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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 6月 12日,德国!纪念责任和未来∀基金会(该基金会

成立于 2000年 8月 12日)正式宣布, 在过去的 7年时间里, 共对

居住在 100多个国家的 170万前纳粹劳工进行了赔偿, 支付了近

59亿美元赔偿金,完成了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纳粹当局强征

的劳工提供赔偿金的历史使命。当天, 德国总统霍斯特#克勒在总
统邸举行庆祝完成劳工赔偿的仪式上说: !通过象征性的赔款, 受

害者所经受的苦难, 在被遗忘数十年后,已得到公开承认。这是在

通向和平和和解之路上, 迫切需要的一项行动。∀德国总理安格拉#
默克尔也在讲话中阐明了需要赔偿金的原因和进行赔偿的意义。

德国政府及二战期间参与使用强征劳工的德国企业,承担并赔偿

受害劳工的历史责任,不仅抚慰了数百万劳工及其亲属受伤的身

心,更赢得了世人的尊重,给欧洲带来了和解和团结。

而恰在同一天, 同样在二战中被绑架到日本充当苦力的刘宗

根等 6名中国劳工,要求日本政府和奴役劳工的日本企业做出赔

偿的上诉请求, 被日本最高法院驳回。自上世纪末中国受害劳工

向日本政府和日本相关企业要求赔偿的 14件提诉、上诉案件中,

或败诉,或被驳回,无一最后胜诉, 更不要说进行了赔偿。对待 60

多年前遭受奴役的中国劳工, 日本政府与德国政府的做法和态度,

确实迥然不同, 判若天壤;也实在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2007年 8月, 即在上述情景发生两个月后, 中国社科院近代

史所研究员居之芬的新著�1933. 9- 1945. 8日本对华北劳工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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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史�(以下简称!统制掠夺史∀) ,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发行。

捧读之时,心潮起伏;掩卷之后,思绪万端。这部书具有诸多特点,

颇有力度, 确实是一部学术性、现实意义俱强的力作,值得向广大

读者推荐。

!统制掠夺史∀一书共 11 章, 49节, 前有绪论, 后有附录, 共

426页。著者在绪论部分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日本军国

主义在华统制劳工、掠夺资源的罪行与特点, 并与纳粹德国在欧洲

强征劳工, 强制劳动罪行进行了比较。附录是按年代顺序 (从

1933年 9月日本关东军控制的!关于设立劳动统制委员会的指示

之件∀出笼时起,至 1946年 5月被强掳的中国劳工返回祖国时止

的 14年间) ,将日本对华北劳工掠夺政策、统制手段、野蛮绑架等

种种罪行汇编成的大事记,既清晰表述了历史轨迹,也极大地方便

了读者查阅、检索。

正文内容按日本在侵华期间对华北劳工的役使与统制的时间

顺序阐述: 第一、二章,提示出最早在伪满洲国建立初期就制订出

对入满华北劳工的使用和统制政策;第三章, 论述其相关机构的设

立,对入蒙华北劳工的掠夺与统制;第四、五两章, 阐述了在太平洋

战争爆发前,日本劳动统制掠夺机构的成立及全面推行!强制劳动
制∀的罪行;第六至十章, 论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日本侵略

战争的扩大,强力实施!以战养战∀政策,华北成为日本!劳动资源∀

最大输出地而进行的疯狂掠夺与统制; 在华北的企业矿山, 军用工

事、!战俘集中营∀,华北劳工!收容所∀、!训练所∀, 均成为强制劳动

和摧残劳工的人间魔窟。其中大量中国劳工被输到日本本土、朝

鲜、东南亚。尤为难得的是本书第十一章,该章集中论述了掳日华

工归国,东京审判及遗留问题。对输日华工的强掳与虐待, 是第二

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事件中最典型的!强制劳动∀

事件。战后遣送数万名掳日华工回国也是一件重大事件。这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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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述了战后美日遣返和中国国民政府接收掳日华工的政策及回国

经过,掳日华工从 1945年 10月 18日至 1946年 3月止先后分 19

批回国,在天津或青岛上岸, 回国人数 3 万余人, 而从 1945 年 12

月至 1946年 5月, 在上海登陆的华工有 10 批, 1758人。但对掳

日华工的实际人数、死亡人数等还有待进一步查实,战后日本政府

销毁强掳奴役中国战俘和劳工的罪证, 掩盖所犯战争罪行, 给清查

强掳华工事件设置种种障碍。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政府和

军部在战争中大规模实施强制劳动和强掳中国华工到日本这一日

本国策未予追究历史罪责和进行审判, 使日本逃避了这一罪责, 造

成至今日本政府拒不承认这一战争罪行,拒绝对掳日华工进行经

济赔偿、谢罪和精神道歉的严重后果和深远的恶劣影响。

通读!统制掠夺史∀后,笔者以为,该书至少有四个亮点。

第一个亮点是资料珍贵翔实, 论证持之有据。全书均用事实

说话,辅以大量图表和确凿的数字,增强了说服力。近年来有关日

本强掳奴役中国劳工的著作及史料集, 如�满铁与中国劳工�、�二

战期间在日中国劳工问题研究�、�日军枪剌下的中国劳工� (四

种)、�劳工的血与泪�、�花冈事件记闻�、�日本强掳华工研究与翻

译丛书�、�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史�、�花冈暴动回忆录�等等陆
续出版。!统制掠夺史∀则是在搜集、整理和出版�日本掠夺华北强

制劳工档案史料集�(上下册)之后,以发掘国内的大量日伪劳工档

案文献为基础, 辅以当事人和受害劳工的证词,并进一步发掘利用

战时日本经济情报机关有关中国劳工的绝密调查报告,广泛吸取

日本的有关档案文献资料和国内外研究的成果, 进行深入研究的

著作。书中使用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正因为有扎实可信的史

料,才使这一实证研究站得住、站得稳。从而达到了作者的希望,

本书的确!能充分体现国内外在该领域史料发掘与整理上的新成

就,并对该领域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有较翔实的概括和总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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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知作者付出了多少艰辛和汗水。

第二个亮点是出色地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因而在这一研

究中提出了不少新观点。!统制掠夺史∀,不仅深入研究了日本, 而

且与德国进行了全方位的比较,从而更深刻地总结出令人信服的

结论, 即日本在华劳务统制掠夺罪行的四大特点:一、在实施时间

上,日本实施强制劳动制时间更长。纳粹德国历时 5年半( 1940

年初- 1945. 5)时间,而日本长达 12年( 1933. 9- 1945. 8) ;二、在

奴役!强制劳工∀人数及用途上, 德日两国均达 1000万人, 日本主

要用于在华占领区的军事工业生产和修筑永久性军事工程;三、在

劳务掠夺政策上,日本经历了 4个阶段的发展演变过程,日本对华

北劳工的诱招延续了 6年( 1935- 1940)之久;四、在劳务统制掠夺

的决策与执行体系上, 日本主要由日军特务系统决策、推动和实

施,而且日本在华劳动统制掠夺机关,特别是台前执行机关, 总是

被日本百般伪装起来。如以!大东公司∀、!满洲劳工协会∀、!华北
劳工协会∀等名义骗招华工, 更具有欺骗性。作者总结出日本、德

国在强制劳动制方面的相同与相异之处,概括出日本的 4大特点,

没有广阔的视野,没有对德国的特意关注, 没有相当的理论素养,

是不可能做到的。

第三个亮点是抓住关键, 立意高远;以点带面,总览全局。!统

制掠夺史∀,紧紧抓住华北劳工问题是有道理的, 因为日本在华使

用最早、奴役最多的!强制劳工∀是华北劳工; 日本向东亚各日占区

输出中国强制劳工中, 90%也都是华北劳工。本书全面调查揭示

日本统制掠夺华北劳工事件的实相, 即抓住了日本在华实施强制

劳动政策、强掳奴役中国劳工的主线和关键。这种以华北沦陷区

为主线,以劳务统制和掠夺为主干,从局部地区着手,带动全局, 全

面、彻底揭露日本在华劳务统制与掠夺的全貌,使读者能更深刻的

认识到日本在华实施劳务统制和掠夺, 是日本侵华战争中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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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行之一,犯下了!违反人道罪∀和!战争罪∀。本书立意深刻,通篇

没有情绪化的表述, 也没有批判性的语句,而是摆事实、叙过程、讲

道理。!事实胜于雄辩∀,因而本书用历史、事实提示日本政府, 用

有力证据批驳了日本右翼,向世界昭示:只有正确认识和对待侵略

历史,妥善处理中国受害者劳工的索赔问题, 日本才能真正得到宽

宥,化解!死结∀。这也是本书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四个亮点是!统制掠夺史∀的第十一章, 这也是作者用力最

多,全书写得最为精彩的一章。该章不仅详实阐述了掳日华工归

国的全过程,而且直面东京审判在对待掳日华工问题上的严重失

误和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对归国劳工各方面问题进行了实证考察,

纠正了许多以往的失误, 提出了自己的新观点和对日本政府的恶

劣态度和做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些大多是在掳日劳工研究上

的新突破。

如果更苛刻地!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话,也可举出!统制掠夺
史∀书中某些可以改进之处。一是排印错误, 如第 177 页注∃ , 日

本�卩力八夕�, 应为� �力八夕�,最好能进一步译出,即!赤旗∀报。

二是或受到条件限制,如能充分利用日本著名研究家石飞仁、田中

宏等人的相关成果, 如石飞仁的�强掳中国人的记录�、田中宏的
�资料#强掳中国人的记录�等,则可能会为本书增彩。

(作者汤重南,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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