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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正孝：细菌战，我们怎么能忘记？  

发布时间：2006-10-24   点击次数：2282  作者：邢烨 

       日本研究细菌战专家森正孝先生来中心作报告 

       中日网讯：2006年10月24日晚，日本静冈大学和平学讲师森正孝先生应邀前来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

研究中心做了《侵华日军731和荣1644细菌部队的研制与作战》的主题报告，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经盛鸿教

授、郑忠教授及我校近现代史专业的近30名研究生参加了此次报告会。主持本次报告会的是南京大屠杀研究中

心主任张连红教授。 

        森正孝先生原来是日本静冈中学的历史教师，1980年，森正孝来到中国，此后他数十次自费来到中国调

查，自费拍摄了电影纪录片《侵略》。重要的是，森正孝在中国调查时发现一个叫“荣字1644”的日本部

队，发现细菌战疑点。于是开始集中于细菌战的调查。他在浙江省的义乌、金华、宁波等地调查拍摄了电视专

题片，披露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事实；后来发起成立“细菌战调查团”，并考虑通过法律途径帮助中国细

菌战受害者讨还公道。 

        森正孝先生的报告从对细菌战认识的现状入手，着重介绍了731部队的几大主要任务和关于南京1644部

队的相关内容。他认为，731部队主要用于细菌的大规模生产、细菌战的实行、疫苗的开发、冻伤实验和开发

毒气武器的实验。根据他走访的几位原1644部队成员的证言，荣1644部队是原来的中支那派遣军南京防给水

部、也是以后的石井四郎部队、多摩部队发展演变而来。三个科室中，一科主要负责细菌武器的研究开发、

“圆木”的管理和人体实验；二科主要负责武器材料管理和输送会计事务和食堂管理；三科则主要负责疫苗制

造和防疫。被实验者通常都是中国籍健康的成年男子，他们被称为“圆木”而无任何尊严，只是被收容在高一

点五米、纵深一点五米、宽度一米的笼子里面，注射细菌、体温测量等，都是从笼子拿出被实验者的胳膊进

行。在1940年、1942年中，1644部队和731部队联合对浙江实施了细菌战，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但是由于种

种原因，细菌战的实施很晚才被人们发现认识。森正孝先生最后指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他希望通过自己

的研究和大家共同探讨，从而避免战争暴行的再一次发生。 

        在座的专家学者和研究生同学分别就相关话题与森正孝先生进行了交流。报告之后，与会人员重温了浙

江省义乌电视台2003年制作的记录片《我们怎么能忘记》，体会到了细菌战给受害者带来的痛苦，也更深刻

的体会到了从事历史发掘工作的艰辛，加强了进行历史研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另外，正在南京录制南京大屠杀纪实节目的法国导演魏树理（Serge Viallet）一行也全程参加了此次报告

会。魏树理曾多次拍摄过反映二战题材特别是二战中亚洲题材的历史纪录片，如反映侵华日军第７３１细菌部

队罪行的纪录片《伤》。此次来中国拍摄南京大屠杀纪录片计划于明年南京大屠杀事件发生70周年之际在法国

公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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