陳列館專家多年調查取證，最終

發現了731部隊“特別移送”檔案，查找到了被

實驗者名單。

這些曾經只用一串冰冷數字所代替的姓名，

如今被刻錄展示在陳列館殉難者長廊上，在告慰

殉難者亡靈的同時，對受害者家屬也給予了極大

的安慰。

■美國解密日本細菌戰部
分檔案。 記者孫菲 攝

■安重根紀念館自開館後，參觀者絡繹不絕。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
遺址本部。

■731部隊“特別移送”檔案。

■731部隊利用活體做試驗。
資料圖片

■鍋爐房舊址，日
軍敗退前用於焚燒
屍體與資料。

新聞探射
■■鍋爐房舊址鍋爐房舊址，日日

■責任編輯：李 楠 2014年5月1日（星期四）

■731罪證
陳列館館長
金成民。

臭名昭著的侵華日軍731部隊利用活人身體做試驗的暴行再有新

證據。位於黑龍江哈爾濱市的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所掌握

的最新“特別移送”檔案資料證實，記錄在案的731部隊受害者共1

千467人，其中中國1千439人、朝鮮6人、蒙古7人、前蘇聯

15人，大多數受害者是從事反滿抗日活動的優秀志士。殉

難者名字已陸續刻在陳列館長廊，以告慰英靈。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孫菲 哈爾濱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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