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歲的湖南岳陽老人彭竹英，是目前內地登記在冊的「慰安婦」制度受害倖存
者。對於發生在日軍慰安所內的悲慘遭遇，彭
竹英老人努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緒，同時迴避
記者的提問。也許在她看來，和已故的姐姐彭
仁壽一樣，在生命最後一刻再將深埋在內心的
屈辱和盤托出，才能夠保存自己最為看重的
「體面」。

入慰安所十日氣息奄奄
岳陽地處湖南北部，是長沙以北重要交通樞

紐。1944年，第四次長沙會戰，侵華日軍發動
了代號「一號作戰」的大規模攻勢，企圖打通
從武漢經長沙、衡陽直至廣西的鐵路幹線，臨
近鐵路和岳陽的郭鎮也被列為掃蕩範圍。
剛滿15歲的彭竹英與幾個童養媳，瑟瑟發
抖地藏在郭鎮李家大屋。「幾個漢奸帶着一
幫日本兵闖進院子。」彭竹英清晰記得當時
情景，「有人說只有幾個小姑娘，大一點的
是個瞎子（即彭竹英 編者註）。」日本兵嘰
哩哇啦幾句，漢奸們便上前將彭竹英擄進郭
鎮「慰安所」。「日本兵（看我反抗）把我
腳趾砸斷兩根，還拿槍托將我打翻在地。」
彭竹英顫顫巍巍地除去左腳鞋襪，中間三根

腳趾極不自然地下塌成平面。
那是彭竹英一生中度過的最暗無天日的十幾

日，每天飽受摧殘，還被禁止出門甚至隨意走
動。「他們不讓我說話，什麼時候都有人跟
着，送飯，跟着；送水也跟着；全部跟着。」
「我記不太清了，只記得關我們的地方房子
不大，有個小院子，好幾間土房，不曉得裏面
還關了多少和我一樣的女子。」彭竹英突然陷
入沉默，仰面朝天長嘆一聲，良久不再說話。
彭竹英不願再回憶在慰安所的遭遇，但研究

中心早前尋到並發布的一張寫有「日軍兵站司
令部制定的《慰安所規定》」照片可見端倪。
規定明列：慰安所入場券為兩元（應為軍票 編
者註）、限時30分鐘、入場時間從早10時至晚
9時。這意味着，在慰安所滿負荷狀態下，每名
慰安婦日需「接待」日軍約20名，而相關費
用，需交至慰安所管理者手中。

姊下腹遭刀捅 父撿回救一命
時間回到1938年，日軍第六師團今村支隊從

水路登陸攻佔岳陽城，為配合南下攻佔武漢的
戰略，日軍於8月15日對岳陽地區使用生化武
器，造成彭竹英雙目失明、母親與小弟先後身
亡。彭父帶着剩下的姐弟三人逃至郭鎮李家大

屋躲避。一日，在後山上砍柴的彭仁壽被日軍
發現，她慌不擇路地逃回家中夾牆藏匿。第二
天，漢奸帶日軍來到村子中，要求交出彭仁
壽。日軍將包括彭父和弟妹在內的五十餘名村
民關在院子裏，淋上煤油，「（日軍）端着槍
就對天上地下打槍，要求交人出來，不交人就
放火，把屋子燒了，把幾十人全殺了。」彭竹
英說，在日軍的淫威下，年僅13歲的彭仁壽只
好任由日軍帶去慰安所。
彭竹英是在2016年之後才逐漸知道了姐姐的
遭遇，「捉進去二十多天。由於姐姐不停反
抗，日本兵就放肆折磨她，讓姐姐幾次昏死過
去。後來被激怒的日本兵就向姐姐的下腹捅了
一刀，刀口有十幾公分長。他們以為姐姐死了
就把姐姐扔了出去。」彭竹英說，得到好心人
相告的父親把姐姐抬回醫治才撿回一條命。
而據中國網報道，彭仁壽得救不久，又被另
一夥日軍抓走，遭受另一輪凌辱。

勉年輕人勿忘國恥
姐妹倆出事後，兩人選擇了沉默。但日軍的摧
殘給她們的身心留下了不可磨滅的陰影，和生育
能力的永久喪失。回想起2018年姐姐臨終前的
情景，彭竹英不由悲從中來，「我守在她身邊。
姐姐講不出話，只是拉着我的手流淚。」曾多次
給兩位姑媽錄像的彭梓芳也告訴香港文匯報，
「大姑（彭仁壽）總是講起來就泣不成聲，剛開
始說時還行，說着說着就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因
為她心臟不好，我總要中斷錄製。」
「我講出這段恥辱的經歷，是希望中國的年
輕人不要忘記過去，希望年輕人要好好保衛國
家，希望不要再打仗，希望世界要和平。」採
訪結束，彭竹英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

調調查查報道報道

研究中心資料顯示，
截至2000年前後，登記在

冊的「慰安婦」制度中國受害倖存者共418人，
其中內地359人、台灣地區59人。隨着2023年台灣
最後一位受害者及今年5月7日湖南「小瑞奶奶」的
相繼去世，現中國登記在冊倖存者僅餘7人。
據研究中心統計，登記在冊的「慰安婦」制度受害

倖存者最多的省份為海南省，錄得168人。其次為山
西省，共計錄得120人。湖南則是近年來調查取得突
破性進展的地區，計有24位平均年齡超過90歲的老
人勇敢發聲。此外，湖南也是目前在世倖存者最多的
省份，7名倖存者有6位在湖南，1位在山西。
蘇智良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日本學者普遍認同

「29：1」之說，即根據生理限度，日軍與「慰安
婦」的數量比例約為「29：1」才能大致解決日軍需
求。若再考慮因逃亡或死亡需補充的更替率約在1：
3.5到1：4.0之間，這意味着，遭日軍性奴役的婦女
應在36萬至41萬之間，其中中國婦女約達20萬。
「20萬，這只是『最低數字』。」蘇智良對香港文
匯報說：「儘管這只是逾30年研究和實地調查基礎
上的一種推論，但它大致可以反映各國婦女在二戰時
期受日軍深重殘害的最低人數概況。」蘇智良說，
「我們所知道的歷史，往往僅為冰山一角，真實的苦
難遠遠超出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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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
問題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教授接
受香港文匯報專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攝

「侵華日軍僅一個師團的參謀，就參與建立了127個慰安所，

這是多麼驚人的數字！」從事「慰安婦」問題研究逾30年的上

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下稱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難掩內心的

震驚與憤怒。近年來，他一直在努力夯實日軍性奴役罪行的證據鏈，調查愈深入，真

相便愈觸目驚心，被掩入歷史的無數女性遭碾碎的人生，漸次浮出水面。

●香港文匯報新聞調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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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戰敗前，曾大規模毀滅有關「慰安婦」存在的證
據，甚至不惜對之屠戮滅口。1993年日本內閣官房長官
河野洋平發表談話，承認戰時日軍以誘騙或強制手法徵
「慰安婦」並為此道歉，他稱慰安所的設置、管理及婦
女移送與日本軍方有直接或間接關聯。兩年後，日本政
府成立由民眾捐款建立的「亞洲婦女和平國民基金」對
「慰安婦」進行賠償，時任首相村山富市發信向接受賠
償的受害者道歉。惟隨2000年後日本右翼沉渣泛起，加
之日本政府至今不公開相關歷史文件，「慰安婦」制度
受害者難以正名已逾80年。

學者斥日維持殖民主義
上世紀九十年代至本世紀初，「慰安婦」制度中國倖

存受害者在日本律師的幫助下歷經十餘年在日訴訟。日
法院判決：承認歷史事實，但不對受害者公開道歉，不
予經濟賠償。由紹金富子、中野敏男主編的《歷史與責
任：「慰安婦」問題與1990年代》（2008）引述政治學
者大川正彥的評論指出：「日軍性暴力受害者訴訟」揭
示了戰後的日本政府囿於一個框架當中，不僅沒有履行
轉型正義，反而在維持殖民主義。

右翼屢否認性奴役罪行
2018年2月，首爾市和首爾大學研究組公布了一段長
達19秒、被認為是日軍對朝鮮「慰安婦」進行集體槍決
的現場錄像。日本部分右翼媒體與評論員質疑影片來源
與真實性，日本外務省與內閣官房長官也以「尚未確認

影片真偽」做結。
這並非日本首次對「慰安婦」進行系統性抹殺。據公

開報道，美國新澤西州伯根縣帕利塞茲公園慰安婦紀念
碑，於2012年就曾遭兩個日本外交代表團要求移除；
2013年更有逾10萬日本右翼及相關人士於白宮網站請
願，要求移除加利福尼亞州格倫代爾市中央公園慰安婦
紀念銅像；2017年，日本政府還曾因釜山領事館外樹立
慰安婦雕像召回駐韓大使。

更以退群要挾聯合國
近年來，中國一直在努力推動「慰安婦」相關史料納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世界記憶名錄」工作，但也持續
遭遇日右翼干擾。如：2014年，中國的「南京大屠殺資
料」和「慰安婦資料」兩項目，因日本政府反對，「慰安
婦」項目未能申報成功。2016年5月，中國與韓、菲、印
尼、東帝汶、日、荷、英、澳以及中國台灣地區的民間團
體和機構，一起遞交「『慰安婦』的聲音」項目申請。日
本則申報「日軍的紀律」的有關「慰安婦」項目進行干擾。
日本政府甚至揚言，「『慰安婦』的聲音」若獲通過，日
本將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蘇智良說，那次申報的資料共計2,744件，主要包括
「慰安婦」歷史資料和調查及抗爭活動的文獻，儘管有殘
缺、破損，但均為真實、唯一，符合申報要求。不過在壓
力之下，2017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審定結論建議兩
個「慰安婦」項目展開對話。「事實證明，關於戰爭暴行
如何評價、如何記憶的鬥爭非常激烈。」蘇智良說。

性奴役暴行遭日右翼有系統抹殺

除未被佔領的中國西部省區外，
日軍於二戰期間，在包括港澳台地
區在內的中國24個省市區廣設慰安
所。研究中心最新調查統計數據確
認，這些已被證實的慰安所數據超
過兩千餘個。不過隨着城市建設，
大量慰安所原建築已永遠消失於推
土機的轟鳴聲中，仍倖存的遺址也
缺乏必要的保護措施。

更多慰安所待查證
蘇智良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除了經日軍士兵回憶錄、戰時照
片、知情者指認等證據相互印證、
嚴格「篩查」的逾2,100個慰安所之
外，尚有海量未具完備證據鏈的慰
安所未被錄入。近年來，蘇智良帶

領研究生團隊，在全國各省逐一進
行實證調查，「在廣東進行調查的
學生，通過大量查閱民國報刊後，
再逐個求證，已經掌握了逾90個慰
安所，較我們過去通過日方檔案摸
查到的數據翻了兩倍。」
更為嚴峻的現實是，大量慰安所
在連續三十年的內地城市更新中蕩
然無存。蘇智良舉例稱，上海擁確
鑿證據鏈的慰安所數量已累計至182
家，但保有原建築的不足20家。其
中較為知名的慰安所「海乃家」舊
址，在兩三年前也已被拆除。日軍
在亞洲設立的第一個慰安所「大一
沙龍」舊址，雖已確定保留建築，
但在原居民遷出後，一直處於空置
狀態，未有任何保護措施。

日在華慰安所遠逾2100家

●蘇智良收藏的日軍戰時「廈門
指引略圖」，圖中可見慰安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攝

●韓國公布的影片，被認為拍攝
的是屠戮「慰安婦」的現場。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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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你知

●日軍制定的《慰安所規定》 蘇智良供圖

●日軍在南京利濟巷的慰安所舊址，2004年攝，現在已經
成為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 蘇智良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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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日本海軍「海乃家」慰安所的集體照。

●日本兵等待進入「慰安婦」的房
間，後牆上貼有慰安所的注意事項。

●上海楊家宅慰安所。

明日預告明日預告：：
探尋日軍慰安所香港舊址群探尋日軍慰安所香港舊址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