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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海外围绕七三一部队问题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到 70 年代的

起步阶段，纪实文学、口述历史和回忆录为主流，学术研究处于发轫期和积累期。二是 20 世纪 80 年

代到 90 年代的快速发展阶段，科技、医学、教育等领域学者相继参与其中，文学叙事、史学调查和社

会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和传播热潮遍及中国、欧美并产生深远影响。三是 21 世纪以来的立体

成熟阶段，既有战时日本医学和纳粹医学的横向比较研究，又有不同学科视域下的纵向深入研究，侧

重当代社会的反思与行动、和平与和解等现实问题，并且注重考察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海外七十

余年来的调查和研究取得丰硕学术成果，但在七三一部队的战时状况、战争罪责、历史认识、战后贻

害和生态影响等方面仍有待突破。
【关键词】 七三一部队 细菌战 医学犯罪 海外研究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围绕七三一部队的医学犯罪、细菌战、战争责任、战后影响和当代反思等问

题，海内外学者开展了一定程度的调查与研究。这些调查与研究有三个特点。一是研究视角渐趋多

元，从传统分科研究向跨学科研究拓展，历史学、医史学、伦理学、考古学、生物学和国际法学等学科

理论和研究方法被交叉使用。二是研究内容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研究，宏观上基本界定了七三一

部队系战时日本细菌战体系的核心机构，是准备和发动细菌战争的策源地，是计划和实施人体实验

的大本营; 微观上大体厘清了七三一部队的人员编成、机构设置、细菌战剂、防疫给水和预防免疫等

基本史实，揭示了细菌战从准备到实验再到实施的全过程。三是研究地域性藩篱逐渐被打破，研究

时间既向前追溯又向后延伸，研究空间呈现出由地方史、区域史向全球史拓展趋势。在这个拓展的

过程中，档案文献挖掘整理贯穿始终，对战前、战中、战后相关史实证据的分析和考辨取得新进展，科

技史、医史学和伦理学视域下的多维度研究取得明显突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为错。考察海外学界七三一部队相关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探究其研究

的焦点、视角与趋势，评析其研究范式、路径和方法上的特点，有助于我们从海外研究中既汲取有益

经验，又能看到缺失和不足。与此同时，亦可近距离观察海外研究的立论偏差，剖析产生学术成见的

内在缘由，促使我们把握好七三一部队问题研究的方向性、准确性和客观性，从而提升历史叙事、文
本解读和社会传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一、初始日本、研究起步: 20 世纪 50—70 年代

20 世纪 50—70 年代是七三一部队问题调查和研究的起步阶段，研究力量以日本学者、民间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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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新闻记者为主，七三一部队成员、知情者和关联者是这一阶段的主要角色，医学界和医学者几乎没

有参与其中，呈现出不同学科背景下的历史爱好者“单打独斗”的现象。研究视点聚焦于七三一部队

的战时状况、细菌战和人体实验等史证，纪实小说、口述作品和回忆录等交织出现。总体来看，这一

时期呈现初创时期的鲜明特点，处于史料证据的早期发掘和文本解读的起步阶段，既有纪实文学的

推动，又有媒体传播的助力，虽可见有关人体实验专题的探讨，但学术研究仍处于发轫期和积累期，

尚未成为主流。不过，文本证据和口述史料的不断涌现，为下一阶段学术研究、知识推广和社会认知

积累了丰厚土壤，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史料基础。
( 一) 纪实作品: 体验、证言和记忆

1950 年，苏联首次对外公开细菌战罪证史料，以中、俄、德、英、日、韩等多种语言文字公开出版了

《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 以下简称《审判材料》) ，①系统收录起诉

书、被告供词、证人证言、文件证据及判决书等资料。由此，关于七三一部队准备和实施的细菌战、人
体实验等历史事实才为外界所知，为后来的调查研究做了很好的史料准备。1956 年出版了《特殊部

队七三一》，②这是第一部由七三一部队原成员执笔的公开出版物，秋山浩以口述历史方式，从当事

人角度对人体实验、细菌战和伯力审判进行了介绍。1966 年吉永玲子出版《人体实验的恐怖: 关东

军女子军属的手记》，③以亲历者军属身份记述了人体实验暴行。1967 年岛村乔出版了《三千人的活

体实验》。④ 吉永和岛村的著作是以《审判材料》为主要参考资料的纪实作品，不仅记录了七三一部

队的战时状况，对人体实验、浙赣细菌战、常德细菌战和一〇〇部队史证亦有介绍。在参引资料

上，这两部书多引用战犯和证人的证言，几乎没有使用原始文本材料，体现出这一阶段纪实文学的

普遍特征。可以说，这些作品的出版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伯力审判”事件在日本社会的传播和影

响。总体来看，上述公开出版物，尚处于见证人“战争体验”的感性认识层面，处在口述史料为主、
文本资料为辅的初期阶段，出版作品多应归属于普及读物和纪实文学之列，还没有上升到学术研

究的理性批判层面。
( 二) 主体转换: 从感性认识到理性研究

高杉晋吾 1973 年出版的《日本医疗的原罪: 人体实验和战争责任》和《日本的人体实验: 思想和

构造》是这一时期的学术代表成果，⑤其在两个方面取得了突破: 一是将七三一部队置于战时日本的

医学思想、医学教育和医学体制下考察，融入了医疗社会史理论与方法，将战时体制下的国家意志和

殖民地强制政策结合起来，分析“科学在国家权力之下是以何种形态调动并配合国家政策的”。⑥ 二

是从战争责任视角出发，探究了战时日本医学教育“物化人类的思想”，揭示战时日本医学的本质特

征:“一边为统治者服务、一边压迫被统治的民众”，即“日本医疗的原罪”。⑦ 高杉晋吾的两部代表作

可视为普及读物和研究成果的分水岭。在高杉晋吾之前，关于七三一部队的记述虽有一定程度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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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0 年版。
秋山浩『特殊部隊七三一』、三一書房、1956 年。
吉永玲子『人体実験の恐怖: ある関東軍女子軍属の手記』、浪速書房、1966 年。
島村喬『三千人の生体実験: 関東軍謎の細菌秘密兵器研究所』、原書房、1967 年。
高杉晋吾『日本医療の原罪: 人体実験と戦争責任』、亜紀書房、1973 年; 高杉晋吾『日本の人体実験: その思想と構造』、三笠書

房、1973 年。
高杉晋吾『日本医療の原罪: 人体実験と戦争責任』、ⅰ頁。
高杉晋吾『日本医療の原罪: 人体実験と戦争責任』、V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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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但总体来看主要停留在对伯力审判证据的梳理和解读层面; 在其之后，虽然仍有为数不少的

纪实作品，但这类题材已不占主流，出版主体渐次向历史学、科技史、医史学和伦理学视角下的学术

研究层面转移。换言之，高杉晋吾的研究成果出版之后，出版作品不再以口述史料为核心，而是侧重

档案文献和口述史料的有机融合，在史证挖掘、细微考辨和梳理分析上着墨更多。
这一时期，还有大量的老兵回忆录、见证人口述作品不断出现。1977 年松村知胜在芙蓉书房出

版回忆录《关东军副参谋长手记》，①其中专有一节是“细菌战权威石井军医中将”，以亲历者的身份

记录了石井四郎的战时活动。1979 年，晚声社出版了《资料·细菌战》，②收录了“精魂会会员名簿”
等新史料，这是首次对外公开七三一部队的战友会组织及其战后活动状况。

这 30 年的公开出版情况，呈现以下几个特点。其一，从执笔者的身份来看，与七三一部队密切

关联的直接参与者、事件知情者出版了回忆录和纪实作品。相较之下，日本医学界在这一时期几乎

没有关注七三一部队问题，这应与七三一部队关联者在战后仍然占据医学界的重要位置有关，对待

“有罪的过去”，他们心照不宣地选择了集体沉默。其二，出版作品多以口述和纪实的方式揭露七三

一部队的真实存在和战时行为，粗线条勾勒出七三一部队的基本面貌，侧重考察七三一部队的人体

实验和细菌战犯罪，初步分析了这种非人道行为产生的内因和外因。其三，当时七三一部队知情者

“十分活跃”，部分以“纪实”“战史”“回忆录”等面目出现的资料集，虽然引用了大量口述证言、历史

图片和图纸资料，但是在原始档案的调查和使用上仍十分鲜见，这也为后来学者的研究和提升留有

相当大的空间。其四，这一时期的文史作品出版和影响仅局限于日本国内，在日本之外尚未产生实

质影响，中国和欧美学界几乎没有关注七三一部队问题，这种局面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 20 世

纪 80 年代才被真正打破。

二、骈兴错出、波及欧美: 20 世纪 80—90 年代

20 世纪 80—90 年代，日本国内出现调查、研究、传播和出版七三一部队相关作品的热潮，这些作

品体裁不一、形式多样、骈兴错出，专题研究、文献汇编、纪实文学、口述历史和电视纪录片等集中涌

现出来。在此前后发生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和细菌战诉讼等民间运动，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

用，不仅在日本社会产生较大影响，也波及中国和欧美。随着学界对日本、美国、俄罗斯的公藏和私

藏档案的不断挖掘，新资料和新证据有力地促进并提升了研究水平和传播热情，事件梳理与学术阐

释也因此经历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探讨、从文学叙事到史学研究的过渡。
( 一) 文本挖掘: 科技史视角下的系统研究

在对审判材料、口述史料、回忆录和战时出版物挖掘与梳理的基础上，以常石敬一为代表的日本

学者开始注重日本、美国和俄罗斯的公藏档案。常石敬一的《消失的细菌战部队》和《医学者们的组

织犯罪》等系列著作在这一时期产生了较大影响。③ 常石敬一在书中大量引用《陆军军医学校五十

年史》《军医团杂志》《秘录·永田铁山》《大东亚战争陆军卫生史》《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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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村知勝『関東軍参謀副長の手記』、芙蓉書房、1977 年。
日韓関係を記録する会『資料「細菌戦」』、晩聲社、1979 年。
常石敬一『消えた細菌戦部隊: 関東軍第 731 部隊』、海鳴社、1989 年; 常石敬一『医学者たちの組織犯罪: 関東軍第 731 部隊』、朝
日新聞社、1994 年。另外，常石敬一还出版了『細菌戦部隊と自決した二人の医学者』、新潮社、1982 年;『標的·イシイ: 七三一

部隊と米軍諜報活動』、大月書店、1984 年;『戦場の疫学』、海鳴社、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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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史料，从科技史视角梳理了七三一部队的创建过程和扩张路径。常石敬一的物理学科背景，使

其侧重科学技术史方面的微观考察。他首次大规模使用公藏史料并加以系统分析，较为全面地记述

了七三一部队的组织构成、业务范围、人体实验和细菌实战等内容。
常石敬一多次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德特里克基地、达格威实验场等地调查，首次大范围发掘了

美国馆藏细菌战史料档案，从中选取 500 页左右档案译成日文，收录到《目标石井: 七三一部队与美

军的谍报活动》一书中。1994 年，常石敬一又依据新发现的《陆军军医学校防疫研究报告》撰写了

《医学者们的组织犯罪》。相较此前出版的文史作品，《消失的细菌战部队》《医学者们的组织犯罪》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可靠性大幅提升，可以说真正进入了规范考证、存真辨伪和史论结合的学术

层面。
( 二) 文史驱动:《恶魔的饱食》及其影响

1981 年，日本知名作家森村诚一的纪实文学《恶魔的饱食》三部曲出版后风靡日本，①短期内多

次修订再版，在日销量逾 300 万册，并有中文、俄文等译本印行。由此开始，七三一部队相关历史快

速进入公众视野，在日本社会引起较大反响，成为一时热门话题，同时引起学界持续关注，一些持有

客观态度的日本学者陆续参与其中，围绕七三一部队的专题研究渐次展开。
《恶魔的饱食》风靡日本之后，日本知名音乐家池边晋一郎和森村诚一等人成立了“恶魔的饱食

合唱团”，几十年来，以反对战争、捍卫和平、崇尚人道为主题在亚洲、欧洲和美洲进行了数百次专场

演出，产生了一定的国际影响。作为日本知名作家的森村诚一，连续出版并多次再版《恶魔的饱食》
《人性的证明》《新人性的证明》《被审判的七三一部队》等系列著作，②这既给出版界带来较大影响，

也引发了日本社会的强烈关注。如岛村乔的作品《3000 人的活体实验: 日本军细菌部队的罪业》得

以修订再版; 石田新作《恶魔的日本军医》、桧山良昭纪实小说《追踪细菌战部队的医师》等借机相继

出版。③ 日本出版界的“热点追踪”和利益驱动也有效促进了七三一部队相关题材的出版和传播。
这一时期，七三一部队亲历者和关联者相继出版了回忆录。如 1980 年“军医中佐”内藤良一的《内藤

良一杂文集》，1981 年吉开那津子的《没有消逝的记忆: 汤浅军医活体解剖的记录》，1982 年“雇员”
郡司阳子的《证言·七三一石井部队》和《真相·石井细菌战部队》，1983 年“嘱托”秋元寿惠夫的

《问医的伦理: 来自第七三一部队的体验》，1983 年“运输班”越定男的《血泪日之丸: 第七三一部队成

员证言记》，1984 年“冻伤研究班长”吉村寿人的《喜寿回顾》，1986 年“防疫给水部”竹泽正夫的《东

乡会志》，七三一研究会的《细菌战部队》等相继出版。④

日本之外，英国是第一个关注七三一部队问题的欧美国家。英国人哈里斯和帕克斯曼合著的

《杀人魔法: 化学战和生物战秘史》于 1982 年出版英文版，⑤1988 年由群众出版社发行中文版。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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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村誠一『悪魔の飽食』、晩聲社、1982 年。
森村誠一『新·人間の証明』、角川書店、1982 年; 森村誠一『裁かれた七三一部隊』、晩聲社、1990 年。
島村喬『三〇〇〇人の生体実験: 日本軍「細菌部隊」の罪業』、原書房、1981 年; 石田新作『悪魔の日本軍医』、山手書房、1982
年; 桧山良昭『細菌戦部隊の医師を追え』、講談社、1980 年。
内藤良一『老 SLの騒音: 内藤良一雑文集』、ミドリ十字( 私家版) 、1980 年; 吉開那津子『消せない記憶: 湯浅軍医生体解剖の記

録』、日中出版、1981 年; 郡司陽子『「証言」七三一石井部隊』、徳間書店、1982 年; 郡司陽子『「真相」石井細菌戦部隊』、徳間書

店、1982 年; 秋元寿恵夫『医の論理を問う: 第七三一部隊での体験から』、勁草書房、1983 年; 越定男『日の丸は紅い泪に: 第七

三一部隊員告白記』、教育史料出版会、1983 年; 吉村寿人『喜寿回顧』( 私家版) 、1984 年; 竹沢正夫『東郷会誌』( 私家版) 、1986
年; 七三一研究会『細菌戦部隊』、晩聲社、1996 年。
Ｒobert Harris and Jeremy Paxman，A Higher Form of Killing: The Secret Story of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Warfare，Hill＆Wang，1982.



海外关于七三一部队研究的焦点、视角与趋势

独立电视台于 1985 年 8 月拍摄了纪录片《731 部队: 天皇知道吗?》，纪录片的主要制作者是英国记

者威廉姆斯和瓦雷斯，他们在四年后联合出版了《731 部队: 二战时期日本的秘密生物战》，①成为这

一时期欧美学界的代表作，从海外论著的参引文献来看，时至今日仍是被引用最多的英文著作。美

国学者也出版发表了一些有影响力的学术作品。鲍威尔 1981 年 10 月在《原子科学家公报》发表了

《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②首次揭示了美国和日本围绕细菌战情报的秘密交易。1988 年 9 月 29 日，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历史系哈里斯向科隆大学论坛提交会议论文《论 1932—1945 年期间日本

在华生物战实验、在“满洲”其他暴行以及美国的庇护》。③ 随后哈里斯又在中国和日本进行大量实

地调查，在该文基础上完成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著作《死亡工厂: 1932—1945 年日本生物战与美国

的掩盖》，④成为这一时期欧美学界的代表作，并随后出版了日译本和中译本。
这一时期，美国大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撰写了数篇与七三一部队内容相关的学位论文。如 1998

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芭芭拉分校格伦登的《太阳旗下的科学: 二战期间日本的武器研发及其科

研机构》，⑤专设一章讨论“化学战与生物战”，采用社会学研究方法，从战时日本的垂直社会结构和

传统的行为规范角度，分析了七三一部队在细菌战研究方面的独有特征。利用美国档案开展研究的

学术成果，还有日本学者太田昌克撰写的《731 免责的系谱: 细菌战部队及秘藏文件》，⑥其主要依据

原大本营陆军参谋新妻清一中佐的口述证言和文书记录，同时大量使用美国馆藏文本，梳理了新妻

清一协同美军与北野政次、增田知贞等人秘密联络和交涉过程，即其所谓七三一部队被美军免责的

全过程。
( 三) 家永诉讼: 民间运动的“推波助澜”
20 世纪 80—90 年代，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事件在日本官方和民间都掀起轩然大波，⑦并且给亚

洲其他国家带来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和学术影响。鲜为人知的是，森村诚一和松村高夫等日本学者

在家永诉讼期间发挥了“史证调查”和“学术声援”的重要作用。以史学的“后见之明”来看，日本最

高法院的判决是依据“历史研究成果”做出的，所以森村诚一和松村高夫的调查、研究和记述便发挥

了“学以致用”的功效。森村诚一在《被审判的七三一部队》中，阐释了七三一部队史实调查的动

机、过程和结论，并据以形成《森村诚一证人调书》作为证人证词提交法院，同时该书还收录了秦郁

彦、江口圭一的调查报告和证人证词。松村高夫在《论争 731 部队》中用长达 168 页的篇幅记述了

《松村高夫意见书》和《松村高夫证言》，不厌其烦地列举了日文、英文和俄文档案证据，特别是披露

了日本外务省和防卫厅保存的官方直接史料。松村高夫还详细介绍了其主编的《七三一部队作成

资料》的来源、内容和价值。⑧ 森村诚一和松村高夫对教科书诉讼中有关七三一部队的判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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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Peter Williams and David Wallace，Unit 731: Japan's Secret Biological Warfare in World War II，The Free Press，1989.
Powell John，“A Hidden Chapter in History”，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Vol. 37，No. 8，1981.
Harris Sheldon，“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 Experiments and Other Atrocities in Manchuria，1932 － 1945，and the Subsequent United
States Cover Up: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Crime，Law and Social Change，Vol. 15，No. 3，1991.
Harris Sheldon，Factories of Death: Japanese Biological Warfare，1932 － 45，and the American Cover-up，Ｒoutledge，1994.
Walter Eugene Grunden，“Science under the Ｒising Sun: Weapons Development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cientific Ｒesearch in World War
II Japan”，Ph. D. 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1998.
太田昌克『731 免責の系譜: 細菌戦部隊と秘蔵のファイル』、日本評論社、1999 年。
家永三郎，1914 年生，日本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执笔者，该版教科书叙述历史事实较为客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日本

高中广泛采用。
田中明、松村高夫『七三―部隊作成資料』、不二出版、199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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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介绍、评述和批驳，梳理了大量历史事实，总结了研究状况并得出了客观结论，随着诉讼案

的持续发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直接影响到“七三一部队史实”在日本内外的传播、认知和

推广。
1995 年和 1997 年，在中、日知名律师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民间发起了两次大规模“对日诉讼”。

从 1995 年到 2007 年，两件诉讼都经历了东京地方法院、东京高等法院的判决，认定了人体实验加害

事实和细菌战犯罪事实，但均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在这十余年的时间里，法律学者、历史学者、社
会学者及海内外媒体对这一事件持续关注，并且合作编辑了八卷本的《被审判的细菌战》，①详细记

录了取证、诉讼和判决等有关内容，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海内外对七三一部队、人体实验、细菌战、美日

交易相关史实的社会认知，也为下一步更广泛的调查研究埋下了伏笔。
总体来看，关于七三一部队问题的研究在这一阶段呈显以下几个特征。第一，日本学界仍占据

主要阵地，研究成果主要以日文发表，然辐射范围不再局限于日本，已经波及中国和欧美并产生深远

影响。第二，20 世纪 80 年代处于学术研究开创阶段，90 年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科技、医学、教育等

领域学者相继参与其中。第三，与上一阶段“单打独斗”不同，这一时期日本民间相继成立研究团体，

如 ABC 企划委员会、日本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NPO 法人七三一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军医学

校遗址发现人骨问题究明会等。第四，学术研究随着英文和日文档案的不断挖掘取得了长足进步，

中日民间社会运动也推动了调查研究的持续深入，日本学者的视线亦从“加害方”的单方面调查，逐

渐转移到对“受害方”的实地取证。

三、东西互动、多元并发: 21 世纪以来

经过半个世纪的史料挖掘和学术积累，进入 21 世纪之后，海外学界对七三一部队问题的研究走

向成熟立体，呈现出研究视角多元化、研究视野国际化、研究范围全球化、多学科交叉的立体格局。
研究视野在横向比较研究和纵向深入研究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突破，呈现宏观研究系统化和微观研究

精细化的明显特征。研究方法不断创新，这一时期完成了从单一学科向跨学科研究的过渡，历史学、
医史学、国际法学、伦理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得到较为充分的运用。日本代表成果有小俣

和一郎的《检证人体实验: 731 部队·纳粹医学》，西山胜夫的《战争与医学》，《十五年战争与日本医

学医疗研究会会志》刊载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以及记者出身并有海外媒体经历的西里扶甬子、青
木富贵子分别出版了《生物战部队 731———被美国免罪的日本军的战争犯罪》和《731———石井四郎

及细菌战部队揭秘》。② 欧美成果有华裔学者聂精保等人的《日本战时医学暴行: 科学、历史和伦理

学的比较研究》，珍妮的《隐匿的暴行: 细菌战、东京审判和美日交易》，波特的《解密日本战争暴行历

史: 军医中将石井四郎的故事》，以及《美国生命伦理学杂志》和《亚洲与国际生命伦理学杂志》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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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731·細菌戦裁判キャンペーン委員会、ABC 企画委员会、731 部隊細菌戦被害国家賠償請求訴訟弁護団『裁かれる細菌戦』、
2002 年。
小俣和一郎『検証·人体実験: 731 部隊·ナチ医学』、第三文明社、2003 年; 西山勝夫『戦争と医学』、文理閣、2014 年; 西里扶甬

子『生物戦部隊 731: アメリカが免罪した日本軍の戦争犯罪』、草の根出版会、2002 年; 青木冨貴子『731: 石井四郎と細菌戦部

隊の闇を暴く』、新潮社、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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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杂志刊载的相关文章。①

( 一) 医者角色: 医史学视角下的深入研究

随着“十五年战争与日本医学医疗研究会”的成立及《十五年战争与日本医学医疗研究会会志》
的创办，日本医学者、临床医生和伦理学者等数百人参与其中。他们从战争体验的加害者视角、医学

犯罪的医生视角展开调查、研究和推广，发表细菌战、医学史、人体实验、战争责任和伦理反思等方面

专题论文和调查报告四百余篇。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学者在横向比较研究上取得了新进展，体现在

两个方面: 一是比较战时日本医学与纳粹医学的异同，从国家主义、种族主义、集团组织、指挥体系、
预算制度、医学体制等多个侧面予以观察、分析和评价; 二是比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德国在医

学犯罪问题上的历史叙事、话语传播和反思实践，藉此阐明不同空间、不同环境下的历史记忆、伦理

反思和当代价值。
关于七三一部队与战争、医学、伦理问题的探讨走向纵深和细化。小俣和一郎在《检证人体实

验: 731 部队·纳粹医学》一书中，将德国作为“他者”来观察战时日本的医学和医生，从历史学和医

史学、历史认识和伦理判断、个人和组织关系、法律和医学等方面，比较日德在战前、战中、战后的异

同。2014 年，西山胜夫的代表作《战争与医学》出版。② 该书在十五年战争与医学医疗界的框架下，

梳理了日本产业卫生学会、日本卫生学会、日本医学会与侵华战争的关系，进而揭示日本医学医疗界

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认识。2015 年和 2016 年，西山胜夫等还编辑了两部影响力较大的论文集《NO
MOＲE 731: 日本军细菌战部队———究明医学者及医生们的良心》和《战争·七三一与大学·医科大

学》。③ 其中，后者选用了 13 名作者的 18 篇文章，执笔者中有九人为医学者或临床医生，他们将医学

教育与医学体制置于十五年战争环境下考察，关注范围涵盖东北帝国大学医学部、金泽医科大学、京
都帝国大学、东京帝国大学、九州帝国大学的战时动员、“军学共同”、战争协力和战后责任等问题。

( 二) 海外交锋: 伦理学视角下的研究与碰撞

2000 年以来，围绕细菌战犯罪和医学犯罪主题，美国、英国、俄罗斯、比利时等国学者在《美国生

命伦理学杂志》《亚洲与国际生命伦理学杂志》《柳叶刀》等国际知名期刊发表了近百篇学术文章。
欧美学者多从生命伦理学视角出发，围绕战时日本医学犯罪的发生、危害、影响和回应等问题，展开

了颇有深度的学术对话。
新西兰华裔学者聂精保 2006 年在《美国生命伦理学杂志》发表的《美国掩盖日本战时医学犯罪:

以国家利益为名的同谋以及对当代行动的两项建议》是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文章。④ 围绕聂精保的文

章，《美国生命伦理学杂志》随后同时刊载了六篇讨论文章，展开了较为激烈的学术争鸣: 一部分学者

认为，美国生命伦理委员会、美国政府应该尽快做出回应，表明事实并且真诚道歉; 另一部分学者认

为，相对而言，促使美国揭示日本医学犯罪的错误，重新审视日本和德国医学犯罪发生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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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Jing-Bao Nie，Nanyan Guo，et al. ，Japan's Wartime Medical Atrocities: Comparative Inquiries in Science，History，and Ethics，Ｒoutledge，

2010; Jeanne Guillemin，Hidden Atrocities: Japanese Germ Warfare and American Obstruction of Justice at the Tokyo Trial，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7; Port Kenneth，Deciphering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War Atrocities: The Story of Doctor and General Shiro Ishii，
Carolina Academic Press，2014.
西山勝夫『戦争と医学』、文理閣、2014 年。
15 年戦争と日本の医学医療研究会『NO MOＲE 731: 日本軍細菌戦部隊———医学者·医師たちの良心をかけた究明』、文理閣、
2015 年; 15 年戦争と日本の医学医療研究会『戦争·731と大学·医科大学』、文理閣、2016 年。
Jing-Bao Nie，“The United States Cover-up of Japanese Wartime Medical Atrocities: Complicity Committed i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Two Proposals for Contemporary Action”，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Vol. 6，No. 3，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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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汲取伦理教训和历史经验或许更有价值。
欧美学界也常常突破“战争、医学与历史”范畴，研究触及细菌战给人类发展和自然生态带来的

深远影响，人体实验给国际社会带来人权、伦理、医学的严重危机等问题。如美国学者珍妮的《隐匿

的暴行: 细菌战、东京审判和美日交易》一书，并没有过多地停留在七三一部队罪证考察方面，而是

就美国和英国共享细菌战情报，美国与日本交涉的详细过程，东京审判中的司法妨碍，国家利益、
国际规则与医学伦理之间的嬗变等问题展开探讨。法律学者波特曾在日本学习七年，精通日语并

熟悉日本文化，其以石井四郎为重点考察对象，2014 年撰写了《解密日本战争暴行历史: 军医中将

石井四郎的故事》一书。在这部书中，波特利用美国馆藏档案并通过现场调查所见，以法学者特有

的细致和严谨，从家庭出身、学校教育、从军经历、秘密交易、战后生活等侧面细致地考察了石井四

郎的一生。
在史料搜集、整理和出版方面，代表性成果主要有《731 部队细菌战资料集成》和《陆军军医学校

防疫研究报告( 第 2 部) 》等。① 需要说明的是，随着《井本日志》《金子顺一论文集》等战时日本史料

的发现，关于细菌作战的攻击时间、攻击地点、作战方式和受害人数等基本史实得以部分确认，细菌

战史研究因此取得重大突破。常石敬一在《731 部队全史———石井机关与军学官产共同体》一书

中，②既回顾了七三一部队建立、扩张、灭亡的全过程，还参考了井本熊男日记、金子顺一报告、京都大

学的相关博士学位论文，特别是列出了七三一部队鼠疫细菌作战的攻击地点: 农安、衢县、宁波、常

德、广信、广丰和玉山。2018 年，杨彦君和谭汝谦合作在英国和美国同步出版了《七三一部队: 魔鬼

实验室·东方奥斯维辛》。③ 2022 年，吉中丈志主编的《七三一部队与大学》由日本京都大学学术出

版会发行。④ 该书分为第一部和第二部，第一部为《七三一部队: 魔鬼实验室·东方奥斯维辛》的日

译本，第二部由山室信一、光山正雄、土屋贵志、南典男等 11 名日本学者分写的 11 篇论文组成。
另外，韩国学者在韩国期刊上发表了十余篇七三一部队专题研究论文，如首尔大学徐二钟( Suh

Yi-Jong) 发表了《满洲“赤裸的生命”与七三一部队特设监狱的活体实验牺牲者》，延世大学辛圭焕

( Sihn Kyu-Hwan) 发表了《细菌战的记忆与中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的新方向》，等等。⑤ 俄罗斯

学者亚历山大·瓦连京诺维奇·阿列普科发表了《1949 年哈巴罗夫斯克审判与日本关东军七三一

细菌部队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⑥以及其他俄罗斯学者发表了二十余篇相关论文。
总体而言，21 世纪以来关于七三一部队问题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既有战时日本、战后

日本和纳粹德国、战后德国的横向比较研究，又有不同学科视域下的纵向深入研究，医史学视角和伦

理学视角下的观察和分析占据了这一时期的主流。第二，日本学者以十五年战争与日本医学医疗研

究会为学术平台，多从医史学、军事医学和社会学视角出发，侧重战争体验、事实存在、个体命运的考

察，在战争与医学、医学与伦理、细菌战罪责、医学犯罪、民间诉讼等方面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同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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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近藤昭二『731 部隊細菌戦資料集成』、柏書房、2003 年; 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室『陸軍軍医学校防疫研究報告( 第 2 部) 』( 復

刻版) 、不二出版、2004—2005 年。
常石敬一『731 部隊全史: 石井機関と軍学官産共同体』、高文研、2022 年。
Yan-jun Yang，Yue-him Tam，Unit 731: Laboratory of the Devil，Auschwitz of the East，Fonthill Media，2018.
吉中丈志『七三一部隊と大学』、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2022 年。

: 《 》． 《 》，2014 ， 18 ; :

《 》，《 》，2014 ， 47 ．
A． B． Aлeпкo． Xa6apoвcкий пpoцecc 1949 гoдa и нeчeлoвeчecкиe экcпepимeнты нaд людьми в 6aктepиoлoгичecкoм oтpядe no
731 япoнcкoй Квaнтyнcкoй apмии / /Кyльтypa и нayкa дaльнeгo вocтoкa． №1( 26) ． 2019г． C. 63 － 70．



海外关于七三一部队研究的焦点、视角与趋势

纪相比，在研究成果数量和质量方面均有较大提升。第三，日本学者在研究中，缺乏从历史学视角去

研究国家政治、军国主义、社会制度、医学体制与七三一部队的内在关联。第四，需要注意的是，日本

学者往往忽视中国学者在细菌战罪行调查、研究和出版方面取得的显著成绩，更加倾向于关注欧美

学界的事件解读、伦理反思和现实回应。欧美学界在这一时期也处在学术活跃阶段，不仅发表了近

百篇学术论文，而且公开出版了十余部七三一部队相关研究著作，韩国和俄罗斯学界亦参与其中，呈

现出“东西互动、多元并发”的鲜明特征。

四、思考及展望

纵观七十余年来海外关于七三一部队问题的学术研究，在研究理论与方法上经历了从纪实文

学、战争体验、回忆录起步，到科技史、医史学、伦理学、历史学和国际法学等跨学科视角下的快速发

展; 在研究空间上，初起于日本并波及中国、韩国、欧美，对日本和德国的横向比较研究取得了新进

展，多维度视角下的纵向深入研究也取得长足进步，逐步形成了东方与西方共同关注的学术格局。
其一，日本学界研究步伐缓慢，欧美学界研究渐趋成熟。从近五年的研究状况来看，日本研究步

伐放缓、研究热情渐趋低落，积极性和活跃程度大不如前，并且看不到回潮的迹象。究其原因，既同

日本研究者和社会活动主体力量年龄偏大，新旧力量没有完成“新陈代谢”，亦与日本社会长期以来

不愿直面侵略战争责任的暧昧态度有直接关系。相较之下，欧美学者发表了大量新成果，关注重心

不再拘泥于地方史和区域史范畴，更多地将七三一部队问题置于二战时期、冷战前后的全球史背景

下考察，侧重战时日本医学和德国纳粹医学的差异性研究，当代社会如何反思与行动、和平与和解等

现实问题，并且注重考察加害国与受害国、加害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等。
其二，海外研究学术成绩显著，但仍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精芜相杂、良莠不齐的现象。通过梳理海

外公开发表的七三一部队专题研究成果，可以看到大多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价值，在研究视

野、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上可作为有益参考; 但仍有部分成果存在史料欠缺、研究不够和结论草率等

问题，少有对七三一部队战前、战中、战后的贯通式梳理，缺乏对七三一部队战时状况和犯罪行为的

缜密分析、精准阐释和深入总结。并且随着研究者“参考资料”和“历史观”的变化偶有前后相违现

象出现，这为后续研究起到了“可以为错”的镜鉴作用。海外研究也从另一个角度提示了中国学界在

研究和传播中不能忽视的“注意事项”，促使我们把握好七三一部队专题研究的方向性、准确性和客

观性，从而提升历史叙事、文本解读和社会传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其三，在学术研究与公众传播的互动方面亟待创新。学术研究成果理应以不同形式进入公众领

域，充分发挥其教育功能和警示作用，从而推动研究本身走向深入立体。《恶魔的饱食》三部曲正是

以纪实文学手法向公众揭示不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加之媒体推波助澜，在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引起

强烈反响，直接间接地推动了中、日、美、英、韩、俄等国对七三一部队的史证调查、学术研究和国际传

播。值得注意的是，从中国民间“对日诉讼”经历的曲折和艰辛来看，对细菌战犯罪和战后赔偿等问

题，日本表面持既不否认、亦不承认的暧昧态度，其内在用意却是逐步淡化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纠葛。
日本放送协会( NHK) 电视台近年来相继播出了《七三一部队的真实: 精英医学者与人体实验》《七三

一部队前编: 人体实验是这样展开的》《七三一部队后编: 原队员们的真实面目》三部纪录片，从中我

们能够看到日本历史学者、医学研究者和七三一部队原成员的身影。这种官方的暧昧做作、媒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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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冷静、学界的有限支持，以及若隐若现、若即若离的态度同样值得中国学界思考，亦有必要透过

这些表象探究其背后的思维逻辑和价值取向。
其四，海外研究虽取得长足进步，但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和提升空间。虽然七十余年来的调

查和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学术成果，但在七三一部队的战时状况、战争罪责、历史认识、战后贻害

和生态影响等方面仍留有相当大的待突破空间。近些年，围绕七三一部队问题，中国学界在人体实

验、细菌战犯罪、战争责任和战后影响等方面均有研究，并对细菌战术、细菌战剂、细菌战理论、细菌

武器等问题也有所涉及，还展开了七三一部队遗址发掘、保护、利用和申遗等应用研究。不容回避的

是，从日本和欧美学界长期忽视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来看，这虽有“学术偏见”隐隐作祟之故，但也提

示我们仍然有必要提升研究成果的学术性和规范化。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促进学术成果的有效转

化利用，走向国际并进入公众领域，或将影响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历史认识，推动欧美国家的社

会认知，进而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反人道暴行”的历史记忆，最终达到“防止历史悲剧重演”的共同目

标。不难想象，这一定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 作者杨彦君，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员; 邮编: 150060)

( 责任编辑: 敖 凯)

( 责任校对: 尹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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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与方法: 反思中国法律史研究》

胡永恒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2 年 5 月出版。
近年来，中国法律史研究队伍不断壮大，成果层出不穷，但也面临一些制约学科发展的瓶

颈问题。中国法律史研究往何处去? 如何在方法论上创新? 这是法律史学界共同关心的问

题。该书讨论了法律史研究的“法学化”和“史学化”取向，认为“法学化”的法律史研究长于思

辨，但是存在史料基础薄弱等问题;“史学化”的法律史研究则往往回避核心的法学论题，同时

也存在“反理论”“碎片化”等弊病。该书还深入探讨了法律史研究中较为常见的法律文化问

题，对法律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优长与不足做了剖析，并对“新文化史”风格的法律史研究有所关

注。此外，该书对法律史研究中社会科学方法的引入和运用等问题做了较为深刻的反思。作

者认为，法律史作为交叉学科，其独特的魅力正在于“交叉”，应冲破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界限

和樊篱，做到真正的融会贯通。无论是回归法学，还是朝向史学，都有其狭隘的一面，都只能补

救部分偏弊、实现部分诉求、针对部分人群，而不可能适用于整个法律史研究及其研究群体。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阶段的中国法律史研究，没必要用某个范式一统天下。中国法律史研究

应该是一个具有多样性、兼容性、实验性的学术园地，百花齐放、多元竞逐、各美其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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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narrative paradigms of women's history and the different evaluations of Kemalist women's
liberation is in essence the result of the development of Turkish society and the evolution of ideology． They
not only reflect the conflict between feminism and patriarchy and nationalism，but also present the tension
between Turkey's radical Westernization and secularization reforms and Islamic tradition．

Donald A． Ｒitchie's Practice and Study of Oral History / / Song Pingming

Donald A． Ｒitchie is one of the key participants and leading scholars of American oral history． His
engagement with oral history has kept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in the United States． Not only
has he dedicated himself to promoting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but also made great and
profound contributions at its various stages in research． On the one hand，Ｒichie followed a“bottom-up”
approach and called for ordinary people to“do”oral history; on the other hand，in his own work，he has
always focused on those top American elites and leaders，which is a typical “top-down”“elite oral
history”．

Focus，Perspectives and Trend of Overseas Studies on the Unit 731 / / Yang Yanjun

Overseas studies on the issue of the Unit 731 have undergone three stages． The first is the initial stage
from the 1950s to the 1970s，when documentary literature，oral history，and memoirs were the mainstream
and some relevant scholarly works started to appear． The second is 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from the
1980s to the 1990s． During this period，research was conducted by scholars in China，Europe，and
America and ha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Scholars from scientific，medical，and educational communities
participated in it and contributed to its successful development． Meanwhile，literary narratives，historical
investigations，and social movement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fueling the flames”． The third is the
stage of“multi-dimensional maturity”in the 21st century，which means，not only horizontal comparative
studies between Japanese medicine and Nazi medicine，but also vertical in-depth studies from diversified
disciplines． While focusing on practical issues such as reflections and actions as well as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of contemporary society，researchers have also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writing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Over the past 70 years，overseas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have made
fruitful achievements in their scholarly works，but there remains considerable room for breakthroughs and
further development，especially regarding the following issues: the wartime situation，war crimes and
responsibilities，historical understandings，post-war trauma，and ecological impact of the Unit 731．

Space，Type and Trend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Hydraulic Engineering / / Zhang Junfeng

The field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hydraulic engineering is flourishing． Not only does it have an
extensive coverage of research areas but also a diverse profile of research interests． It follows a significant
approach to examining the social historical changes of China through the perspective of hydraulic engineer．
As a result，it shows that the hydraulic societies in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contain both similarities and
their own uniqu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field has undergone various stages of development from early
studies on hydraulic engineer projects，through the history of hydraulic technologies，to the current social
history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and then to the social history of water with“water being at the center”in
the future． This is a natural development，which demonstrates the dynamics and practical feasibility of the
central role of water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al history．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water-
related social historical studies，a social history of Chinese hydraulic engineering is destined to being
moving towards a new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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