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报道时，‘慰安妇’请打引号。”交谈间，
!"岁的苏智良反复强调，正视受害者是遭强
迫而非自愿，明确暴行是日本的国家犯罪而
非个人行为，这是还原“慰安妇”历史的核心。

# 月提出申请“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月递交《“慰安妇”———日军性奴隶档案》提
名表，%月参与吉林档案馆“慰安妇”史料披
露，! 月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理确认
……今年，“慰安妇”“申遗”已然是苏智良
忙碌重心。

然而，最初动念则要追溯至更早。“去年
秋天，"名日军性侵受害者接连辞世，包括中
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万爱花，她们的

离开对我触动很大。”幸存者骤然减少，“活档
案”不断消逝，令苏智良悲痛与焦急：“慰安
妇”历史的抢救迫在眉睫！
“联合国‘世界记忆’计划旨在保护濒危历

史，通过申报将‘慰安妇’文献永久留存，也让
后来者知晓，在 &'世纪曾发生过如此残忍的
军事性奴隶罪行。”苏智良希望，“申遗”能推进
人类对“慰安妇”制度的反省、思考与批判。
递交资料的选择，他坦言“慎之又慎”。内

容由中央档案馆、吉林省档案馆、上海市档案
馆等 (所档案馆的文献组成，苏智良任教的
上海师范大学整理，权威性、完整度、稀缺类
是判断标准，“史料浩瀚，但数量并非最重要，

而是选取最有力，以日军自然生成和留存的
档案为主。”

苏智良摊开一本影印的档案册页，泛黄
残损的通牒上，记述了南京宪兵队辖区的“治
安恢复状况”，正是今年 %月吉林省档案馆首
度公开的证据。其中，日军强征“慰安妇”罪行
昭然若揭。
“这是日本宪兵队自己统计的，我们作

为受害国当时不可能整理，非常清晰、详细、
确凿！铁证如山！”苏智良介绍，材料不仅覆
盖中国，而且涉及整个亚洲，例如日军在印
尼爪哇岛、荷属东印度安汶岛设有“慰安所”
的信息。
明年初，“世界记忆”专家委员会将组织投

票，对结果苏智良有信心：“相信能够通过！”

苏智良!将日军兽行烙入"世界记忆#

本报记者 范洁

! ! ! !打开书橱，苏智良取出一厚摞财务账簿，按
时间顺序装订齐整。&'''年起，中国“慰安妇”
研究中心展开对幸存者的生活援助，改善老人
们的悲惨境遇，也解开苏智良的一个心结。

此前，日本政府曾建立“亚洲女性国民基
金”，宣称援助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但申领
前提是必须签字承诺，不再“纠缠”日本政府。
“这不是援助，而是撇开关系，我们拒绝这样
的无理要求！”

从最初人均每月 )'' 元，到现在一年
!'''元，温暖着老人破损的心。不过，仔细翻

阅账目却会发现，余额时常为负数，“有我自
己垫付的，所以那么多赤字。”当问及这些年
的捐助总额，苏智良却有些为难。虽然收据、
汇款单留档清晰，但他着实没有时间、精力统
计：“本来想请学校财务处代管，工作人员笑
说你们都破产了，还怎么管？”
“*%年前，中心想建一家养老院赡养幸存

者，由于资金问题，现在也没做成。”幸而，近年
捐款者踊跃，尤其是热心的上海市民，“有对
+,多岁的退休夫妻，徐修国、曹慧缇，平时很节
俭，每次来都换乘两辆公交车，#'**年第一次

就拿出 -万元，前后捐款 "次，真是了不起！”
主持“慰安妇”问题工作会议，邀请日韩

学者；登上华盛顿、多伦多城市讲坛，追究日
本国家的战争责任；出版第一本讲述中国“慰
安妇”历史的英文书，向世界发声……苏智良
强调，“慰安妇”是全世界、全人类的历史，研
究需要多国合作。

他相信，“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申报是
一个契机。据悉，韩国计划在 #'*(年申请，与
中国以文献档案为主不同，着重呈现受害者
的口述。“中国今年申请明年审核，韩国 #'*(

年申请 #'*+年审核，这样很好，对日本会形
成持续压力。”

! ! ! !时间，是苏智良最大的挑战。
在寻访浦东其昌栈“慰安所”时，有老人

回忆在四川北路横浜桥还有总部，“他答应，
等身体和天气好一些，陪我们一起去虹口。”
苏智良没有想到，几天后惊闻老人病逝的噩
耗。“这间‘慰安所’的总部从此成谜，可能再
也找不到了！”

遗憾与惋惜，还有太多。在他的电脑里，
保存着一份长长的名单，是上世纪 -'年代至
今找到的百余名“慰安妇”幸存者信息。屏幕
上，字体红黑相间，红色代表已经离世，仍是
黑色的名字仅余 #%人。“受害者年龄都超过
"'岁，正以平均每季度一人的速度凋零。”

在苏智良家中，存放着 %' 多盘口述磁

带，是他与学生奔赴白山黑水、黄土高原寻
访时录制，“血泪交加，惨不忍听。”苏智良叹
息，三分之一的受害者性器官受损无法生
育，遭到夫家抛弃，而自杀、精神崩溃者更是
难以计数。“有幸存者 +岁就被 .个日本兵
强暴，她说从那时起每天使用尿布，我忍不
住流泪……”

孑然一身，最终老无所依，但依然承受来
自社会的压力与歧视。曾有四位老人特地从
深山赶到当地县政府，坦陈自己是“慰安妇”
制度的受害者，而对方的回复竟是“你们做了
这样的事还好意思说，回去吧！”

世俗目光刺目，很多人选择沉默。探访
中，苏智良与他的调查团队不止一次被老人
及家属呵斥“胡说八道”、扫地出门。“有名上
海的幸存者，起先矢口否认，末了她附在我耳
边轻声说了一句，‘事情已经过去那么多年，
就让它烂在我的心里吧’。”

但是，对于国家和人类，历史不该被遗
忘，苏智良不忘初心。“在云南高黎贡山翻车、
在山西盂县遭遇山洪暴发，调查身心俱疲，尤
其是心理阴影与负担，太沉重、太痛苦，但依
然要坚持、要继续。”

在他的倡议下，上海师范大学成立中国
“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大学生、研究生参与
修补民间记忆。男性不便询问受害细节，他请
爱人陈丽菲教授加入调查，“她和老太太抱头
痛哭，哭得比她们更厉害。”抱团取暖，互相勉
励。今年五一，陈丽菲带研究生至山西武乡县
考察，新发现确认 "名“慰安妇”幸存者。

! ! ! !“完全没有想到，‘慰安妇’问题将成为我
学术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专攻上海近代
史，一次公派赴日将苏智良与“慰安妇”调查
从此捆绑。

*--& 年 . 月，他在东京大学任客座研
究员，“慰安妇”一词刚被提出引发热议。
一位日本教授听说苏智良来自上海，向他
求证：“据说世界上第一家‘慰安所’就设
在上海？”

苏智良很吃惊：“我一愣，研究上海史也
有些年了，怎么一点不知道？”“应该把这个历
史难题搞清楚啊！”日本学者的自言自语在他
耳边不断回响。

当时，日军性奴隶问题在国内尚未引起

关注，甚至一度出现“中国没有‘慰安妇’”
的论调，苏智良意识到研究的重要性，他一
边辗转各大图书馆、防卫厅研究所埋头查
阅资料，一边申请增加授课时数，自费延长
留学期限。

在日本神保町旧书店，一张黑白照片让
他驻足：两排日式木屋间，是条碎砖铺就的小
径，一个日本兵在女性陪同下，正准备进入
“慰安所”寻欢。旁边文字说明：上海杨家宅慰
安所，*-."年 *月建立，日本上海派遣军东
兵站司令部管理。“杨家宅在上海何处？‘慰安
妇’是哪国的女性？这间‘慰安所’后来怎么
样了？还有没有知情者？……这些问题挥之
不去。”

*--.年 (月，苏智良携 &,,余册二战图
书、老兵回忆录返沪，寻找杨家宅“慰安所”成
为一桩心事。他找来上海地图，发现叫杨家宅
的竟有十几处，分布在城区的东西南北。“+月
盛夏，我骑上自行车，信心满满，地毯式搜索，
结果 .个月毫无发现。”

*--%年春，将搜索范围扩大，在翔殷路东
沈家宅，他找到曾在“慰安所”工作 *%年的老
人，尘封的历史逐渐揭开……此后，苏智良顶
风冒雨、披星戴月，走遍上海大街小巷，从经
营规模最大的杨家宅“慰安所”，到世界上第
一处“慰安所”遗址“大一沙龙”，他在上海认
定 *%-处“慰安所”原址，并撰写《上海日军慰
安所实录》。

铁证搜寻仍在继续，&,年间苏智良足迹
遍及全国，找到数以千计的“慰安所”原址。

本周，外交部确认将南京大
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档
案文献申报联合国“世界记忆遗
产名录”。本报记者专访申报的
发起人之一，中国“慰安妇”问题
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
“已经太晚，但还能抢救到

一些，如果再晚，就什么都来不
及了。”20年调查研究，苏智良
坦言虽然艰难与沉重，却是义不
容辞的坚持与责任。“我遇上了，
就不可能转身离去！”

1 “慰安妇”申报档案铁证如山

2 “地毯式”搜寻沪上“慰安所”

3 成立“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4 自掏腰包援助幸存受害者

! 苏智良的专著之一

! !""#年 $%月!苏智良"陈丽菲至如皋探望#慰安妇$幸存者周粉英%中& 苏智良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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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 ! ! ! '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是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下的一个项目!专

门用以保存对人类发展有着重要

意义" 但因种种原因正在消失或

正被遗忘的历史文献和档案(其宗

旨是!为了让世界上所有人可以永

远无障碍地接触到这些档案或文

件! 进入名录的遗产应将被完整

保存和保护(

目前! 在 '世界记忆遗产名

录$中!有三份记录屠杀犹太人的

档案!)耶路撒冷大屠杀证人档

案*+)安妮日记*和)华沙起义*!

这三份档案对全世界了解二战纳

粹德国的历史! 有着至关重要的

意义(

相比之下! 我国抗日战争的

历史" 日本侵华的历史! 由于文

化"语言等原因!只局限在中国!

局限在中国的学术圈里! 并未为

更多人所知(

此次中国申报 '世界记忆遗

产名录$ 的南京大屠杀和 '慰安

妇$问题!是 !"世纪法西斯侵略

亚洲留下的惨痛一页! 把一个民

族" 一个国家对于苦难的集体记

忆! 烙入全世界文明进程的发展

中去!将成为一个镜鉴!不断提示

后人"警示后人,牢记历史!珍爱

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