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年 系 列 報 道

AA1818 ■■責任編輯責任編輯：：鄭慧欣鄭慧欣 ■■版面設計版面設計：：美術部美術部 20152015年年88月月2424日日((星期一星期一))

「「日本軍國主義為一己私利就貿然發動侵略戰日本軍國主義為一己私利就貿然發動侵略戰
爭爭，，是不人道的是不人道的。。中國並沒有一兵一卒跑到日本侵中國並沒有一兵一卒跑到日本侵
略略，，他們跟日軍打仗也只是為了保衛自己的國家他們跟日軍打仗也只是為了保衛自己的國家、、
保衛自己的人民保衛自己的人民！」！」 ——日籍八路軍小林寬澄日籍八路軍小林寬澄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來臨之

際，一個特殊群體不應被遺忘：他們曾受日本法西斯荼毒，而侵華

暴行讓他們幡然醒悟，毅然加入反戰行列；他們曾是侵華日軍，在

共產黨的感化下終放下武器，成為日籍八路軍；他們回到日本後多

數生活清貧，但無懼右翼勢力騷擾，甚至成立「椰子實會」守護反

戰信念……他們的名字值得所有熱愛和平、正視歷史的人們銘記：

小林寬澄、杉本一夫、橫川剛嗣……如今已屆耄耋之齡的「日本

八路」依然在呼籲日本反省戰爭罪行，推動日中世代友好，小林寬

澄更期待9月飛往北京與中國人民一同慶祝勝利紀念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梁鍾文、朱燁綜合報道

■日本八路軍．新四軍老戰士會事務局小林陽吉為本文提供協助

受感化醒悟受感化醒悟 勸同胞投降勸同胞投降

日日軍軍投投八路八路
侵侵華華變變反戰反戰 現年96歲的椰子實會第三任會長小林寬澄身穿藍色襯衫，精神矍鑠，看到

記者高興得朗聲大笑。記者問道何以反戰組織以「椰子」定名？他解釋
稱，椰子的日語發音為「八、四」，以椰子命名意為紀念八路軍和新四軍。
隨着時間逝去，曾參加過抗戰的椰子實會成員只剩下十幾人，但「烈士暮
年，壯心不已」，在小林寬澄會長的帶領下，已屆耄耋之年的「日本八路」
依然關心政治，反對「有事法案」、反對日本走軍國主義道路、反對日本首
腦參拜靖國神社，盡綿薄之力推動日中友好。

被俘屢自殺 獲八路救起
談起戰爭歲月，小林寬澄彷彿歷歷在目。本是日軍分遣隊輕機槍手的他在

1941年6月的一次掃蕩中被俘虜，兩次試圖自殺均被八路軍救起，並給予妥善
醫治。他發現，八路軍並非日軍軍官所講那般「殘忍」，甚至處處優待自
己、關心士兵，對比鮮明的反而是日軍：一路上總能看到他們燒殺搶掠的罪
行，小林的心裡開始感到慚愧不安。
反思戰爭的過程中，小林寬澄漸漸覺悟到，日本軍國主義為一己私利就貿

然發動侵略戰爭，是不人道的。他激動地說，「中國並沒有一兵一卒跑到日
本侵略，他們跟日軍打仗也只是為了保衛自己的國家、保衛自己的人民！」

為偵探情報 常扮演日軍
想通了的小林寬澄很快與布谷、小林清等一起成立「反戰同盟膠東支部」，

從此正式成為八路軍的一員，走上反戰道路。他們不斷地散發反戰宣傳單，在
日軍必經的村莊牆上寫標語；一有時機就打電話給日軍士兵，勸其放下武器；
甚至需要親臨前線，在炮火紛飛中對日軍喊話、勸其投降。小林稱，為了偵探
情報，自己還時常扮演日軍，與偽軍周旋。「我當時在山東新泰縣潛伏了5天，
還參加了偽區長、偽鎮長在望樓舉行的歡迎宴會。」
在日軍開始呈現敗退局勢的1944年冬，小林不斷深入日軍據點，用「四面
楚歌」的方式展開反戰宣傳，「我告訴他們天皇在國內享受榮華富貴，只有
他們來異國他鄉當炮灰，如果戰死，誰來照顧年邁的父母，誰來幫助可憐的
孤兒遺孀？只有戰爭停止，士兵們才可以回家團聚。」小林每次動之以情的
喊話，總會引起據點裡士兵的歎息，他亦一直堅持游說到抗戰勝利。

望真實歷史 傳承下一代
戰後返回日本，2002年，時任原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友好訪華團團長的小

林寬澄特意將富士山的水帶到延安，祭奠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犧牲的日本同
志，並作詩道，「八四源遠流長，延安精神永放」。小林說，他始終非常思
念第二故鄉——中國，回國後的他一直致力於中日間商船貿易的溝通和翻
譯，73歲退休後仍堅持從事日中友好工作。
小林寬澄稱，現今日本政客傷害被害國人民感情的做法必須改正。他認

為，安倍政府強行通過新安保法案的行為，本質上是要打破「二戰」以來的
國際秩序，長遠來看，將給周邊國家暨亞洲地區的和平帶來威脅。
今年9月，小林寬澄將赴京參加抗戰勝利70周年的慶祝活動。「我們紀念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是為了中日兩國人
民永遠友好下去。」小林說，「中國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貢獻很大，只有讓
年輕人多了解戰爭實質，才能永遠避免戰爭。」

■在華日本人反
戰同盟成員正在
編發反戰宣傳
品。 網上圖片

在中國對這些反戰義士的貢獻念
念不忘時，小林寬澄同樣記掛着曾
對他有過恩情的中國人民。為感
謝曾經冒着生命危險隱蔽、幫助
過自己的李姓農家，回到日本的

他用了十幾年時間尋找恩人，以求當面謝過。

獲悉心照顧 儼如親兄弟
小林對記者說，這個心願只完成了一半，
雖然在山東媒體的幫助下回到了沂蒙山區，
並找到了當年藏身的李家，但給過他巨大幫

助的老李已經去世。「當時組織安排我隱蔽
在北山坡的山洞裡，老李早就幫忙鋪好了麥
秸和蓆子，甚至還準備了炕桌、油燈、茶壺
茶碗，考慮得十分周全，」小林回憶，「那
時一日三餐全靠老李照顧，有饅頭、大餅、
炒菜，還有自家做的點心，有時老李還會帶
一些酒和下酒菜，我們跟親兄弟一樣，推杯
換盞、飲酒閒談。」
除了日常生活的照顧，老李為小林的安全

也時刻保持着警惕。有一夜，忙着翻譯書籍
的小林正點着油燈工作，忽然聽到洞口傳來

老李的聲音，「有燈光透出來了，草蓋子要
蓋好啊！」小林心中大為感動，原來白天做
完農活的老李，夜裡還特意為自己巡邏。
始終感念着這份生死情誼的小林在90歲那

年回到了沂蒙山區，他一步一蹣跚地走到老
李墳頭，動情道，「我來看你了，老李大
哥。當年我得到了你的無私幫助，隔了65年
才來看你，覺得很對不起。請你放心，我會
繼續為中日人民的世代友好做工作。」說罷
忽然深深一跪，向65年前的恩人兄弟表達了
自己最真誠的謝意。

小
林
寬
澄

千里赴華尋恩千里赴華尋恩 墳頭跪拜謝過墳頭跪拜謝過

後
悔
與
寇
為
伍

投
誠
做
正
常
人

「「在八路軍的日子裡在八路軍的日子裡，，我重新感受到人間溫暖我重新感受到人間溫暖，，也重新成了也重新成了
『『正常正常』』人人。」。」9393歲的原八路軍日籍戰士橫川剛嗣近日在日本歲的原八路軍日籍戰士橫川剛嗣近日在日本
橫濱市家中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橫濱市家中接受新華社記者採訪時說。。

日軍互欺凌日軍互欺凌 肆意燒殺搶掠肆意燒殺搶掠
橫川剛嗣橫川剛嗣19221922年出生於神奈川縣橫濱市年出生於神奈川縣橫濱市，，19421942年應徵入伍年應徵入伍，，

加入侵華日軍在山東的第加入侵華日軍在山東的第3232師團師團210210連隊連隊。「。「日軍內部欺凌盛日軍內部欺凌盛
行行。。我當時是新兵我當時是新兵，，受盡上級辱罵毒打受盡上級辱罵毒打，，動不動就把我折磨得動不動就把我折磨得
半死半死。」。」令他更痛苦的是令他更痛苦的是，「，「還要闖入中國人的村子還要闖入中國人的村子，，燒殺搶燒殺搶
掠掠」。「」。「那時那時，，日軍一出現日軍一出現，，村民就村民就
大喊大喊『『日本鬼子來了日本鬼子來了』，』，四處逃命四處逃命。。
我們就搶牛我們就搶牛、、搶雞蛋搶雞蛋、、搶豬搶豬，，什麼都什麼都
搶搶，，做了很多壞事做了很多壞事，」，」回憶起那段黑回憶起那段黑
暗的日子暗的日子，，橫川仍一臉懊悔和痛苦橫川仍一臉懊悔和痛苦。。
19441944年一個深夜年一個深夜，，橫川下決心逃橫川下決心逃
跑跑，，在一個中國村落遇到了八路軍士在一個中國村落遇到了八路軍士
兵兵，，對方不單對他很寬容對方不單對他很寬容，，甚至在第二甚至在第二
天給他做雞蛋麵天給他做雞蛋麵。。橫川隨後來到山東軍橫川隨後來到山東軍
區後方區後方，，和其他投誠日本士兵一起接受和其他投誠日本士兵一起接受
改造改造，，並加入抗日反戰運動並加入抗日反戰運動。。令他更感令他更感
動的是動的是，，八路軍軍紀嚴明八路軍軍紀嚴明，「，「不拿群眾不拿群眾
一針一線一針一線、、借東西要還借東西要還、、損壞東西要損壞東西要
賠……賠……」，」，橫川至今對橫川至今對「「三項紀律八三項紀律八
項注意項注意」」倒背如流倒背如流，「，「這也成了我人生這也成了我人生
準則準則，，受益終身受益終身」。」。
抗戰勝利後抗戰勝利後，，他在東北結識夫人美他在東北結識夫人美
代子代子，，在中國喜結連理在中國喜結連理，，19581958年返年返
回日本回日本，，在中國政府資助下生活很在中國政府資助下生活很
快步入正軌快步入正軌。「。「戰時戰時，，我哥哥就在我哥哥就在
中國南方喪生中國南方喪生。」。」橫川橫川
說說，「，「八路軍讓我開啟新八路軍讓我開啟新
生生，，我一生都對中國心存我一生都對中國心存
感激感激」。」。 ■■新華社新華社

橫
川
剛
嗣

■八路軍與被俘
日軍。 網上圖片

■反戰同盟成員帶傷上
前線喊話。 網上圖片

■橫川剛
嗣稱八路
軍令他重
新感受到
人 間 溫
暖。
資料圖片

■■小林寬澄與劉小林寬澄與劉
純華先生送的純華先生送的
「「沂蒙魂沂蒙魂」」書法書法
作品合影作品合影。。

■■小林寬澄穿着小林寬澄穿着「「為為
人民服務人民服務」」TT恤恤。。

小林陽吉供圖小林陽吉供圖

■■小林寬澄小林寬澄((前排中間高個子戴眼鏡前排中間高個子戴眼鏡))入伍送別入伍送別。。

■■9696歲的小歲的小
林寬澄精神林寬澄精神
矍鑠矍鑠，，在家在家
中接受本中接受本
報記者梁報記者梁
鍾文採鍾文採
訪訪。。

杉本一夫（原名前田光繁）是第一位「日本八路」，是第
一個在戰場上向日軍喊話的勸降人，也是第一個日本反戰組
織「日本士兵覺醒聯盟」的建立者。在戰時作出卓越貢獻的
他回日本後，不顧右翼勢力的調查與監視，堅持四處講演個
人經歷、日軍侵華戰爭的罪惡及八路軍的人道主義，宣揚反
戰精神。

日共除黨籍 長期受監視
杉本在中國的經歷讓當時的岸信介政府放心不下，認為他
是危險的「赤化分子」，並一直對其進行調查和跟蹤，因
此，他一生都沒有正式工作，80歲時仍在燒鍋爐。有後輩勸
他去中國生活，然而他聲色俱厲地回答稱，「我年紀大了，
渾身是病，怎麼能給共產黨添麻煩？中國已經給我很多很
多，我只有感謝，哪能再伸手要什麼？」他甚至一度因為支
持中國共產黨，而被日本共產黨開除黨籍。此後，杉本聯合
其他幾位被日共開除的老戰友一起組建了椰子實會，在報刊
上發表文章，同時以自身經歷到處宣講反對侵略戰爭及堅持
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的必要性。

歷史不能忘 盼日本自省
晚年的杉本喜歡向來訪者展示他收藏的珍貴照片，照片裡
不難發現，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羅瑞卿等老一輩中共領
導人均與他有過交
集，但讓他記憶最
深刻的還是 10 年
前，與中國人民一
起慶祝反法西斯戰
爭勝利60周年的場
景。他希望日本深
刻反省，因為「一
個民族的自省比一
個民族的寬容更加
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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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本一夫(右)與小林清之子小林陽吉。

■杉本一
夫與妻子
在家中。
小林陽吉

供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