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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战俘营的盟军战俘

秦忻怡

! ! ! ! ! ! ! ! !"#日本 $%&部队罪行

!""# 年，美国“奉天联谊会”会长哥莱
格·罗德里克斯随老兵回访团一起来到中国
沈阳。罗德里克斯 $%余年来一直在华盛顿奔
走呼吁，不仅要求对战俘受害者进行补偿，更
要求将日本用战俘做细菌实验的罪行公之于
世。在美国退伍军人事务委员会第九十九届
年会上，罗德里克斯说：“穆雷·桑德斯博士，
是战后一位帮助安排美国和日本进行交易的
中间人，也是远东军事法庭在细菌战方面的顾
问，博士告诉我，一位美国相当高级别的军官
告诉他，‘美国人在奉天是豚鼠。’”哥莱格·罗
德里克斯公布了日军给战俘注射过鼠疫菌的
真相。他说：“父亲 &'()年 (月住院了，这是他
*个月内的第 +次住院。感染不断地突袭他，不
仅包括畏寒和发烧，而且有痛苦的妄想，他妄
想到再次被日军俘虏，又处于日军的控制下
了。”罗德里克斯的父亲当年是 (,)号战俘。在
其父亲成为战俘期间，日军曾强行给他注射过
一种药剂，并且得到了 (#&部队成员植园直寺
的证实。父亲直到 (,岁去世时体温一直很高，
曾在美国进行检查，结果显示为鼠疫菌感染。
“和父亲一样的美军战俘之所以无故发

烧、颤抖、夜里盗汗、如爬虫般的脱皮、麻木，
都是因为 (#& 部队曾秘密潜入到战俘集中
营，以打预防针的名义将鼠疫菌注射到战俘
体内。被注射的战俘当时没有反应，但是过后
身体会发烧不退，在痛苦折磨中死去，有的还
会影响下一代。”罗德里克斯认为。罗德里克
斯说，(#&部队 ,位队员在晚年出版的一本
揭露真相的新书和美国政府开放性文件都使
得“二战”最大的秘密之一得以披露。他也从
日、英、美获得一些文件，坚定地认为日军在
美军战俘身上做了细菌试验。他呼吁中美两
国的受害者一起将日军的这一罪恶公之于
世。他还希望美国政府解禁更多的文件，让日
军的所有罪行都大白于天下。

&'!+年 ,月，世界主要国家签订了日内
瓦议定书，即《禁止在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毒性
或其他气体和细菌作战方法的议定书》。该议

定书宣布：禁止在战争中使
用窒息性、毒性或其他气体，
以及类似的液体、物质或器
件；各缔约国同意将这项禁
令扩大到禁止使用细菌作战

方法。日本也是签字国之一。但日本所作所为，
已是公然挑衅国际公约。战后，(#&部队石井四
郎及其所属部队成员，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审
判。战后的 &'*,年 &月 ,日，在日本出版的美
军机关报《太平洋星条旗》，据日本共产党资料
报道说，石井的细菌实验受害者中有美国人。
《纽约时报》一周后也作过类似报道。继而盟军
俘虏遭细菌实验新闻不断出现。然而，远东委
员会作出的结论是：“日本细菌战资料的价值
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是那样的重要，远超过由
于‘战争罪行’的诉讼所产生的价值。”美国政
府认为，日本细菌战的资料不作战争罪行证据
之用，不追究石井及同伙的战犯责任。&'+,年，
美国联邦调查局承认美国战俘曾遭人体细菌
实验。但之后该问题再未引起注意。

&'(,年日本广播公司放映《(#&部队的恐
怖》纪录片，曾一度引起公众的关注。据披露，
&*)+名被运到沈阳的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
白种人战俘中，&&(*名系美国人。&')!年 *月
*日，美国新闻节目“,"分钟”播出一个名为
“战争罪行”的节目。约翰·鲍威尔详细谈论了
麦克阿瑟对石井战争罪责的掩饰，并提供了东
京广播公司拍摄的电影片段《(#&部队》，美国
战俘曾被日本做过实验，这才在美国引起广泛
的注意。&')'年英国新闻记者彼得·威廉斯与
大卫·瓦雷斯合著《(#&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的日本细菌战》。这是第一本详细揭露日本
(#&部队细菌战及美国掩盖内幕的著作。日籍
教授田中在《看不见的恐怖》中写道：“规模最
大的战俘试验是在满洲奉天进行的，有 &*)+

个美国人、英国人……根据一位曾是 (#&部队
成员的叙述，给战俘们喝的水掺进了不同病
菌，死去的人被解剖。”美国大华府日本侵略史
学会副会长王鄂认为，日本之所以要把大批的
战俘送到沈阳，而不是到别的城市去，非常明
显，因为沈阳有 (#&部队。他们主要目的是要
拿那些人做实验。他还提出，这个战俘集中营
有美国人、英国人、荷兰人、澳大利亚人，群体
比较特殊，日本人有另外打算，不是说仅仅把
他们关在沈阳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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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听得忍无可忍

熊晓科从韦薇老师那儿得知，有个叫章
栖霞的知名学者目前很红，他在“天地大讲
堂”开讲的《名著大家读》，人气很旺，趁势出
版了《章栖霞揭秘中国名著》一书。这周末，他
要在书城召开读者见面会，届时介绍他对《红
楼梦》的最新研究。这本书是白煜杰的爸爸他
们出版社出的。白煜杰的老爹是出版社社长。
他看准章栖霞新作的市场价值，为了
给周末的读者见面会暖场，他来儿子
就读的桑实学校找了“托儿”，希望组
织一拨小读者提些问题什么的。
读者见面会主题是《红楼梦与中国

梦》，不过那个章栖霞总在讲中国梦，而
且是他自己的梦。他黑黝黝的，说话声
音很尖厉，虽然鼻梁上架了副眼镜，但
一点没有学者风范。白社长坐在章栖霞
旁边，西装革履、金丝边眼镜、小分头。
时不时会来一句：“让我们为章教授的
精辟总结致以热烈的掌声！”下面有很
多大妈和老太太热烈鼓掌。

终于，章栖霞开讲红楼梦了，说：
“据我的最新研究，曹雪芹只是一个抄
书匠，无意中获得明朝万历年间遗留
下来的孤本《风月宝鉴》，他把书抄录
下来，更名为《红楼梦》。亲爱的读者们，你们
要说了：那曹雪芹不是抄袭了吗？其实曹雪芹
还是很有版权意识的。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
有，第一回里就说了，这本书，东鲁有个叫孔
梅溪的，给起了个名字叫《风月宝鉴》，又有
个吴玉峰，改书名为《红楼梦》，然后他曹雪
芹才‘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
章回，题曰《金陵十二钗》’。据我的考证，孔
梅溪、吴玉峰统统子虚乌有。《风月宝鉴》是
谁写的？没人知道。那么他曹雪芹除了当了
回人肉复印机，还有什么贡献没？这个也没
人知道。我八岁开始读《红楼梦》，钻研了数十
年，觉得通篇写的都是明朝的生活，基本没清
朝什么事儿。”

熊晓科听得忍无可忍，举起了手，尽量平
稳地吐字：“章教授，您说《红楼梦》写的是明朝
的生活。那么请问，写的是明朝哪个时期的生活
呢？”章栖霞笑眯眯地说：“据我多年研究，《红楼
梦》里面，写的是万历年间的日常起居。”
熊晓科眼中掠过一丝杀机：“第四十一回

里写，妙玉请宝黛钗三人去栊翠庵喝茶，她说
自己在玄墓蟠香寺修行的时候，用‘鬼脸青’
花瓮收了一瓮梅花上的雪。‘鬼脸青’是一种
青金蓝釉。青金蓝釉明朝就有了，但据故宫的
研究员耿宝昌老先生的《明清瓷器鉴定》，这
种‘鬼脸青’是清朝雍正年间才有的。为什么
它会出现在明代的小说中？”见章栖霞一时语
塞，熊晓科更来劲了：“同样，耿宝昌老先生也

说，‘花囊’这种器形，也是雍正年间
才有的。第四十回里，探春房里那个
汝窑花囊，其实是‘仿汝釉花囊’。故
宫里就有一尊乾隆年间烧制的。”
白社长出来打圆场，说：“今天

我们谈文学，谈文学。瓷器的事情，
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就像复读机
一样的。
熊晓科只说：“不说瓷器，那就说

服饰好啦。第九回里，宝玉去看望宝
钗，看见她穿了‘玫瑰紫二色金银鼠
比肩褂’。玫瑰紫是乾隆中期的流行
色，你去看明朝小说，但凡写到衣服
的，从没有写过这个颜色。乾隆中期
的对襟马褂，倒有很多玫瑰紫的。”

章栖霞有点回过神来了，开口
说：“这位同学对细节很注意哈，现在

有很多人看书，就看个情节大纲，这是不对的。
但是读小说，太注重细节，譬如说，你光注意薛
宝钗今天穿什么，明天又穿什么，忽略了她怎
么在滴翠亭陷害林黛玉，那等于只认衣服不认
人，没有看清她的为人。这样一来，就本末倒置
了。”熊晓科一看章栖霞岔开话题，急了，直接
站起来说：“请章教授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不要
顾左右而言他。何况宝钗根本没有陷害黛玉的
意思。”学生们对章栖霞发出嘘声。
白社长见情况不妙，像弹簧一样跳起来打

圆场：“今天非常感谢大家参加讲座。章教授今
天讲了很多有意思的见解，我们稍作休息，来
做个小游戏，抽个奖。幸运的读者能得到教授
亲笔签名的《章栖霞揭秘中国名著》。”白社长
话音一落，就有十几个大妈蹿到台上抢奖券。
熊晓科对领来的学弟学妹们说：“我准备

撤了，你们呢？”这拨初中部学生中，有一大半
起身跟着熊晓科走了，还有几个留了下来，巴
巴地等着抽奖。熊晓科见了，心里嗤笑：这种
书有什么可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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