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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 南京報道）訪

華的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二世於昨日（27日）

在南京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

館，成為首位在任時參觀該館的外國元首。丹

麥女王在訪館期間緊握象徵中丹友誼的黃玫瑰

細聽館方介紹，並親自為館內的和平樹培土澆

水及插上黃玫瑰。當年受助於有「丹麥舒特

拉」（Schindler）之譽的辛德貝格的87歲倖

存者蘇國寶陪同參觀。

當日上午10時許，丹麥女王瑪格麗特身穿藍色套裝
抵達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紀念館。走過紀念館走

廊，牆壁上的一幅幅丹麥友人辛德貝格當年救助中國難
民的珍貴照片史料十分醒目，女王駐足審視着那些銘記
着歷史的照片。

籲從歷史中學到經驗
「辛德貝格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見證者，也是當時在

南京保護中國難民的國際友人之一」，紀念館館長朱成
山研究員向女王介紹了辛德貝格在南京救助中國難民的
歷史。看着那些微微泛黃的歷史照片，女王神色凝重，
腳步緩慢，沉思良久。
女王抵南京時表示，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
念館記錄了77年前在這個美麗城市發生的最黑暗的一段
歷史。我們無法改變殘酷的歷史，但是我們可以從中學
到經驗和教訓。今天，我們紀念它，不但要回顧過去，
還要面向未來。
女王在和平廣場接見了曾受助於辛德貝格的87歲南京
大屠殺倖存者蘇國寶。當時蘇國寶就是辛德貝格保護的
難民之一，他說當時他年紀很小，但這個事情到現在還
記得清，他非常感謝辛德貝格對他們的救助。「我們不
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就叫他先生，他個子高高的，瘦瘦
的，人很和氣，他們建的難民營救了很多人」。

為紀念歷史培育黃玫瑰
女王夫婦參觀了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內的辛德貝格花
圃，隨後，女王夫婦親手為館內的和平樹培土澆水。
據了解，為了紀念這段戰爭期間鑄就的中丹友誼，辛

德貝格的妹妹邀請當地知名園藝師整整花了3年時間，
成功培育了一種新型黃色玫瑰，命名為「南京．辛德貝
格玫瑰」。在2006年將12枝黃玫瑰送來南京「尋親」。
如今黃玫瑰已開出數十枝。
陪同女王訪華的辛德貝格外甥女瑪麗安娜向女王獻上
了象徵中丹友誼的「南京．辛德貝格」黃玫瑰。紀念館
館長朱成山介紹，女王在培土時有一個細節讓他印象很
深。當瑪麗安娜夫婦獻上黃玫瑰後，丹麥女王拿着那束
花就不放了，工作人員本想把花接過來方便她鏟土，女
王卻不肯丟緊緊握着。隨後，她抽出了一枝插在土裡。
朱成山表示，這是女王親自在南京土地上插下的一枝

花。象徵友誼與和平。紀念館方面表示，已經把這枝花
專門交給了花坊的花工，希望它能存活和繁殖。將來也
會在和平樹下立下牌子，上面寫到2014年的4月27日，
丹麥女王為這棵和平的樹培土澆水，同時親手插下了一
枝「永遠的南京．辛德貝格玫瑰花」。

專家：聲援中國二戰立場
據紀念館館長朱成山介紹，紀念館建館29年來，接待
了很多國家的重要客人。其中，外國的現任元首來到紀
念館尚為首次。此前日本的三位前首相，村山富市、海
部俊樹以及鳩山由紀夫都在離任後到過紀念館，美國的
前總統卡特也來過紀念館為和平樹培土。朱成山表示首
位外國在任元首的到來意義非凡。
外交專家趙振宇接受《法制晚報》採訪時表示，本次

參觀無疑以目前日本的錯誤行為為背景，聲援中國在二
戰問題上的立場。

丹麥女王晤倖存者
首位外國元首到訪 和平樹旁插黃玫瑰

參觀南京大屠殺館

丹麥女王瑪格麗特二世此行
參觀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
難同胞紀念館內的辛德貝格展
區。而負責向女王推薦訪華行
程的丹麥駐華大使裴德盛曾向
媒體表示，1937年，辛德貝格
先生在南京曾救助了很多人，
目前仍有當年受救者在世，他
們代表了丹麥與中國的歷史聯
繫。這是女王將訪問這一紀念
館的最初原因。辛德貝格何以
得到如此重視？

記錄日軍罪行向國際揭露
1911年出生於丹麥奧胡斯市的伯恩哈爾．阿爾普．

辛德貝格，是南京大屠殺的親歷者，也是當時在南京保
護中國難民的國際友人之一。

1937年至1938年，受僱於丹麥史密斯公司的辛德貝
格在中國南京江南水泥廠工作。面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鐵
蹄，辛德貝格與他的德國同事卡爾．京特等人一起，利

用自身身份優勢，保護了江南水泥廠旁難民營裡約兩萬
名中國人。在工廠裡，辛德貝格等人還建立了一個小型
醫院，醫治難民傷病。

在南京期間，辛德貝格記錄了日軍罪行的許多案例，
將報告遞交給了德國人約翰．拉貝等人設立的南京安全
區國際委員會。

獲讚「中國之友」
1938年第24屆國際勞工大會上，辛德貝格放映了南

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委員、美國牧師約翰．馬吉拍攝記
錄日軍暴行的影片。當時正在日內瓦與會的中國勞工代
表團團長朱學範稱讚辛德貝格是「中國之友」。

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裡，辛德貝格的事跡湮沒在歷史之中。
直到見證南京大屠殺的《拉貝日記》被發現，辛德貝格這
個在日記中被多次提及的名字才逐漸為外界所知曉。

辛德貝格終身未婚，於1984年4月去世，骨灰撒入大
海。雖然他後來甚少提到在南京的 106
天，但他救助的許多中國人後來一直感念
這位和氣的高個子歐洲人。

■記者 許娣聞

丹麥「舒特拉」救中國人兩萬

侵華日兵家書：
刺刀殺人像切豆腐日細菌部隊在穗試驗殺2萬人

日擬修法准自衛隊對付登島者
香港文匯報訊 美國總統奧巴馬明確表示日美安保
條約第5條適用於釣魚島防衛後，日本政府正在計劃
以此為依據，修改《自衛隊法》，允許自衛隊在離島
遭到非正規武裝集團佔據的情況下，對武裝集團採取
「對抗措施」。
據日本新聞網報道，日本政府假想中國政府在「佔
據」釣魚島時，會讓特種部隊打扮成民兵使用漁船登
島。對於「民兵」這一種非正規軍的「武裝集團」該
如何應對？日本現行法律中，只能使用「警察權」，
而非「自衛權」，即只能投入警察部隊而非自衛隊。
對於這一法律的空白，日本政府計劃在今年秋天的臨
時國會上，提出一項對《自衛隊法》的修改案，要求
在《自衛隊法》中賦予自衛隊行使一種介於警察權與
自衛權之間的「對抗措置」權，以便於直接出動自衛
隊對外國武裝集團實施反擊。

吉林遼源礦工墓 揭日軍罪行
香港文匯報訊 在吉林遼源礦工墓陳列館

最大的一間屍骨展館內，展示着3排共179
具死難礦工的遺骨。據了解，這些遺骨是東
北淪陷時期遭到侵華日軍迫害致死的礦工，
他們肩挨着肩，腳靠着腳，屍骨間只有拳頭
大的距離，經過專家鑒定，其中有30多具童
工的屍骨。據悉，1931年至1945年，在當地
被迫害致死的礦工達10萬人之多。

14年間10萬礦工被迫害致死
據新華社、中新社報道，吉林省遼源市，
舊稱西安縣，煤炭資源儲量豐富。「九一八」事
變後，日本派兵武力佔領西安煤礦，將其變成侵
略中國的物資供應基地。此後，侵華日軍在中國
河南、河北、山東、山西等地，用招、抓、迫、
騙等方式將大量勞工裝上悶罐車押運到西安煤
礦。

被根據資料統計，1931年至1945年，日本從遼
源掠走煤炭資源達1,549.08萬噸。而這14年間，
被迫害致死的礦工達10萬人之多。
遼源礦工墓歷史展館位於吉林省遼源市，佔地6

萬多平方米。1963年，遼源市煤礦工人在這裡建
立起永久保護屍骨的展館和礦工紀念碑。

■女王在和平樹旁插下的黃玫瑰。
新華社

■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內辛德貝格展區中的黃玫瑰。
本報記者許娣聞攝

■大屠殺倖存者蘇國寶（左二）與當年救助過他的丹
麥人辛德貝格的外甥女瑪麗安娜（右）共敘友誼。

中新社

■「中國之友」辛德
貝格。 網上圖片

■女王手持「南
京．辛德貝格」
黃玫瑰在南京大
屠殺遇難同胞紀
念館的和平廣場
上沉思。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吉林省
檔案館最新整理的一批侵
華日軍檔案中包括許多日
本人的家書，有的書信中
記載，對於日軍犯下的強
姦婦女、虐殺兒童等殘暴
行為，他們自己人都看不
下去。
新華社報道稱，日本侵

華時期，日軍採取了郵政
檢查制度，對所有在華日
軍和家屬的信件、電報、
電話進行秘密檢查。一旦
發現被認為洩露軍事機
密、對日軍不利的言論，
包括反映了日軍燒殺搶掠
罪行的信件、電報等，便
做出消除、扣押、燒燬等
處置。
此次公佈的反映日軍暴行的檔案係侵華日軍自身形成的

《郵政檢閱月報》等各種月報、旬報中記載的日軍暴行。
《軍事郵政檢閱月報（八月）》中記載：「在此前的討

伐中殺了一名中國人，心情不是很好。這些殺人的情景讓
內地的女人看到了一定會害怕。刺刀殺人，就像切豆腐一
樣。刺一兩下，手就開始無力發抖。」

士兵竟稱「享受治外法權」
吉林省檔案館歷史檔案管理處處長趙玉潔介紹，《郵政

檢閱月報》摘錄的被處置的信件，記載了日軍虐殺平民、
兒童、強姦婦女、殘殺勞工、焚燒村莊、狂轟濫炸等罪
行。
在另一份檔案中記載了1941年6月高嶋部隊小林一郎給

東京市赤坂區小林勝的信件，其中寫道：我不清楚自己有
多少次殺人的前科了，但是戰場上我享受治外法權，不受
當地管轄。
吉林省檔案館館長尹懷說，侵華日軍自己的這些檔案，

有力回擊了日本右翼勢力企圖美化侵略歷史的行徑。目
前，吉林省檔案館人員正在對《郵政檢閱月報》中的內容
進一步整理發掘。隨着翻譯工作進一步開展，還會有更多
反映日軍侵略暴行的檔案被發掘出來。

■圖中文件記載了日軍在掃蕩
一個村落時，所有男子被殺，
小孩被扔進火中，共有150人
遇害。 新華社

■屍骨陳列館內陳列着死難礦工的遺骨。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日軍在東
北有臭名昭著的
「731」部隊，廣
州也有一支「波字
第 8604 細 菌 部
隊」，後者以當年

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為本部，用粵港難民進行活人試
驗、活體解剖，開展細菌試驗、進行細菌戰。1939年
至1945年，在這場慘絕人寰的細菌戰中，粵港共有2
萬難民喪生。

難民湯裡放副傷寒菌
據《廣州日報》報道，這段歷史將正式入編今年年

底出版的《廣東通史》第6卷，主要撰寫人是廣東省
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沙東迅，他從1994年開始調查搜集
日軍在廣州用粵港難民進行活人試驗、活體解剖的駭

人罪證。本次入編《廣東通史》的「侵華日軍在廣東
的細菌戰和化學戰」，就是他歷時20年調查取證完成
的。
該事件首次引起歷史研究專家的注意，是當年日軍

駐廣州細菌部隊檢驗班長丸山茂親自來廣州懺悔。
1995年7月，丸山茂應日本東京的一個電視攝制組邀
請專程來到廣州，在現場由他指證拍攝了當年中山大
學醫學院、南石頭難民收容所等多處當年細菌部隊的
遺址。
據丸山茂介紹，1942年上半年，日軍侵略香港後，

大量港人被趕出市區，沿珠江溯流而上湧進廣州，其
中，大部分被關進海珠區南石頭收容所，被施以慘無
人道的細菌戰。「部隊長派飛機去（東京）軍醫學校
取來腸炎沙門氏菌（副傷寒菌），帶到廣州後，將其
投放到飲用湯裡，在難民不知不覺中投放細菌。」他
指出，沙門氏菌死亡率很高，陸續出現了死亡，死屍
由當時的偽省政府負責埋掉。
據《廣州日報》報道，與此同時，中國專家也在

尋找有關歷史證據。沙東迅從1994年開始着手調
查，經過對15名目擊者和倖存者的訪談和對多處當
年現場的調查取證，他統計得出，從1939年到1945
年，日軍共有1,200名專業人員在廣州從事各種細菌
研究、傳染病研究及鼠疫培養和病（活）體解剖。
而廣州淪陷期間起碼2萬名粵港難民因細菌戰而喪
生。

仵工數月才搬完屍體
沙東迅找到了當年細菌戰的多位受害者。退休多年

的廣州造紙集團工人蕭錚，左腳上還留有被做細菌試
驗後留下的疤痕，他父親是當時被日本人強拉去當搬
屍工的6個農民之一。蕭錚說，父親親眼目睹當時難
民所裡兩個化骨池都被堆滿屍骨，6個搬屍工整整用
了幾個月時間才將屍體運完。據蕭錚父親生前回憶，
當年難民病死或病倒後，就被抬到南箕路兩邊一帶掩
埋，數以萬計的粵港難民就這樣地被日軍用細菌殺
害。

■■女王昨日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女王昨日參觀侵華日軍南京大屠
殺遇難同胞紀念館殺遇難同胞紀念館。。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