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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脚病”全面调查长期缺失
在 !"#$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青年导演

论坛延展单元”上，一位浙江老人吸引着世界
目光。老人名叫姜春根，%$ 岁，浙江省江山
市大陈乡乌龙村人。画面中，他时而蹒跚地
走在田埂里，双脚不断地渗出血水、招引蝇
虫，时而孤独地坐在土坯房外，双手颤抖地消
毒伤口、更换纱布。

#&'!年 (月至 &月，为报复 '月 )*日美
国空军对日本本土的首次轰炸，日军在浙江、
江西境内发动作战，沿浙赣铁路破坏机场、拆
毁铁轨，同时下达“生物焦土”命令，从空中、
地面撒播大量细菌。在日军撤离后的几星期
内，很多村民的腿部出现大面积溃烂。
“'月初，导演詹姆斯回访江山市，除了小

腿，姜春根的脚底也开始溃烂，已经无法行
走，更别说下地干活了。”影片的助理摄像、原
宁波大学细菌战调查会成员骆洲告诉记者，
姜春根只是调查会在浙江采访到的 +)+名烂
脚老人之一。

!,"'年至 !"))年，宁波大学和浙江工商
大学细菌战调查会的成员先后辗转浙江金华、
兰溪、义乌、东阳、衢州、江山的 $"个乡镇，寻访
烂脚老人、记录口述历史、整理烂脚村分布资

料，最终汇成《烂脚病受害者名单统计》和百万
字的笔录。调查会指导老师、中国细菌战受害
者诉讼原告团团长王选评价这项成果“是独一
无二的，弥补了目前细菌战受害调查的空白”。
“烂脚病”并不是第一次进入公众视野，

早在上世纪 &"年代末，王选已经会同金华、
衢州地方流行病防治专家、学者和受害者，开
展烂脚病受害者个例调查。!"")年起，青年
学者李晓方自费走访浙江、江西，以图文形式
记录细菌战幸存者的悲惨遭遇，其后出版的
《泣血控诉》!中央文献出版社"!""#年# 引起
强烈反响。!""!年，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哈
里斯、微生物学专家马丁·弗曼斯基和皮肤病
学专家迈克尔·弗兰兹布劳前往浙江调研烂
脚村，这是战后美国学界首次赴华调查日军
细菌攻击造成的伤害。

调查所到之处，村民都说日本人打来后，
当地出现“很多很多烂脚病”。“但是，美国人
说‘-./0 -./0!很多很多$’没有用，要知道
‘123 -./0%具体多少$’。”王选说。同时，从流
行病史角度来说，也需要从“点”到“面”的数
据，体现疾病分布状况，“根据目前调查积累
的数据，战时浙江烂脚病爆发呈现非自然特
征，从老人对发病初期的症状描述判断，很可
能是皮肤炭疽和鼻疽，这是人畜共通的疾病，

一般情况下人与人之间不传染。#&'!年春夏，
如此多人在同一时间和空间感染，表明当时
的环境在很大范围内存在着这两种细菌的感
染源。”

感染源从何而来？在 #&'&年 #!月伯力
审判后公开出版的《审判材料》!莫斯科外国
文书籍出版局"$%#&年$中，日军 %$#部队细
菌生产班班长供述，#&'! 年他曾准备了 #$,

公斤炭疽菌，交给南下攻击部队使用，而 %$#

部队具有 +,,公斤4月的炭疽菌生产能力。
目前，王选和学生们正根据调查数据制

作“烂脚病”病例分布图，分类整理相关症状。
她强调，田野调查的每一个字、每一张照片、
每一段录音，全部要经得起推敲，“小泉内阁
对日本议员要求政府公开细菌战相关资料的
回应是，‘没有能够确切证明细菌战具体活动
情况的资料’。这也是我们坚持调查的动力，
靠自己的努力，让证据说话。”

幸存者名单越来越短
“第一次采访老人，在敬老院门口迎面而

来一股浓重的腐烂气味，我马上退了出来。”
时隔 (年，回想初次直面烂脚老人的情景，骆
洲记忆犹新，“调查之前，我看过不少烂脚老
人的资料和照片，但一到现场，嗅觉、视觉、听

觉全方位的冲击，还是让人招架不住。”
大学 '年，骆洲共参与 ))次田野调查。

他耳闻或目睹的故事主角中，有些在感染之
初就病逝了，有些受不了折磨自杀了，有些难
忍疼痛选择截肢，更多的从小就遭受歧视，直
至死亡，腿上烂肉还在溃烂、脱落。
“一场战争将他们的人生轨迹彻底改变，

就这样无缘无故被毁了一辈子，太可怜了，太
冤枉了。”在接受询问时，很多受害者抑制不
住激动，甚至失声恸哭，“他们这辈子，从没有
人问起这件事，从没有人问过他们的腿是怎
么烂的，终其一生孤独地忍受自身的痛苦和
外界的排斥。”

除了愤怒和悲伤，伴随调查深入，学生们
越发感到来自时间的压力。

!,,* 年调查会成员回访金华烂脚村，
!,),年他们前往衢州寻找烂脚老人，无一例
外面临幸存者急剧减少的情况，看到死亡名
单上增加的数字，听到“已经去世了”的叹息。
“有一次我们根据线索，花半天翻山来到老人
的家，却发现正在出殡。”回想在衢州的经历，
浙江工商大学细菌战问题研究会成员方亦舒
有些哽咽。

!,))年夏，由于很难再找到幸存者，浙江
“烂脚病”的调查告一段落。 '下转第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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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触七十年未愈的伤口
———大学生志愿者调查浙江、鲁西细菌战纪实

见习记者 范洁

3支完全由大学生组成的年轻
团队，沿着浙赣铁路寻访烂脚老人，
在宁波重核鼠疫感染人数，从山东
到河北追溯霍乱疫情，45次辗转山
林和田间，采访了千余名细菌战幸
存者和难以计数的见证人，留下近

万张照片和百万字口述历史,,宁
波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山东大学，
共900余人次，近10年努力，只为
重现70年前的残酷真相，修补关
于细菌战的民间记忆，还原这场给
中国平民带来巨大创伤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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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大学鲁西细菌战调查会

成员在河北农村采访霍乱见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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