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哉《历史修正主义》，岩波书店 2001年出版；笠原十九司的《南京事 

件与日本人》，柏书房 2OO2年出版，等等。 

⑥本文中所参考的国民政府战时联合防疫办事处发行的《疫情旬报》、 

《鼠疫疫情紧急报告》等刊物是湖南文理学院历史学教授陈致远亲 

赴南京中国第二档案馆查阅后向笔者提供的，在此表示感谢。 

⑦参考了常德县志办公室主编的《常德县志》，1992年出版；满大启编 

的《常德地方志民俗方言志》，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4年出版，等。 

⑧G．William Skinner，Mark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ParI， 

Ⅱ，Ⅲ，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一l，2，3，l：pp．3—43，2：PP．195— 

228，3：pp．363—399，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1964，1965． 

⑨比如，Ulric Nei~er，Memory Observed：ReII in Natural Contexts 

的日文译本《被观察的记忆》，由富田达彦译，诚信书房 1988年出 

版。G．Cohen，MemoryintheRealw0dd的日文译本《日常记忆的心 

理学》，由科学社 1992年出版。Paul ∞ s∞，The Voice of the Past： 

Oral History 11Iird Edition ，oxfoni University Press，2OO0． 

⑩载于由日本市民团体整理成的八集资料丛书的第四集。 

⑩证言于2OO4年7月提交东京高等法院，题目是《细菌战的受害记忆 

与受害意识——基于对湖南省常德地区的实地考察》。 

⑥朱氏族谱中有《灾异志》部分，记载了从明初至现代大约500多年间 

的天灾人祸对朱氏一族的重大影响，细菌战受害也被写入。在此将 

1998年续编的族谱中有关记载转载如下：“民国三十年辛巳(一九 

四一)年，日军在常德投放鼠疫细菌，常德人民惨遭劫难。十一月四 

日拂晓，一架日本飞机沿城中心法院街、关庙街、鸡鹅巷，到东门外 

五铺街 、水府庙一线的房顶地面投放大量鼠疫细菌。接着 日机又向 

郝家岗(即伍家坪村)、镇德桥、石公桥、周家店一带继续投放鼠疫细 

菌。一月后，城区开始鼠疫死人，全城疫死四百多，石公桥死亡一百 

六十多，周围四乡死亡四十多人，镇德桥死亡三十多人，周家店也死 

了人。疫情蔓延到桃源县马宗岭乡，死亡十五人。族人居住的郝家 

岗死亡的人数上百人。常德地区鼠疫死亡达千人。”由于当时细菌 

战受害调查刚刚开始，可以看出朱氏族人对受害状况的掌握还不够 

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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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日本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湖南文理学院继 2002年首次举办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2006年 11月 18日至 19日又与“世 

界抗 日战争史实维护会”联合成功地举办了“第二次日本细菌战罪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参加这次研讨会的中 

外专家学者共计78人，其中美国学者 8人，日本学者9人，中国(包括台湾)学者 61人。会议共收到代表提交 

的论文41篇、论著 11部。本次会议主要研讨了两大主题：一是日本细菌战罪行研究；二是 日本战争责任-9对 

日索赔斗争。在日本细菌战罪行研究方面，日本应庆义塾大学松村高夫教授、日本东京女子大学聂莉莉教授、 

日本东京医科大学中村明子教授、台湾政法大学傅其贻教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李力研究员、哈尔滨社会科学 

院鲍海春研究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化指挥学院纪学仁教授等作了大会发言。他们展示了对日本细菌战罪行 

研究的新成果，交流了国内外研究的有关动态-9信息，探讨了研究的新方法、新见解和新思路。在 日本战争责 

任-9对 日索赔斗争问题方面，华东政法大学副教授管建强先生、中国民间对 日索赔原告团团长王选女士、日本 

对日索赔原告律师团事务局长一濑敬一郎先生、浙江省一级律师楼献先生、世界抗 日战争史实维护会丁元副 

会长、美国细菌战学者Donail Barenblatt先生等作了发言。在“对日战争受害索赔”问题上，他们回顾了过去的 

斗争历程，分析了当前的斗争现状，思考和探讨了今后斗争的方法、手段和途径。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对 

于今后进一步推动对日本细菌战罪行的研究和对日战争受害索赔斗争的展开具有重要的意义。 

(陈致远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