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蘇智良的電腦中，小心翼翼地保存㠥一份長長的
名單。這份名單上字體的顏色紅黑相間。黑色字

體，代表這個人仍然在世。被紅色圈住的，則表示已
經撒手人寰。記者指尖觸及冰冷的電腦屏幕，細細數
去，仍然顯示為黑色的名字，僅餘26位。
蘇智良說，這裡的每一個名字，對應㠥的都是一個

血淚交織慘不忍睹的故事。因為，她們有一個共同的
代名詞：慰安婦。

倖存者血淚證言 三分一無法生育

57歲的蘇智良，除了大學教授之外，還有一個職
務：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主任。21年前，他開始
㠥手在全國範圍內調查中國慰安婦。他登記在冊的名
單上，仍然存活於世的人，最多的時候有100多個。
踏遍全國，蘇智良收穫的是滿目瘡痍。他家中存放

的40多盤受害者口述的磁帶，盤盤血淚交加、令人不
忍卒聽。每一個故事，都是一幕慘劇。過去、現在，
命運交織，悲劇尚未收尾。蘇智良說，這100多名婦女
中，多達三分之一無法生育，有人因此被丈夫拋棄。
即便僥倖誕子，有朝一日真相曝光，亦難逃夫家頓頓
辱罵毒打。待到含辛茹苦將子女養育成人，還要遭受
後輩的冷嘲熱諷。於是更多的人，選擇孑然一身，最
終老無所依。

昏倒路邊沒人理 恥辱標籤伴餘生

這些八、九十歲的老人，家徒四壁，晚景淒慘，許多
都要靠拾荒維生。蘇智良回憶，一次他揭開老太太的
鍋蓋，發現裡面全是野菜，便隨口問了句是餵豬的
嗎？老人家幽幽地說，「第一碗給自己吃，剩下的才
給豬吃。」除了當地低保，孤苦的老人們幾乎沒有任
何經濟來源，亦從未得到政府援助。
飽受凌辱的過去，難以得到世人的同情，更成為恥

辱的標籤。很多年前慰安婦問題剛剛受到關注時，曾
有四位老太太特意從山裡跑出來，找到當地縣政府，
想告知自己就是當年慰安婦制度的受害者，居然得到
了這樣的回應，「你們做了這樣的事情還好意思說，
回去吧！」結果這四個老太太流㠥淚離開了。
蘇智良說，還有一位山西老太太侯冬娥，因年輕時淪

為慰安婦一直遭受全村人嫌棄，昏倒在路邊幾個小
時，都沒有一位村民願意扶她一把。1994年，侯冬娥
悄無聲息地在破爛矮小的窯洞裡逝去，她的一生僅在
報紙上留下一些片段：「她是村子裡最受輕視的女
人，大家不叫她真名，稱她是『進過炮樓的』。」

怕歧視自我否定 選擇沉默地遺忘

由於懼怕世俗的眼光，更多的受害者選擇了沉默，或
是在餘生盡力努力遺忘。在蘇智良的探訪經歷中，曾
不止一次被老人家喝斥「胡說八道」，甚至還曾被動用
「武力」掃地出門，「有一位老太太，起先對㠥我們堅
決否認，末了她附在我耳邊，悄悄說了一句：『有些
事已經過去很多年，就讓它爛在心裡吧！』」

2005年，96歲的朱巧妹在孤苦中辭世。
她是上海最後一名中國籍慰安婦。1938
年，朱巧妹與婆婆、姨婆和遠房姐姐一起
被日軍編為「慰安組」，在家中或炮樓向
日軍官兵提供「服務」，每周五次以上，
直至1939年底，噩夢才劃上句號。但彼時
的朱巧妹已百病纏身，婦科病、腎病，終
身未癒。

民間捐款杯水車薪

朱巧妹一生貧病交加，是諸多慰安婦
倖存者的真實寫照。當年被日軍暴行摧殘
的妙齡女子，如今大多年事已高，生活狀
況堪憂。許多人拾荒為生，窮困潦倒。由

於官方援助的匱乏，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
中心主任蘇智良常常自掏腰包，憑一己之
力資助她們，或幫忙籌集社會捐款，但也
是捉襟見肘、杯水車薪。

專家籲建專項基金

2000年，有一個「亞洲女性國民基金」
找到蘇智良，表示願意援助老人。但接
觸後，蘇智良發現，這個組織實際由日
本政府和民間募捐共同出資，「目的是
給了錢，就要我和受害的老人們閉嘴。」
蘇智良當然沒有接受。據透露，紅十字
基金會一度曾表示捐款資助，最終卻因
慰安婦問題過於敏感而擱淺。

在中國內地，戰爭倖存者目前仍是政策
性救助的空白點。慰安婦、細菌戰受害
者、被強擄勞工、南京大屠殺倖存者等
戰爭受害特殊人群，目前生活資助絕大
多數來自民間的零散資助。多年來，不
斷有專家呼籲各地應盡快建立專項基金
會，將這些老人納入社會保障體系。
蘇智良痛心地說，中國慰安婦問題研

究中心從2000年開始對倖存者進行自主
性捐助，標準為每人每年4000元。但是
依靠社會募捐的力量仍然十分薄弱，他
建議，政府部門將對慰安婦、大屠殺倖
存者的援助制度化，讓這一批民族歷史
血淚的見證者，有略為舒適的晚年。

幾十年前，一名被

日本人強徵作慰安婦

的13歲中國少女，拖

㠥懷孕的身體九死一

生從魔窟逃脫。回到

家裡被村人強灌墮胎

藥後在床上疼痛地翻

滾了兩天兩夜，終於

胎死腹中，少女亦命

喪黃泉。為了不讓

「小鬼」超生，少女

的肚子被打入數十枚

長釘才得以落葬。每

想及此，心中湧動的

悲涼，總是許久難以

平息。

拾回寶貴生命，不

等於迎接美滿人生。

很多倖存慰安婦告訴

蘇智良，現在晚上做

噩夢，還會夢見自己

在慰安所。由於同代

人的鄙視和新一輩的

漠視，使倖存者的噩

夢始終保鮮於冷酷現

實的堅冰中。

然而，慰安婦畢竟是日本暴

行的「活證據」，於是，這世

界也會偶爾「關注」這位倖存

者—在中日關係陷於僵局

時，在任何一個抗戰紀念日需

要以史為鏡時，或在她們中的

某一個撒手人寰致證據清單縮

短時⋯⋯

慰安婦，儼然只是抗戰史的

一部分。她們還活㠥，卻已經

「作古」。她們的故事，止步於

幾十年前，僥倖獲得的餘生，

卻無異於苟活。

更可怕的是，一個民族曾經

的屈辱史，最終居然轉變為一

把把枷鎖，將受害者銬在道德

審判席上。被關押、被強暴、

被虐待，至被取笑、被厭惡、

被拋棄，以為時過境遷，孰知

只是從暴力到冷暴力而已。她

們的一生，原來自始至終都活

在敵人或同胞的暴力之中，噩

夢又怎能醒過來？　■章蘿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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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 日本大阪市長橋下徹早前發表「慰安婦必須論」，有日本政客在該問題上含糊其詞，這一切

均激起國際義憤，公眾目光再次聚焦這群不幸的婦女身上。長期從事慰安婦問題研究的上海師

範大學教授蘇智良調查證實，二戰期間全中國先後有20萬婦女被迫充當慰安婦，仍在世的僅餘

20餘人。她們戰時被蹂躪，戰後被歧視，漸漸被遺忘，如今被日右翼合理化，維權苦無果，落

得老無所依，窮得靠拾荒維生，吃餵豬菜度日。蘇智良呼籲政府將慰安婦納入社保體系，讓這

群半生飽受煎熬的婦女安度餘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慰
安
婦

無
所
依
拾
荒
維
生

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老 日本大阪市長橋下徹早前

妄言，「慰安婦」制度是當

時保持軍紀所必須，並稱沒

有證據顯示，日本政府和軍

方直接採取了綁架、脅迫

「慰安婦」的行為。此言一

出，舉世嘩然。山西倖存慰

安婦代表李秀梅、陳林桃、

郭喜翠憤而對日提出抗議，

並通過律師將抗議書郵寄至

日本各方，聲言「只要尚存

一口氣」，就要對日討還公

道。

中國慰安婦倖存者中第

一個站出來控訴日軍暴行

的萬愛花，60歲開始就向日本政府討要說法，直

到今天一直在繼續努力。自14歲起，萬愛花三次

被抓走遭到性暴力侵害，全身多處骨折，非人的

摧殘使她整個身體嚴重變形，1.65米的身高縮至

1.47米，在床上躺了三年後才頑強地活了下來，

卻在餘生飽受後遺症折磨。另一位赴大阪控訴日

本的楊大娘，當她講到7歲就被3個日本兵強暴，

從此再也沒有離開尿布。李秀梅當年15歲因反抗

日軍侮辱遭到毒打，致使右眼失明。

日右翼妄言惹公憤
受害人誓抗爭到底

■李秀梅15歲時被

日軍抓走充當慰安

婦，因反抗遭毒

打，致使右眼失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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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慰安婦問題
研究中心主任蘇智
良的研究發現，上
海是日軍實行「慰
安婦」制度的發源
地。為了給數以千
計的海軍陸戰隊官
兵提供「衛生」的
性服務，早在1931
年，日本駐上海海

軍當局就已將虹口一帶的「大一沙龍」、
「小松亭」、「三好館」、「永樂館」等，
指定為海軍特別「慰安所」，一度至少超
過164間。在此後的10多年，共有20萬中
國婦女被迫充當慰安婦。

10年20萬華婦受辱

東寶興路125弄的「大一沙龍」是日本
海軍制定開設的慰安所之一。從1931年至
1945年，它既是日軍在海外設立的第一個

慰安所，也是世界上存在時間最長的日軍
慰安所。舊址如今是上海的普通民居。2
號樓的吳家，一間臥室的房門還保留日式
推拉門，牆上也仍保存㠥慰安所時代的木
雕。據吳家人回憶，當年剛住進來時，房
間裡還鋪㠥日式榻榻米。

原址建紀念館未果

蘇智良想在「大一沙龍」原址興建一所
慰安婦紀念館，卻始終未能如願。據估
算，僅動遷居民就需花費2億元資金，中
國慰安婦問題研究中心實在承受不起。
不過，由蘇智良發起的「中國慰安婦資

料館」2007年已在上海師範大學開館，這
是繼韓國首爾和日本東京後成立的世界第
三家慰安婦資料館，陳列了80餘種慰安婦
研究資料，其中包括見證日軍慰安婦制度
實施的物證（如受害者從慰安所帶出的消
毒藥品、戰時日軍避孕套、日本老兵照片
等）以及各地慰安婦的口述記錄及她們在

慰安所使用過的生活用品等。而內地首座
在日軍慰安所原址上建設的展覽館於2010
年在雲南省龍陵縣「董家溝日軍慰安所」
開放。

■倖存「慰安婦」餘生飽受

後遺症折磨。圖為躺在病榻

上的中國「日軍性暴力受害

者」對日訴訟第一人萬愛

花。 網上圖片

■曾經被日軍抓作「慰安婦」的李金魚在侵

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講述當年

日軍暴行，不禁悲從中來。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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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智良與妻子陳麗菲到江蘇省如皋探

望倖存者周粉英老人（圖中），他常常

自掏腰包，憑一己之力資助她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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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籲建保障制度

滬百餘慰安所成人間地獄

■世界上第一個慰安所「大一沙龍」現在

是上海的民宅。

■滬江灣慰安所大門口的對聯。
■當年日軍發給慰安

婦作消毒下體用的高

錳酸鉀消毒粉末。

■曾經被日軍抓作「慰安婦」的李金魚在侵

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講述當年

日軍暴行，不禁悲從中來。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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