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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喝健康、就喝仙灵红；

仙灵红茶酒、提神又养生；

饮后口不干、风吹头不痛；

常喝红茶酒、好运天天有！

� � � �

新品上市，诚邀信阳八县两区合作代理商，

共同创造白酒神话，为中国喝酒人的健康，提供
一份满意的答卷！即日起，到信阳市各烟酒门店
购买任何一款仙灵红茶酒， 凭酒瓶盖到公司可
免费兑换价值

380

元的仙灵红茶酒一瓶。

另：面向白酒市场，招聘业务精英
10

名，市场总监
1

名！

纪念碑上的日本

守护记忆，还是暗杀记忆？

� �

罕有哪个民族能像日本那样，

通过大规模修建战争纪念遗迹来延
续、修补历史。 我们知道，纪念碑所
呈现的历史记忆离不开尊严、道义
等价值准则。 然而，如果记忆被涂
抹、被暗杀，纪念碑所反映的历史和
价值准则必有暧昧的、不可告人的
地方。 从这个角度来讲，也罕有哪
个民族能像日本那样，借助纪念遗
迹来涂抹和篡改历史，以达到遗忘
历史的目的。

在广岛核爆死殁者纪念碑上，

有这样一段铭文：“安息吧， 因为错
误不会重犯”，它被理解为日本对战
争的反思，与对和平的珍爱。 然而，

稍加思索， 就会发现这句话存在诸
多费解之处：首先，日本发动的侵略
战争造成几千万人死亡， 如此严重
的罪责怎么能够说成是“错误”或者
“过失”呢？ 犯错误或者错误不会重
犯的主体又是谁？ 是向广岛投下原
子弹的美国？ 还是发动侵略战争的
日本，抑或是作为军事基地、成为侵
略亚洲的据点的广岛？ 尽管战后广
岛的和平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我
们同样不能忘记，日本并没有放弃
核武装的企图。 就在

2012

年
1

月
初，这块有名的纪念碑被人用金色
的油漆给抹花，广岛市长愤然宣称：

“这是对在原子弹爆炸中死难者的
亵渎。 对此，全社会都表示极其愤
慨！ ”而这句话里透露的，仍然是将
广岛视为单纯的受害者，它的加害
者身份又被悄然隐匿了。 从弱化战
争罪责的措辞、主语的缺失，到后人
暧昧的哀悼情绪，这块纪念碑所要
唤起和创造的战争记忆，至今都是
一笔糊涂账。

成立于
1950

年
6

月的抚顺战
犯管理所， 曾经成功改造

900

多名
日本战犯。 这些战犯归国后，成立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简称“中归
联”。“中归联”成员长期以来通过演
讲、著述，为日本的侵略历史提供证
言。面对复活军国主义分子的挑衅，

他们不断公开发表认罪反战声明，

被惊赞为“抚顺的奇迹”。 由于这些
人不断衰老和死亡，“中归联” 不得
不解散，日本的一群年轻人成立“抚
顺奇迹继承会”，继续“中归联”的反
战和平事业。

2005

年，“中归联”共同
集资，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内兴建“谢
罪碑”；

2006

年，“抚顺奇迹继承会”

筹资， 在琦玉县建造战争纪念馆和
纪念碑。 馆内收集有反映日本细菌
部队实况的文件、 曾作为战犯被收
押在中国抚顺的原“中归联”会员关
于侵略战争的证言以及有关战争的
书籍等共两万多件展品和资料。 讲
述日本作为加害者的著名纪念馆还
有大阪和平纪念中心， 纪念碑上宣
传战争的非人道与和平的珍贵。 然
而这样的地方， 也往往容易受到日
本右翼势力攻击， 也是记忆的保卫
与暗杀之战最为激烈的地方。 在“南
京大屠杀”的展台前，一些右翼学者
多次举办“‘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
证集会”，试图否认南京大屠杀。 参
与暗杀记忆的，不仅是国家政治，还
有披着“客观公正”外衣的学术。

即便哀悼的是同一战事的死
者， 有时纪念碑所表达的观念也不
同。 二战末期的冲绳深受战火蹂躏。

在冲绳县立姬百合和平祈念资料馆
的第四展厅， 碑文上题有“镇魂”二
字，所有战死的姬百合部队成员的照
片都悬挂在那里，但没有任何文字说
明；然而在民间设立的姬百合和平祈
念资料馆内，却清晰阐明日军在战争
中不负责任与加害行为。围绕战时日
军是否对冲绳民众有加害行为，展示
或者说明严重对立，它不仅延伸到学

术界，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因为
在其《冲绳札记》一书中揭示日军对
冲绳民众的加害行为，还被日本右翼
告上法庭。 法庭内外，双方展开激烈
对抗。 尽管大江健三郎胜诉，记忆的
守护之战仍将继续。不过有一点可以
明确的是，饱经创伤的冲绳树立了独
特的反战和平意识。在冲绳县立和平
祈念公园，冲绳战役中所有死亡者的
名字都雕刻在“和平之础”的纪念碑
上，不分国籍，不分军人平民，不仅是
交战双方、还有被日本强征入伍的朝
鲜和台湾雇佣兵中战死者的名字。这
种独特的记忆之场不是要抹杀是非，

而是通过扩大受害的范围来消弭恩
怨，展望未来。

位于靖国神社中的镇灵社旁
边，有一块“北关大捷碑”。

15

世纪
末，丰臣秀吉两次侵略朝鲜，结果被
打败。为纪念战争的胜利，朝鲜人刻
了这座碑。

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
后，日本陆军池田少将发现此碑，强
行搬到日本， 还说成是朝鲜军民赠
送的。

2005

年韩日两国外相会谈，

日本外相町村信孝主动表示日方愿
意将碑还给韩国， 韩国外长潘基文
说：“此碑若能完璧归赵， 不仅对韩
日关系有好处， 还将会有助于改善
朝鲜南北关系。 希望日方言行一
致。”町村又马上改口说：“那得回去
跟靖国神社好好商量， 日本政府一
定当好中介， 以最大的诚意促成此
事的解决。”然而至今也不见日本有
归还纪念碑的征兆。

随着政治局势的左右摇摆，日
本呈现出暧昧模糊的历史认知。 捍
卫记忆不仅需要远见、勇气，甚至需
要付出生命的代价。 守护记忆与暗
杀记忆，忏悔与拒绝忏悔，两者之间
似乎无限遥远。 （陈言北京社会科
学院） （据《光明日报》）

731研究者发现
日军滇西细菌战新罪证

�

侵华日军“

731

部队”曾在
云南实施霍乱、鼠疫两次大规
模的细菌战。

30

日，记者从哈
尔滨市社会科学院

731

问题
国际研究中心了解到， 该院
“滇西抗日战争史调查研究课
题组”今年首次赴云南调查侵
华日军滇西细菌战罪行，发现
了大量日军实施细菌战、毒气
战的证据。

据了解，该课题组与今年
5

月份先后赴滇西保山、腾冲、

龙陵、梁河、盈江、陇川等地开
展实地调研，考察了松山战场
遗址、国殇墓园、中国远征军
抗战地等

15

处抗战旧址，以
及腾冲县、梁河县及盈江等地
鼠疫细菌战重灾区、日军慰安
所旧址等。

“日本南方军于
1942

年
5

月
3

日，进犯云南省，侵占滇
西怒江以西近

2

年余。”

731

问
题国际研究中心负责人杨彦
君介绍，此前云南当地一直流
传“日军

731

部队与南方军冈
9420

部队所属各部防疫给水
部”对滇缅国际交通线实施过
细菌攻击，并把保山和昆明作
为细菌战的第一攻击目标。

杨彦君告诉记者，此次调
查中证实，

1942

年
5

月， 日军

确实对保山、昆明实施过细菌
战攻击， 日军一方面向城市、

集镇空投细菌弹，沿滇缅公路
沿线的水沟、水井、水池中投
放霍乱病菌。 “在这些地区均
发现了日军遗留的生化防护
服、 大批饲养老鼠的鼠笼、毒
气应急箱，从实物上证明了日
军进行过细菌战……”

调查中，课题组还发现日
军在缅北、滇西均驻有南方军
冈字

9420

部队防疫给水部。

这些防疫给水部队在缅北、滇
西地区均与细菌战部队密切
配合，大量征集、饲养老鼠和
培养细菌。

杨彦君表示，此次拍摄的
600

多张日军遗留的细菌战实
物照片， 获取见证人证言

75

份。 “因缺少日方战时资料尚
不能确认细菌战部队具体番
号，我们将依据实物罪证进行
比对，最终确认到底是

731

部
队哪一分支被派往了滇西地
区……”杨彦君说，随着课题
组的深入研究，“

731

部队”在
滇西的作战细节、发动？ 过多
少次细菌、 毒气战将逐渐清
晰，可最大限度来完善日军细
菌战、毒气战的历史罪证。

（据中国新闻网）

冲绳“和平之础”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