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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孤軍奮鬥現孤軍奮鬥，，決心全部犧牲決心全部犧牲，，以報國家以報國家
養育養育！！為國戰死為國戰死，，事極光榮事極光榮。」。」

——中國遠征軍中國遠征軍200200師師長戴安瀾將軍師師長戴安瀾將軍

已近耄耋之年的廣東省社會科
學院研究員沙東迅，不久之前才
完成了一場心臟搭橋手術，醫生
命令他三個月內得靜養。可是看
着一屋子泛黃的史料，他怎麼也
靜不下來。耗費了他20年的心血
發掘、研究、整理出的這段歷
史，確實讓觀者震驚不已：1938
年10月，日軍攻佔廣州城後，一
支代號「8604」的細菌部隊，以
中山大學醫學院為基地，在廣州
拿粵港難民做細菌實驗，先後有
2萬多名無辜民眾慘遭毒手。
「這一段歷史世人本來就知之不
多，我擔心再過幾年，粵港兩地
的年輕人恐怕就更沒有幾個人知
道了。」這位鬚髮蒼蒼的學者一
臉的焦急。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鵬飛、胡若璋廣州報道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東學者嘔心追索廣東學者嘔心追索2020年年 揭波字揭波字86048604部隊罪行部隊罪行

豎立在廣州造紙廠舊址的「粵港難民之墓
紀念碑」，是1995年由沙東迅倡議建立，最
後經廣州造紙廠出資建造的。在抵達紀念碑
前，沙東迅先是去找了兩位廣州造紙廠的員
工，請她們拿着鐵門鑰匙一起前往。
紀念碑被一扇銹跡斑駁的鐵門鎖在廣州造

紙廠的邊緣角落。「一般人找不到，也一般
不會來」，平日裡紀念碑前垃圾成堆、雜草
叢生。熟客沙東迅每年來之前，都會叮嚀造

紙廠的老領導，請他派人清理一下。
「豎起這塊紀念碑，就是想讓後人進一步了解時有跡可循」，沙

東迅告訴記者，當年，兩萬多名粵港難民慘遭細菌毒害，因為屍骨
太多，怕引起周邊的人注意，日軍便在紀念碑這一帶挖建了「化屍
池」，企圖神不知鬼不覺地掩埋掉這滔天罪行。然而，儘管紀念碑
已經修建二十年，常客卻只有沙東迅；其他專程尋來祭拜的，只有
當年參與其中的日本波字8604部隊班長丸山茂。

送花圈書「中日友好 永不再戰」
「1995年，他聽聞『粵港難民之墓』修建成功，雖然年事已高，

卻執意要來廣州拜祭。最後以自費旅遊者的身份前來。」丸山茂的
廣州之行，沙東迅全程陪伴左右。沙東迅回憶，當時他們一起路過
大南路時，丸山茂還買了一個大花圈並
請求他寫上幾個中文——「中日友好，
永不再戰」。

距粵港難民之墓紀念碑1.5公里處，有一
座南石頭小碼頭。從越秀區走到海珠區，
大半天的奔波，沙東迅不見勞累卻催促記
者要去碼頭看看。
到達小碼頭時，夕陽正要滑落江面。當
年香港難民坐上「大眼雞」，從珠江逆流
而上，滿懷希望湧向廣州，卻被活捉做細
菌實驗品。
無奈，江水不問今人心事。沙東迅擦了擦
臉上滾滾而下的汗水後對記者說：「如果，
原中大醫學院日軍第8604部隊本部、南石頭
難民收容所難民受害地、南箕路難民掩埋地
幾個地方連成一個日軍細菌戰罪行展覽系
列，得到應有的維護，該多好。」
在沙東迅的構想中，廣州應建一個愛國主

義教育基地。「如此，粵港兩地的孩子們至
少能聽聽這段慘痛的歷史，而非一無所
知。」沙東迅感慨，如此大量細菌戰受害者
的骸骨存留至今，無奈相關部門置之不理。
儘管已經退休在家，沙東迅依然深耕

「粵港難民」題材。他在家中闢了一間資
料室，分門別類地收納着20年來的粵港難
民在細菌戰裡的調研資料。「我害怕自己
百年之後，這些粵港難民血淚史的資料就
成了佔地方的廢紙」，沙東迅告訴記者，
希望能有個資料室或者檔案室接收它們。
【註】本文在撰寫中，參考了沙東迅著

作《粵海抗戰史譚》、《揭開「8604」之
謎——侵華日軍在粵秘密進行細菌戰大曝
光》等，在此表示感謝。

入伏之後的廣州，溽熱難耐，離開空調，稍微動一動身
子，就汗濕衣襟。即便如此，沙東迅仍然執意要帶記

者一行，驅車去日軍在廣州犯下滔天罪行的遺址地。

日軍班長良心發現揭真相
1995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前夕，正埋首《廣東
通史》、《廣東民國史》等抗戰部分撰寫工作的沙東迅，
偶然聽聞日軍曾在廣州實施過細菌戰時，驚訝之餘，後背
突感涼風颼颼。「我研究廣東歷史30多年，所閱所聞竟都
沒有提及過日軍在穗實施細菌戰的事情。」也正是由此開
始，沙東迅一頭扎進了對這段慘絕人寰歷史的追索和發掘
之中。
着手調查之初，因為史料匱乏，困難重重。他花了幾個

月的時間在廣東的省市檔案館、黨史研究室等部門尋找，
並拜訪了省市防疫、檢疫部門及大專學校的專家，仍然沒
能找到一條有價值的資料。
冥冥之中似有天意，正在沙東迅一籌莫展之際，日本方

面傳來了好消息。一位名叫丸山茂的舊日軍班長，在東京
參觀731部隊的罪行展覽後，良心受到很大震動，在經歷
了一翻內心掙扎後，頂着來自日本各方的壓力，首次在東
京揭露所在的波字8604部隊當年在廣州開展細菌戰的真
相。此後不久，遠在廣東的沙東迅收到了北京學者寄來的
一封函件，附有丸山茂畫的兩幅草圖。

遺址重建時出土大量屍骨
根據丸山茂兩次提供的地圖，沙東迅確定了現中山醫科

大學圖書館舊樓、南石頭、廣州造紙廠等幾個關鍵地址。
「在那幾處關鍵地址周邊，我發現了許多物證。比如當

年日軍遺留下來標註有部隊編號的座椅；再比如廣州造紙

廠上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兩任基建負責人梁時暢和沈時盛
也告訴我，當年廠裡建宿舍挖地基時，發現大量屍骨。」
缺口一旦打開，真相便如洪水一樣滔滔湧來。
在沙東迅的多番努力追索之下，事實真相逐漸浮出水面：

1941年底，香港淪陷，大批香港難民湧向廣州。南石頭懲戒
場遂成為粵港難民所。面對人滿為患的南石頭，駐紮於此的
日本波字8604部隊，在此使用細菌武器，殺害難民。

難民進傳染病室有入無出
在沙東迅的家中，記者看到了厚厚一沓接受調查人士手

寫的資料。記者隨手拿起一份名為《訪問何瓊菊記錄》的
手稿。一位名叫李翔雲的讀者，因看了報紙上關於沙東迅
研究細菌戰的採訪後，主動聯繫他，稱其阿姨何瓊菊和表
兄姐就是當年從香港坐船返回廣州的難民。
這份寫於20年前的手稿，紙張已經發黃變脆，其中記錄

了何瓊菊自述的一段經歷：「1941年底日軍侵佔香港後，
整個香港面臨糧食短缺的困境。1942年的春節前我帶着兒
子、女兒還有家婆4人，買船票坐拖渡船從香港回到廣
州。全船估計有480人，船到了廣州南石頭後，被日軍攔
住不給上岸，說要檢查瘟疫，驗大便。如認為有問題，就
拉入廣州海港檢疫所的傳染病室，有入無出。我在船上大
約月餘，從最初的480人到最後只剩下40人。我更見到有
幾個死在船上的難民被日軍丟進河裡去，其他進了傳染病
室的，沒有再回來過，直到我離開也沒有見到他們……」
「這些從香港回來的難民，本來想着逃回廣州，沒想到卻

羊入虎口走進了『東方奧斯威辛』。」言及戰爭的罪惡，沙
東迅說自己能做到的，就只有把這些親歷者珍貴的記憶，用
嚴謹細緻的文字忠實記錄下來，並請他們寫下名字、按下手
印、拍下照片，為歷史留下白紙黑字的證據。

為了維護統治，解決人滿為患的難民，1942年春夏，日軍以中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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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鼠疫等細菌武器
走近中山大學醫學院圖書館舊樓，這幢建於上世紀20年代的兩層紅

磚水泥建築，就是鮮為人知的侵華日軍波字8604部隊本部遺址。正門
左下角有一塊白色大理石，記錄着這棟房子的不凡歷史。據波字8604
部隊日本老兵的證詞和許多相關調查材料表明，該部隊建立於1939
年，在中山大學醫學院圖書館舊樓從事細菌的人體試驗和鼠疫跳蚤等
細菌的生產活動，「用一把無形的刀」屠殺香港和廣州的難民們。
在沙東迅的幾番要求下，清潔阿姨給我們開啟了地下室銹跡斑駁的

門鎖。門一開，撲鼻而來的是潮濕黴菌味和死蟑螂味。只見地下室內
堆滿了爛課桌椅，不少都被蛛網與灰塵覆蓋。記者憋氣在門前，沙東
迅卻逕自走到了最裡處，環顧四周他告訴記者，日軍就是在這裡養了
大量老鼠，每月生產10公斤—15公斤的鼠疫跳蚤，進行鼠疫戰等滅絕
人性的行徑。

部隊不出外與世隔絕
「日軍食住等一切生活都在這個地下室裡，只有晚上外面的日本士

兵點燈時才能看到裡面的一些情況。裡面擠滿了石油罐，有時從外面
運來很大的行李，連哨兵也不能看到裡面裝的什麼東西。」沙東迅也
曾聽中大一些老教授談及，這個地下室曾清理出一個鐵櫃以及兩張椅
子，其背後標注着波字第××××部隊。「他們年紀大了，不記得那
些編號。不過他們都表示，曾聽人說，這是日本佬搞細菌戰用的東
西。」沙東迅望着眼前的破敗桌椅，轉述給記者他過去的一些聽聞。

藏身醫學院地下室 解剖活人

■丸山茂
網上圖片

■■廣州南石頭有日軍方面廣州南石頭有日軍方面
的粵港海關海港檢疫所的粵港海關海港檢疫所，，
難民被遣到這裡都要經過難民被遣到這裡都要經過
檢疫所的檢查檢疫所的檢查。。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盼辦展覽會 教育下一代

■■侵華日軍侵華日軍731731部隊部隊、、波字波字86048604部隊等以研究防部隊等以研究防
治疾病為名治疾病為名，，使用活體中國人進行細菌武器實驗使用活體中國人進行細菌武器實驗。。
圖為偽滿洲國民生部保健司派員參加圖為偽滿洲國民生部保健司派員參加19401940年年1111月月
吉林省農安縣鼠疫吉林省農安縣鼠疫「「防疫防疫」」活動照片活動照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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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大學醫學院圖書館地下室，沙東迅講述日軍曾在
這裡培育細菌毒害粵港難民。

■粵港難民之墓由沙東迅1995年倡議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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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東迅帶領記者到侵華日軍波字沙東迅帶領記者到侵華日軍波字86048604部隊本部隊本
部遺址部遺址（（現中山大學醫學院圖書館舊樓現中山大學醫學院圖書館舊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