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前位置：首页 > 中心信息动态 

高邮发现日军慰安所旧址 当年慰安妇已全部过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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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城高邮，一处并不显眼的民居承载了惨痛的历史回忆。昨天，高邮党史部门介绍，这处民居是当时被

称作“八千代”的日军慰安所，也是高邮三处慰安所最大的一所。一处民居，揭开了一段饱含血与泪的历史，

更充分暴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忍与暴虐。 

       老人沉痛回忆，高邮存在三所慰安所 

       上世纪80年代初，高邮县县志办新编县志，其中有一项内容是研究调查日本人在高邮掠夺粮食的情

况。当时粮食部门找了二三十名80岁以上的老人了解情况。据这些老人回忆，侵华日军占领高邮期间，还在高

邮设立了三处慰安所，其中有“湖阳阁”慰安所、“八千代”慰安所，还有一处现在已经没有人记得具体的名

字，所以到现在还不能确定其位置和现状。 

 

       这处名为“八千代”的慰安所，位于高邮老城区一处静谧的幽长深巷里，是一座呈回字形四合院形态

的普通小院。从外观来看，这座墙砖斑驳、略显陈旧的房子与周围其他民居并无二样。院内陈设普通，廊檐下

落满灰尘，种种迹象显示这座貌似普通的小院已久无人烟。 

       据高邮党史办文史专家肖维琪介绍，“八千代”所在的街巷名为梁逸湾，是当年日军设在此地的慰安

所，由于靠近日军司令部，这处慰安所每天进出的日军不计其数。 

       解放后，“八千代”曾作为民房使用。 

       “湖阳阁”受害中国女子全部离开人世 

       除了“八千代”外，在距离此处不远的中山路，还有另外一处慰安所，名为“湖阳阁”。“湖阳阁”

的房子原来结构几乎是呈一字形排开的，长度大约有20米。目前，“湖阳阁”还残存一半。 

       与其一墙之隔的庐山照相馆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庐山照相馆曾经的主人丁兆芳老先生就是历史的见证

人。如今已年逾八旬的丁兆芳回忆，“湖阳阁”由一个日本老妇经营，进入“湖阳阁”的都是些比较有地位的

日本军人。"湖阳阁"里的慰安妇多数是日本人，也有少数的中国女子。”丁兆芳说，据其了解，当时被强迫在

“湖阳阁”里当慰安妇的中国女子已经全部不在人世了。 

       扬州慰安妇300人以上，呼吁将此处升级为文保单位 

       扬州沦陷之初，由于日军数量庞大，慰安妇的需求量也较大。根据现有材料，扬州的慰安妇应该在300

人以上。当时，扬州城内比较固定的慰安所大约有6处，包括绿杨旅舍、大陆旅舍、中西旅舍、周扶九宅、亨



 

 

得利钟表店以及原国民党县党部。 

       高邮党史办主任刘春荣说，“八千代”慰安所作为侵华日军暴行的见证，记载了一段血泪屈辱史，呼

吁将其尽早升级为市级文保单位，打造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后代具有教育意义。 

         （2014年05月25日    来源：扬州晚报    编辑：许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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