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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座谈会：慰安妇的过去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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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为慰安妇不是你们的责任，这是整个民族的灾难，是国家的耻辱。” 

                                                                                                                                                   ——孙宅巍 

        中日网讯：  今天上午9:00，“慰安妇的过去与未来”学术座谈会在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隆重召

开。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馆长吴先斌主持了此次会议。参加这次学术座谈会的人员有：原江苏省社科

院历史研究所孙宅巍研究员；南京民间史学专家王炳毅先生；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

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王卫星研究员；南京大学张生教授；旅居日本电视人

朱弘先生。本次座谈会还特意邀请到广西桂林慰安妇韦绍兰、江苏如皋慰安妇周粉英及南京已故慰安妇雷桂英

养子唐家国的出席。 

        “慰安妇”站出来的勇气来源于家人的支持 

        面对昔日的“慰安妇”，我们的内心是无比复杂的。因为，不论是对我们这个民族还是直接当事人，这

都是一种难以言喻的耻辱。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选择沉默，它充其量是一种逃避。对于今人来说，唯一的使

命就是勇敢面对这段历史，这不是我们愿不愿意的问题，而是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2006年4月9日，一位普通老人打开尘封的记忆，揭开心中的伤疤，勇敢地站了出来，向媒体公开承认自

己“慰安妇”的身份。她，就是南京市江宁区汤山镇的雷桂英。南京师范大学的经盛鸿教授称她是南京慰安妇

首个“活人证”。不幸的是，因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雷桂英于2007年4月25日3时12分在南京病逝,享年79

岁。2007年5月7日，家住如皋市白蒲镇杨家园村的周粉英老人接过雷桂英手中的“接力棒”，怀着极大的勇

气公开了自己“慰安妇”的经历。2007年5月18日，广西桂林荔浦县新坪镇的韦绍兰也勇敢地走了出来，向媒

体公开了自己“慰安妇”的经历，而她的儿子罗善学则是当时怀孕生下来的日本士兵的后代。 

        周粉英的儿子姜伟勋虽然是农民，但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人。在和笔者的交谈中，他经常应用马列主义

哲学的一些理论来解释自己的行为。虽然家中不富裕，姜伟勋还是特意设立了奖学金，专门奖励村里考上大学

的孩子。 

        姜伟勋说：“如果这件事情（母亲是慰安妇）发生在别人家里，最后就不了了之。但是发生在我家，我

就有责任把它公开。”他还表示：“希望有更多的人（慰安妇）站出来，要感到这样做是光荣而不是耻辱。” 

        雷桂英的儿子唐家国说，成为慰安妇不是老人们的错。当初正是在家人的劝说下，雷桂英老人才愿意公

开自己“慰安妇”身份。 

       韦绍兰的儿子罗善学今年62岁,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迄今为止第一个被公开的“慰安妇”生下的日本兵后



 

 

代。他说：“我是日本人，但是我反对日本。因为他们做得太过分了。”  

        据韦绍兰的女婿武文斌介绍，因为罗善学的日本血统，所以他从小倍受村里孩子的排挤，村上的人都说

他是“日本仔”，这直接导致他的性格很孤僻，整个人也封闭起来，不和他人接触。 

        有记者问罗善学：“你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吗？”吴文斌在一旁将记者的话翻译成当地方言转告给罗善

学。 

        罗善学的表情突然阴沉，情绪也变得激动起来。他猛烈摇头，挥着手，表示拒绝回答。 

        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史料陈列馆馆长吴先斌非常感慨：“如果我是他们的话，作为儿子，我不敢保证会让

自己的母亲公开承认‘慰安妇’的经历。所以，我特别佩服几位老人的儿子。” 

        社会需要多点宽容 

    

        由于“慰安妇”身份的特殊性，使得社会上不少人对“慰安妇”持一种有色眼光。 

        唐家国说：“有一次，我母亲和邻居有纠纷，然后邻居就讽刺我母亲是‘红人’（暗指凭借“慰安妇”

的身份），我母亲很生气。” 

        韦绍兰的女婿吴文斌回忆，虽然岳父没有因为岳母（韦绍兰）的“慰安妇”经历而选择离婚，但是在两

个人吵架时，岳父经常会用这段经历来攻击韦绍兰，只要一提到这段经历，内心的耻辱感就会让韦绍兰默不作

声。 

        原江苏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孙宅巍研究员在座谈会上说：“成为慰安妇不是你们的责任，这是整个

民族的灾难，是国家的耻辱。......是我们没有保护好自己的母亲，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妻子。” 

        与会专家认为，只有建立社会宽容的大环境，才会有更多的慰安妇站出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暴行。 

        建立关爱“慰安妇”的社会福利制度，政府应主动 

        南京师范大学的经盛鸿教授认为，应该发动社会各界做好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不仅是学术界，而且应该

包括民间的和官方的力量。王炳毅则批评说，某些政府机关及工作人员在慰安妇问题上过于被动，功利主义严

重。 

        唐家国反映，雷桂英老人自2006公开慰安妇身份直到逝世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没有取得南京大屠杀幸

存者证书，相关的福利待遇也就不能享受了。他透露，在公开慰安妇身份前，老人并没有高血压，但是公开

后，由于思想压力增大，社会舆论的影响，老人的血压升高了。他说，政府的人也就是在老人慰安妇身份公开

和逝世前露了一下面，中间就没见到过什么人来关心老人的生活和健康状况。 

        姜伟勋表示，到目前为止，南通地方政府对周粉英老人没有采取任何社会保障措施。他说：“如果有人

问我政府为我们做了什么，我该怎么回答呢？” 

        慰安妇作为日本暴行的“活人证”，其学术价值、社会影响都是很大的。专家们建议政府应该积极主

动，做好健在慰安妇的调查、社会保障工作，使老人们晚年幸福，老有所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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