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戰犯悔罪
親歷者憶瀋陽正義審判：「這是國人揚眉吐氣時刻」

今年是九一八事變今年是九一八事變8585周年周年，，同時也是中國人同時也是中國人

民正義審判日本戰犯民正義審判日本戰犯6060周年周年。。隨着遼寧瀋陽九隨着遼寧瀋陽九

一八歷史博物館恢復審判庭舊址一八歷史博物館恢復審判庭舊址、、尋找親歷者的尋找親歷者的

進程進程，，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逐漸被了解這段鮮為人知的歷史逐漸被了解。。19371937

年年，，在瀋陽發生的九一八事變揭開了世界反法西在瀋陽發生的九一八事變揭開了世界反法西

斯戰爭的序幕斯戰爭的序幕，，19561956年年，，新中國審判最後一批新中國審判最後一批

日本戰犯則被認為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徹底結日本戰犯則被認為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徹底結

束束。。這這33年年，，8484歲的權德源已記不清是第幾次歲的權德源已記不清是第幾次

來到位於遼寧省瀋陽市皇姑區的審判日本戰犯特來到位於遼寧省瀋陽市皇姑區的審判日本戰犯特

別軍事法庭舊址陳列館別軍事法庭舊址陳列館，，他右手拄着枴杖他右手拄着枴杖，，蹣跚蹣跚

着走過醒目的朱紅色門柱着走過醒目的朱紅色門柱，，在門廊裡在門廊裡「「正義審正義審

判判」」的大牌匾旁端詳良久的大牌匾旁端詳良久，，對此他百看不厭對此他百看不厭，，

「「這四個字我印象深刻這四個字我印象深刻。」。」6060年前年前，，權德源作權德源作

為特別軍事法庭的書記員為特別軍事法庭的書記員（（類似法官助理類似法官助理），），親親

歷了歷了19561956年年66月月99日至日至77月月2020日中日中77月月11日開始日開始

的第二階段審判的第二階段審判，「，「這是中國人揚眉吐氣的時這是中國人揚眉吐氣的時

刻刻，，是正義審判邪惡是正義審判邪惡！」！」牙齒已有些脫落的老牙齒已有些脫落的老

人人，，字句鏗鏘字句鏗鏘。。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于珈琳于珈琳瀋陽報道瀋陽報道

20162016年年99月月1717日日（（星期六星期六））A6 中 國 專 題■責任編輯：趙漢東 ■版面設計：美術部

■瀋陽審判日本戰犯特別軍事法庭舊址陳列館內復原的審判庭場
景。 記者于珈琳攝

新中國成立後，蘇聯移交給中國近千名日本戰
犯，關押在遼寧撫順戰犯管理所。1954年3月，
根據國家領導人毛澤東、周恩來指示，最高檢察
院組建東北工作團，具體負責對日本戰犯的偵查
審訊工作，並先後赴全國12個省調查取證，查閱

檔案8,000餘件，提取人證2.67萬件，訊問、調查、取證核實材料
就達43.14萬頁。
1956年4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關於處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國戰

爭中的犯罪分子的決定》。據此，最高法院特別軍事法庭於1956年6
月至7月間，分別在瀋陽和太原兩地開庭審判45名戰犯。瀋陽審判分
為兩個階段，6月9日至19日，對鈴木啟久等8名軍隊系統戰犯進行審
判；7月1日至20日，對武部六藏等28名偽滿戰犯進行審判。
同年，最高檢察院分三批宣佈對1,017名罪行較輕和悔罪表現較

好的日本戰犯免予起訴，寬大釋放回國。在瀋陽和太原北審判的
45名被判處有期徒刑戰犯，也在1964年3月前全部釋放回國。

「那是在我們自己的土地上，不受任何外國干預，審判了36
名日本戰犯。」退休前任遼寧省公安司法管理幹部學院民

法經濟法教研室主任的權德源保持着慣有的嚴謹，說明了重要的
歷史意義——這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對國際
戰犯的審判。

遵照國際法庭模式 溥儀首個出庭作證
1955年畢業於北京政法學院法律系的權德源，被分配到中央政
法幹校的東北分校任教員。1956年懂日語、懂法律的他入選剛組
建的瀋陽特別軍事法庭工作組，負責庭審記錄、把錄音編成文字
材料等工作。1956年7月1日上午8時30分，瀋陽審判進入審判武
部六藏等28名偽滿戰犯的第二階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
院特別軍事法庭審判長賈潛宣佈開庭。
「賈潛庭長的一舉一動嚴格按照國際法庭的規定，開庭模式也
是遵照東京審判的方式。」接受採訪時靠坐在家中沙發上的權德
源說着也不自覺地挺起腰板，「庭審前，賈潛庭長就宣佈在庭審
中被告可以向證人發問，除律師辯護外，被告可以自己辯護，還
有最後陳述的權利。」也是意料之中的，「是事實」、「完全屬
實」、「完全真實」成為這些日本戰犯在證人控訴作證後的認罪
悔過。
「審判程序很嚴謹，公訴人起訴、法庭調查、證人作證、法庭
辯論、被告提問、辯護人辯護、被告陳述，最後宣讀判決書。」
而最令他難忘的是7月1日開庭後的第一個受審被告人、時任偽滿
洲國國務院總務廳次長古海忠之，「審判長讓公訴人讀起訴狀，
起訴日本侵略者從瘋狂到滅亡過程中的罪行。」而此時出庭的第
一位證人「末代皇帝」愛新覺羅．溥儀吸引了全場的目光，「他
細高的個子，長脖子，戴黑框眼鏡，穿一套犯人穿的深藍色囚
服。」至今，權德源還記得庭上溥儀說的第一句話：「我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最大漢奸愛新覺羅．溥儀。」
1956年7月20日宣判，藤田茂等8名日本軍隊戰犯分別被判處
13年至20年有期徒刑，古海忠之等28名偽滿政府日本戰犯則分別
被判12年至28年有期徒刑。「沒有一個死刑，沒有一個無期徒
刑，所有被告人淚流滿面。」

人道判決支撐轉變 戰犯主動交自供狀
當60年後權德源再踏足瀋陽審判庭舊址，站在日本戰犯受審和
謝罪的蠟像旁時，他想起戰犯古海忠之庭上的陳述：「我罪那麼
大，偉大的中國人民對我寬大處理，我沒什麼可說的。」權老
說，在改造和審判之前，他們是製造夢魘的「鬼」，而如今他們
成為了人，這一場正義審判是宣佈他們為人的證明。
審判之後的一次偶然交談，讓權德源更明確了他們的轉變。1956
年7月下旬，第二批免予起訴的日本戰犯共340餘人坐火車赴天津坐
船回國。火車駛過錦州時，一名坐在窗邊的日本軍人遠離慶祝回國
的人群，獨自低頭流淚，「你怎麼哭了？」權德源用日語與他交
談，他抬起頭說「你看，前邊那個小山下，原來有一個小村子，20
多年前，我領日本軍人進村殺了不少無辜百姓，他們死去回不來
了，可是殺人的戰犯還活着回家，想起他們，心裡難受。」
權老相信，是中國人道主義精神和法庭嚴謹的法律工作支撐了
這種轉變，「王敏求校長曾跟我說，『你看，小權，這些從廣
東、浙江、上海寄來的信裡說，你們法庭的律師吃中國人的飯，
為萬惡的日本戰犯辯護，你們的中國人的立場跑哪去了？』」權
老認為，當時不僅是老百姓甚至有律師最開始也有這樣的疑問，
他解釋到「國際法庭是有必須有律師參加的規定的」。
那時，審判的結果也讓民眾生出些許疑問，「證人要求從嚴懲

罰戰犯，老百姓也不理解寬大處理。」權老不避談這個話題，
「那時新中國剛成立，中國領導人根據國內外形勢提出和平發
展，這些戰犯之前已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了6年的學習改造，很
多人從抗拒改造到主動遞交自供狀，這是出於人道精神的寬大處
理。」讓老人欣慰的是，這些戰犯自回國後積極投入到中日友好
事業上，藤田茂回國後曾三次率由刑滿釋放的侵華戰犯組成的中
國歸還者聯絡會訪問中國，對推動1972年中日兩國建交起到了一
定作用。

淚謝中國寬大

■權德源在家中接受本
報記者採訪，回憶起審
判庭長賈潛宣讀判決書
的時刻，精神振奮。

記者于珈琳攝

■■19561956年年第一批被第一批被
免予起訴的免予起訴的日本戰犯日本戰犯
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被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被
釋放釋放。。圖為當年釋放圖為當年釋放
大會場景大會場景。。

翻拍瀋陽九一八翻拍瀋陽九一八
歷史博物館圖片歷史博物館圖片

逾千戰犯全部釋放返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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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瀋陽審判分為兩個階段瀋陽審判分為兩個階段。。
圖為第一階段圖為第一階段，，即即19561956年年66
月月99日至日至1919日日，，鈴木啟久等鈴木啟久等
88名軍隊系統戰犯在法庭受名軍隊系統戰犯在法庭受
審審。。 翻拍瀋陽九一八翻拍瀋陽九一八

歷史博物館圖片歷史博物館圖片

■1956年7月1日，瀋陽審判武部六藏等28名偽滿戰犯，偽滿洲國皇
帝溥儀（右一）、偽滿總務廳次長王賢偉（右二）等人出庭作證。

翻拍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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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月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
舉行的九一八事變85周年學術研
討會上，60年來權德源首次見到
了當時的辯護律師李長泰、庭審
服務人員馬鳳雲以及已故辯護律

師胡金魁的兒子胡鐵生。而對於在場的李長泰
來說，這個秘密他守口如瓶了太久。

以悔罪態度好請求輕判
1956年初，從中央政法幹校東北分校畢業後

留校工作的李長泰，被委派去給即將接受審判
的日本戰犯當辯護律師。當時25歲的他知道，
這些日本憲兵隊長，雙手沾滿中國人民的鮮
血，曾親手槍殺無辜群眾、抗日志士，把抗聯
戰士送到731部隊去做細菌試驗，抓勞工給日本
侵略者修戰備工事……但也清醒地認識到，要

按國際法庭的要求辯護。7月13日，由他辯護的
吉房虎雄、木村行雄、宇津木孟雄開始受審。
「我辯護主要有以下幾點，一個是他們罪行
雖重，但是認罪悔罪態度好，一個是侵略政策
是日本最高統治集團制定的，他們是其中的執
行者，再有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的幾十年間，
大和民族至上、侵略有理、武士道精神等教育
深入人心，讓他們由人變成『鬼』。基於上述
各點，請法庭考慮從輕處罰。」
「在過去的60年裡，我的這段經歷從來沒有
向家人和外人說起過，我怕被誤解更不願意提
起。」但重提這段被他視為秘密的經歷，「現
在看是有意義的，這是我的責任和義務，那些
跪在中國人民面前『叩頭認罪，悔罪』的日本
戰犯，就是日本侵華的鐵證。」面對近年日本
右翼勢力抬頭頻仍，李長泰很憤慨。

瀋 陽 這 片 土
地，總是能喚
起濃烈的家國
之情。柳條湖
事變原址旁一

列列現代化的高鐵穿行而過，
隱蔽在高樓間的北大營營房舊
址青磚依舊，每年接待觀眾數
萬人的九一八事變歷史博物館
深藏着侵略者的纍纍罪證……
然而，歷史的見證，不是為了
記住仇恨。

正如這場距今一個甲子的瀋陽
審判，中國人在國土上發出正義
之聲，用法律的尊嚴和人道的力
量向世界宣告了反法西斯戰爭的
最後勝利。沒有死刑、沒有無期
徒刑，60年來人們不斷追問的答
案越來越清晰——

當瀋陽審判兩年後，一封署
名是戰犯宇津木孟雄的感謝信
從香港寄到辯護律師李長泰的
手中，向新中國表示深切感謝
之餘，信中還表明歸國後定為
中日友好而工作時；當 1980

年，已經90歲的戰犯藤田茂彌
留之際要求一定要把周總理送
給他的中山裝穿身上，以示永
不忘中國再生之恩，並曾在有
生之年高呼「一定要把漏網的
甲級戰犯岸信介（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外祖父）拉下馬！」
時；當10年前的9月18日，瀋
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殘立碑前
85歲的日本戰犯藤原助男胸前
佩戴着代表日本憲法第九條
「放棄戰爭條款」的胸針，雙
目緊閉在響徹雲天的警報聲中
沉默、低頭時……

人們漸覺，那一場正義而莊
嚴的審判，那樣寬大而前無古
人的慈悲，是為了勝利，更是
為了和平。

「我在勝利的中國人民法庭
面前低頭認罪，殺一萬個藤田
茂也是應該的，中國政府教育
我認識真理。」日軍中將師團
長藤田茂的這段話與全部45名
日本戰犯近20萬頁的罪狀自供
檔案將永載史冊。

辯護律師重提秘密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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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來權德源 (左一) 第一次見到了當時的辯護
律師李長泰 (中) 、庭審服務人員馬鳳雲 (右一) 以
及已故辯護律師胡金魁的兒子胡鐵生，權老與各
人握手顯得十分激動。 記者于珈琳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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