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戰機空襲逾200次 炸死1.19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孟冰 重慶報道）在

抗日戰爭中，重慶雖屬於「大後方」，但也

不斷遭到日軍戰機的狂轟濫炸。「七七事

變」爆發後，日軍為迫使中國政府投降，1938年2月至1943年8月，日

軍戰機對重慶進行了逾200次空襲，投放包括細菌彈在內的各類炸彈

2.16萬枚，炸死1.19萬人，炸傷1.41萬人，炸毀房屋1.76萬幢，史稱

「重慶大轟炸」。親歷大轟炸的倖存者粟遠奎強調，會在有生之年堅持

向日本政府索賠：「生命不息，索賠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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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82歲高齡的粟遠奎出生在重慶較場口鼎新
街，1941年6月5日下午6點多，粟遠奎一家

七口人還在吃晚飯時聽到了防空警報，這樣的聲
音在過去3年裡，彷彿已經變為重慶上空的「戰
火交響曲」。家人帶9歲的粟遠奎逃往防空洞
躲避。

數千人防空洞內死亡
由於轟炸持續，防空洞內換氣裝置壞了，油燈也漸
漸微弱下來，洞裡的人們飢餓、悶熱、焦慮、缺氧，
想要出去，但往防空洞裡鑽的民眾越來越多，像潮水
一般湧入。於是，想出去的和想進來的人逆向奔走，

在狹小的空間裡失序，有的人窒息而死，其他人渾然
不覺，繼續踩屍體往裡鑽或者往外擠。
粟遠奎一家人很快被擠散，他被人流衝到了一個靠

牆壁的角落，沉沉地睡去。第二天中午，他醒過來
時，發現周圍人都在「睡覺」。粟遠奎在防空洞的這
一夜，數千人因窒息和踩踏死亡，他兩個姐姐也在這
場災難中死亡。
大轟炸結束後，由於天氣炎熱，數千具屍體被

運往朝天門的「萬人坑」掩埋，來不及等親人收
屍，來不及被認一認相貌和名字，和時間一起被
埋進歷史。如今的較場口隧道被改建為一個小型
的紀念遺址，隧道口被封閉，遺址建築上雕刻

飽受戰爭苦難的人像，或閉眼忍耐，或雙手捂
耳，或振臂高呼。

受害者兩度赴日索賠
經歷了死亡與歲月，2004年起，粟遠奎開始擔任

「重慶大轟炸」受害者民間對日訴訟索賠團團長，從
2007年開始與川渝地區幾十位老人一起赴日參加庭
審。今年4月粟遠奎第二次來到日本，參加東京地方
法院對「重慶大轟炸」受害者對日索賠訴訟案的首次
法庭證據調查。十年索賠路漫漫，但粟遠奎說：「生
命不息，索賠不止」，向日本討說法，這是他餘生最
重要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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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島勤大肆燒村 殺1660抗日軍人
香港文匯報訊 國家
檔案局網站昨日發佈了
第5名日本戰犯長島勤
的筆供。長島勤在侵華
期間堅決執行日本帝國
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戰爭

政策，犯下了嚴重罪行，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他指揮
參加了侵華戰爭中的數次侵華作戰，雙手沾滿了中國
人的鮮血。他的筆供中這樣記錄：「1942年4月到
1945年 7月進行了大小15次作戰，殺害抗日軍人
1660名，和平人民970名。」
據長島勤1955年5月筆供，他1888年出生，日本

埼玉縣人。1938年12月到中國，任華中派遣軍特務
部部員。1942年4月，任日本陸軍第59師團第54旅
團長。1943年6月—1945年4月，兼任濟南防衛司令
官。1945年8月22日在朝鮮咸興被蘇軍逮捕。

虐殺手段殘忍
除了大肆屠殺中國抗日軍人和無辜的平民，在他指

揮作戰的地方，所到之處村莊被大量燒燬，百姓無家
可歸。此外，他還強徵中國勞工從事勞役，掠奪糧食
民不聊生，這些在他的筆供中都有供述：從1942年4
月—1945年7月，「進行了大小15次作戰，殺害抗日
軍人1660名、和平人民970名」，「燒燬破壞民房
2,220間以上，逮捕了抗日軍970名、和平人民250
名，掠奪糧食6,000噸，酷使強制勞役是12萬工
日。」「每次在作戰中殺害的方法，除槍斃外，還採
取很多刺殺、斬殺、斬首、爆殺、燒殺、絞殺、瓦斯
殺等的極其殘忍的虐殺手段，又常常殺害俘虜」。
「1945年2月上旬，111大隊在我的命令下，行動中
在東阿縣馬家海子刺殺負傷員俘虜7名。1942年7
月，110大隊在萊蕪縣九頂山，用瓦斯彈（毒氣彈）

殺害和平人民老幼15名。」
長島勤在瀋陽特別軍事法庭上審判陳述時說，「我
的罪行實在是無比兇惡和殘暴的，它是已經寫在歷史
上無可否認的事實。」

粵港2萬人喪生細菌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1937年，日

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對華侵略戰爭，隨戰場逐步擴大，
身處華南的廣州也逐漸淪為一個生靈塗炭之地。1942
年，廣州南石頭難民收容所淪為侵華日軍在華南研究細
菌戰的試驗場，曾有2萬名粵港難民因細菌戰而喪生。
日軍在東北有臭名昭著的「731」部隊，廣州也有一支

鮮為人知的「波字第8604」細菌部隊。作為中國調查日本
廣州「波字第8604部隊」開展細菌戰的第一人——廣東
省社科院退休研究員沙東迅，他從1994年開始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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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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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廣州南石頭難民收容所內，大部分粵港難民被施以慘無人
道的細菌戰，起碼有2萬名粵港難民因細菌戰而喪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昨日是日
本發動全面侵華的「七七事變」77周年，
本港多個團體遊行到日本駐港總領事館，
抗議日本竄改歷史教科書，並要求日本政
府承認侵略責任，向受侵略的國家道歉及
賠償。
民建聯昨日聯同香港索償協會、保釣大

聯盟和東江縱隊老兵約100人遊行到日本駐
港總領事館，遞交請願信予日本駐港總領
事館代表。信件嚴厲譴責日本政府未有反
省歷史，強烈要求日本政府公開承諾徹底
放棄軍國主義，消除對東亞地區安全的任
何威脅；尊重中國主權，公開承認釣魚島
為中國領土；對過往二次大戰的侵略行為
承擔責任，對受害者作出合理賠償，包括
兌回二次大戰時在香港發行的所有軍票；
正視歷史事實，盡快修正篡改歷史的教科
書。民建聯將於9月舉行歷史圖片展及請歷
史學家舉行講座，希望市民毋忘日本侵華
歷史。

解禁自衛權 如步向戰爭
10多名工聯會社會事務委員會成員昨日

遊行至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沿途高呼「解
禁集體自衛權可恥」、「警惕軍國主義復
辟」等口號，並遞交請願信。
工聯會批評，日本首相安倍不斷製造事

端，並引用日本《每日新聞》的民意調查，
指出逾半日本民眾反對解禁集體自衛權，逾
七成更擔心日本會導致戰爭，但安倍內閣不
顧日本民眾和中、韓等國的反對，決議修改
憲法解釋以解禁集體自衛權，意味日本的軍
事政策由本土護衛轉為向外擴張，為鄰近地
區的安全帶來不確定因素。他們直斥日本一
步一步走向戰爭，而美國更包庇、縱容日本
擴張行為，令人憤慨。

30老兵聚南京 追憶抗戰歷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許娣聞 南京報道）30名來
自各地的抗戰老兵連續兩天齊聚南京追憶當年歷史，
他們的共同心願是要在有生之年，將經歷講給更多的
人聽，讓後人銘記歷史。據整理，江蘇省內還健在的
老兵有139人，最大的已103歲，最小的也已87歲。
在「關愛老兵，不忘歷史」活動現場，播放了親
歷盧溝橋事變的老兵王壽延的視頻。今年99歲王壽
延是屈指可數還健在的29軍老兵。但由於身體原

因，他無法來到現場。
王壽延在視頻中回憶說，盧溝橋事

變爆發後，29軍軍部所在的南苑成為
血戰的地點，「日軍轟炸機成群地飛
過來進行轟炸，飛得很低，就像是貼
地面飛過來的，扔炸彈和對下面掃
射都看得一清二楚。從前線抬下的很
多大刀隊隊員渾身是血；有的戰友犧
牲時，手裡還緊握殺敵大刀。」
老兵中有一位女性，96歲的周玉雲

於1938年報考黃埔軍校，1939年11月
被派到江西上饒第三戰區兵站醫院鷹

潭分院工作。
她回憶，敵人的飛機時常出來轟炸，她們就要把傷病

員安置到安全的地方，或者用一大塊隱蔽服將傷病員掩
蓋起來，甚至用自己的身體掩護傷病員免受流彈傷害。
「令我終身難忘的是從前線下來的戰士血肉模糊，痛苦
的叫聲讓人揪心，我和同事們一邊哭一邊給戰士們做手
術，為他們唱歌，以減輕其痛苦。」她感歎說，那時的
抗日前線傷亡太大，內心一直受煎熬。

80影院免費放映《南京！南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為紀念

抗戰爆發77周年，內地80間影城昨日免費循環放映
紀實反映1937年12月南京大屠殺的電影《南京！南
京！》。不少觀眾表示，牢記這段悲痛的歷史，並非
銘記仇恨，而是勿忘國恥。
在《南京！南京！》放映現場，旅居海外多年的
西班牙華商會會長邵成當場訂下500套電影光碟。他

說要將這些光碟帶回西班牙，贈與當地華人，教育下
一代牢記這段歷史。
「這是中華民族的傷痛。如今的日本意在再次打開對

外發動戰爭的惡魔之盒，我們絕不允許日本重走軍國主
義老路，歷史慘案決不能重現。」前來觀看電影的70
歲老人李先生這次特地帶孫子來觀看，他希望後代也
銘記這段歷史，懂得愛國、護國。

■香港多個團體遊行至日本駐港總領事館抗議，紀念盧
溝橋事變77周年。 彭子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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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島勤。 ■筆供自述(部分)。

■■重慶大轟炸倖存者粟重慶大轟炸倖存者粟
遠奎遠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重慶大轟炸經歷者和遇難者的重慶大轟炸經歷者和遇難者的
家屬在大轟炸遺址前紀念家屬在大轟炸遺址前紀念「「七七七七
事變事變」」7777周年周年。。 法新社法新社

「今天吃午飯時看到習主席出席抗
戰爆發77周年紀念活動的新聞，這太
讓我們這些抗日老戰士欣慰了，這是
太好的事了！」95歲的抗日老兵油宏
熙雙手使勁地拍合上手中打開的檀木
扇，「我們中華民族最大、最痛心的
恥辱不應該被忘記！」

油宏熙是1939年進入黃埔軍校第
十六期，1941年畢業後加入30軍。
作為家中獨子，他執意說服家人去
抗日前線，「雖然我是家裡的獨
子，但小日本太可惡了，從甲午戰
爭到九．一八事變對我的刺激太大
了，不抗日就得當亡國奴啊！」

92 歲的劉勳老人當年是一名傘
兵，特殊的戰鬥經歷讓他對國家強
大有着無比的嚮往和自豪。「當年
我們的設備落後，不能輕易使用傘
兵。」劉老至今仍能說出作戰的時
間、地點甚至犧牲人數。

「1944 年，我們空降到湖南衡
陽，一次殲滅了日軍一個連，300多
人！」說到興奮處，老人手舞足蹈。
但很快，一種更複雜的深情浮現在老
人臉上，「但我們也犧牲了9個人，
都是直接衝鋒在前面的，被日本人打
死了。」劉老停頓了一會：「那時中
國是不行的，現在不同了，我們的國
力、軍事實力根本不
用再害怕日本了。」

■記者于珈琳
瀋陽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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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老兵聚首南京紀念「七七事變」，齊行軍禮。 本報江蘇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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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不息生命不息 索賠不止索賠不止
重慶大轟炸倖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