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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遊說了二十多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在全國政協大會提案，督促

政府有關部門對南石頭日軍細菌戰問題進行深入調查和保護遺

址。我與王利文、譚元亨在廣州、哈爾濱、沈陽、常德、南京、

上海和香港、台灣作了多次調研。幾年來，在香港各界朋友的幫

助下，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在香港教育大學、上環文娛中心、尖

沙咀海旁舉辦過多次大型展覽；在香港歷史博物館、沙田大會

堂、珠海書院，若干中學和社團舉辦過十多場報告會，派發宣傳

冊《香港人不應忘記》、《小靈的呼號》兩萬多份，還在報刊上

發表多篇文章，引發了香港、內地中央媒體、鳳凰衛視、美國電

台等對南石頭慘案的多次報道。

今天，我身在香港，北望廣州，心中有一種悲傷。我悲傷，

是 1942 年後，在南石頭難民營遭日軍細菌戰殘害的成千上萬

香港難民，他們的苦難至今未被承認，他們的屍骸仍被深埋，

除了當事的日本老兵和少數民間人士外，沒有人祭祀他們！我

悲傷，是父親那一代的抗日戰士，多數已經凋零，他們不能強

而有力地發聲：我們流血犧牲，為的是同胞免受苦難，不應忘

記每一個！我一旦接觸了這個史實，就不能放下，魂牽夢繞，

要為這無力呼喊、流蕩異鄉的萬千冤魂討個公道，這是一種對

自己靈魂和良心的交代，或許就是初心吧。

日軍老兵丸山茂曾在南石頭跪拜數小時，懺悔了他的過去，

也體現了他的高尚。侵華日軍 731 部隊罪證陳列館常有日本人

前來拜祭懺悔，對歷史罪惡的反省及一刀兩斷，才是良知的復

始，永不再戰的堅實基礎。

根據多年調查，我確信：按照日軍的整體戰略，在華南部

署師團級的 8604 部隊，進行與 731 部隊規模相當的細菌武器

2015 年 11 到 12 月，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在維多利亞海

港旁舉辦了香港史上最大規模的抗日戰爭歷史文化展覽。一位廣

州來的教授問我：「你知道抗戰期間，有數萬香港人在廣州南石

頭被日軍用細菌武器殺害嗎？」隨即送給我一本書：《南石頭

大屠殺》。2016 年初，我到廣州探訪廣東省政府研究中心剛退

休的王利文副主任，在他家中，又見到了這位教授。原來他是

華南理工大學博士導師譚元亨，再談起此事，引起我極大關注。

之後，我到海珠區南石頭街道、區政協了解到更多情況；又在廣

州青運史連莎主任引領下，拜訪了廣東省社科院沙東迅教授。沙

教授自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最先研究這個課題，隨後譚元亨教

授率學生加入研究，他們展示的資料令我震驚。2016 年底我到

北京，向國家博物館前副館長董琦、軍事博物館副館長向榮高報

告了這件事，中國文物保護基金會同意成立專門機構調查研究這

個專案。2017 年 2 月 22 日，原國家文化部副部長兼國家文物

局局長勵小捷親率七名專家，從北京到廣州，一下飛機，馬上到

海珠區南石頭現場考察，召集省、市文物局有關人員召開現場調

查會，提出了對遺址調研、保護的具體意見。後來，我聯同海珠

區政協委員對此專案作出提案，還在 2017 年、2018 年、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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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和生產，在南石頭曾用細菌大規模殺人是不爭的事實。由

於細菌戰當年是高度保密，留存資料極少，多年來對事件沒有

大規模全面深入的調查，沒有對遺址的發掘，確實證據不足。

731 部隊的調查，由專人進行了二十多年，耗資數以千萬。

8604 部隊調查只靠民間，證據不足是必然的。但是又有誰能提

出事實證據去推翻所有親歷者、村民，尤其是施害者對細菌戰

的口述？去推翻日軍戰史和國民政府的檔案呢？

所有參加過南石頭難民營調查的人（包括現在說資料不夠

的專家）都承認在此死難的人數高於 731 項目公佈的三千多人。

如此大批的同胞死難，死因如何 ? 珍惜生命，敬畏先人，是一

切道德的基礎。對人間的苦難無感，愛心何來？又怎能指望在

不測的禍患前，同舟共濟，共赴國難？

南石頭死難的粵港同胞們，你們被終止了本應美好的人生，

毫無尊嚴地死去。你們不應該這樣卑微無助，默默地承受着孤

獨、寂寞、淒冷，靈魂終日遊蕩。今天的陽光普照大地，國家

強大無比，我們一定為你們建造一個安息之所，永遠守望着你

們，因為，你們是中國人，是我們血脈相通的先人！

該片區目前是廣州地產熱點，聽任大批冤魂遊蕩，無人

撫慰，有悖中國人文化傳統。唯有藉祭祀先輩教育後代，祈求

天人安寧，國家永固，才是道義良心所在。建議根據現有紙廠

片區的建設規劃，除保留經核定後不可移動文物外，在定出的

3,000 平方米文化用地上，依托遺址，穗港共建宗旨為「珍惜

生命，延續文明」的「南石頭和平公園」。

其主要建築為：

一、「南石頭難民營（監獄）遺址紀念館」，內有原址模型

展示，有歷史圖片、文物等，設立題為「永不再戰」的祭祀場所。

二、「珍惜生命教育活動館」，宣揚以珍惜生命為最根本

價值觀的知識；宣揚粵港本是同根生、國家興亡與個體命運息

息相關之大義；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宣揚中華文明，為當代青

少年之使命。

三、華南首個「抗日戰爭文化博物館」，同時附設二戰文

化中心，開展國際學術交流，研究二戰後的國際秩序。

四、創建互聯網全域平台，產出真正有創意的抗日影視文

化作品，帶動周邊的文化創意產業。

相信這個陽光、面向未來的「南石頭和平公園」必定為周

邊居民帶來正面的感觀，營造新時代的文化氛圍，提升該片區

的檔次及旅遊價值。

此書的出版，感謝沙東迅、譚元亨兩位教授的傑出貢獻，感

謝廣州海珠區政協、香港海珠區政協委員聯誼會、香港海珠各界

協會、中原慈善基金會、新界社團聯會等的大力支持，感謝王利

文研究員、龍子明、凌友詩等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葛佩帆立法會

議員以及無數有心人士對我們工作的無私支持！感謝香港樹仁大

學歷史系區志堅博士、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學術出版分社

同事的辛勞付出。人數太多，未能盡錄，在此衷心致謝！

謹以此書獻給一段不該湮滅的歷史，獻給我們血脈相連的

苦難先人！

2021 年 7 月 3 日

香港抗戰歷史研究會會長

吳軍捷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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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段文字清晰說明了「波」字第 8604部隊的成立緣起和編

制，同時提及部隊存在一項「任務」，並以防疫救護為名，進

行「聖戰」。沙東迅在原書中按：「這個『聖戰』就是細菌戰。」2

其推論本來僅以丸山茂的證言為基礎，但現在則有其他旁證支

持了。

糟川良谷另又提供日文書籍《關於防疫給水與香港的衞生

行政》，其作者為舊日軍第 23軍（廣東）司令部軍醫部、「波」

字第 8604部隊隊員、香港佔領地總督部所屬 731部隊第 3部

部長江口豊潔。書中記述（日本）軍醫學校與各防疫給水部的

關係：「在進擊過程中即使能夠得到混入有毒物質或者受細菌

污染之懷疑的物品以及患者標本等，也有不少拿不定主意的時

候⋯⋯因此其餘的檢驗只好送往後方機關進行。」3所謂「後方

機關」指的是「榮」字第 1644部隊（南京）和東京的陸軍軍醫

學校。4沙東迅結合該軍醫學校校址發現許多人骨的情況，懷疑這

些可能便是從廣州運去的中國人屍體，會作為「患者標本」供

日方進一步醫學調查。5

此外，沙東迅在廣州市檔案館查閱敵偽檔案時，發現兩份

卷宗，內有兩份不完整的日文統計圖表：一、《廣東省敵地區急

性傳染病統計表（1939年至 1941年）》（日文），內附《兩廣地

區（及港澳）鼠疫疫情一覽表（1867年至 1929年）》和《廣西

地區急性傳染病統計表（昭和十年、昭和十一年，即 1935年、

1936年）》（日文）；二、《華南傳染病發生概見圖》（日文），是

由「波集防疫」（即「波」字第 8604集團防疫給水部隊）編印

的（見廣州市檔案館館藏地圖「廣西 21號」）。後來，廣州市

檔案館館員找到了此圖的另一半，寫明「昭和十九年（即 1944

一、「波」字第 8604 部隊與細菌戰

沙東迅收到丸山茂的證言後，進行了實地訪查，但有關進

行細菌戰的文獻證據依仍然薄弱。稍後，經日本方面提供資訊

及再行搜尋檔案，方進一步落實了研究基礎。

日本人糟川良谷先生寄給沙東迅一份日文文件《華南派遣

軍「波」字第 8604部隊戰友名簿》，卷首由「波」字第 8604部

隊戰友會全國大會執行委員本田幸一所書，內文中譯如下：

「8601」部隊從創建到由於戰敗而解散歷時七年零兩個

月，在此期間服役人員多達 1,100 多人。部隊創建於 1938

年（昭和十三年）9 月 7 日，當時稱為「第 21 野戰防疫

部」，以井上少佐為首，部隊長以下約有一百五十人，組

建於大阪市。同年 10 月 12 日，在華南「白聊土灣」（原

書按：應為大亞灣）與友軍一起登陸……同年 10 月 31 日

下午 3時 30 分，進入省城廣州，在中山大學中山醫學院設

置本部，作為華南派遣軍司令部的直轄部隊，兵力逐步增

強，開始執行使命，部隊改名為「波」字第 8604 部隊……

1945 年（昭和二十年）8 月底解散。在此期間，田中岩、

佐々木高行、佐藤俊二、亀沢鹿郎先後任部隊長。除本部

外，還將兵力分派到廣東各地及華中徐州、福建省、廣西

省、香港（九龍）等地區，本來友軍就是打着為中國人防

疫、救護等和平活動的旗號，進行「聖戰」的。1

第三章　南石頭遺址尋訪之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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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5月調製，波集團司令部印刷，波集團司令部編寫真印刷班

印刷」。6

通過分析此類調查圖表，沙東迅認為「波」字第 8604部隊

對華南地區（主要是廣東、廣西、福建等）的傳染病詳加調查，

而其目的，正與部隊防疫和對華南（及港澳）地區進行細菌戰服

務關係密切。後來，日本民間調查團看到這張圖表，亦認同其重

要性，表示此圖在日本是絕密的，無法審閱，皆拍照將之記錄。7

同時，據日本陸上自衞隊衞生學校出版的《大東亞戰爭陸

軍衞生史》，「波」字第 8604部隊在使用原中山大學醫學院作為

本部外，其防疫給水部隊還佔據原設在廣州北郊江村（有的資

料誤寫為「西村」）的國民黨第四路軍野戰醫院和軍醫學校舊

址。「波」字第 8604部隊防疫給水部隊佔用了原細菌學和解剖

學教室，並匆忙地籌建作業室。這支部隊在廣州北郊江村駐紮

長約三年，主要從事防疫（偵查水源、收集疫情情報）病源檢

驗、驗水、消毒檢診、淨水作業，直接為日本軍隊和日人啤酒

工廠服務。此處的主要建築物還在，現由廣州軍區聯勤部所屬

的醫院、廣州市戒毒中心等單位使用。8日軍在本部以外，同時

也於廣州他處設立分支部隊，同樣從事疫病調查等工作，證實

「波」字第 8604部隊確實如圖表所示，不只據守一處，而是曾

於較大範圍內活動，亦吻合沙東迅對部隊任務性質的看法。

沙東迅根據上述資料，嘗試總結「波」字第 8604部隊的成

立目的：1938年 10月，日軍侵佔廣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區。不

久，即於 1939年底在廣州編成「波」字第 8604部隊，對外稱

「華南防疫給水部」，是一支為侵粵日軍做防疫給水工作。但實

際上則是進行細菌研究和細菌戰的部隊。9

二、追蹤南石頭難民收容所

確認「南石頭」的實際地點後，內地學者開始對當地日軍

遺址進行研究，首先圍繞的是難民所和檢疫所這兩處地方。

沙東迅與譚元亨兩位學者嘗試尋找關於當年難民收容所的

資料。可惜，經過多番考察，廣東省檔案館和廣州市公安局史

志辦等處均沒有南石頭難民所的相關記載，不過，學者們還是

探查到一些有關難民所前身—「懲戒場」（懲教場）的一些文

獻和照片。

懲戒場在南石頭村前。民國元年六月，以鎮南砲台改建。

面積四十七畝五分七厘，分內外兩部。外場海岸築碼頭，建洋

樓為場長辦公室；內場有會客廳、職員室、警察所。其炊場、

浴場、病室、廁所建於犯房外。犯房用井字形，中為運動場，

東、西、南、北分建四樓。樓分兩層，統建犯房 304間，作業

工廠測試六座，分科工作。10

懲戒場創自民國二年，原就舊日鎮南砲台改築，監房全

部採用井字形式。樓分四翼：東、南、西、北。懲戒場場長一

員、管理一員、監工四員、看守長一員、工師九員、醫生一

員、庶務一員，錄事司事四員、隊長一員、隊員 69員。11

由廣州市公安局史志辦提供的一份文件，即《廣州市政

概要》民國十一年四至二十二件，題為《懲戒場沿革及進行概

說》12，說明了懲戒場的大小規模。沙東迅總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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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南石頭難民收容所前身是懲戒場，該場建自 1912

年 6 月，河南南石頭炮台舊址改建為懲罰罪犯之所，面積

四十七畝多（約 3.1 萬平方米）。場分內外兩部，外場西通

河岸，築碼頭以泊輪船。利用原有之深壕厚壁，又於場外

四周開闢巡邏路線，鋪水泥路面，共長一千餘尺（約 333

米）。

該場於 1913 年開辦，後改名為懲教場，並逐步擴充。

該犯房全部用井字形，當中為運動場（原書按：當地人又

稱為地堂），東西南北建四樓，樓上樓下兩層，各房建在樓

之四翼，成十字型，中隔鐵閘，以便管理，計四樓上下統

建犯房 304 間，除暗室不計外，共容 1,000 人左右。1922

年，每月收犯人在 1,200 人以上。內有作業工廠六座，建

於犯房四角及兩旁，組織犯人參加勞動生產。13

另外，兩位學者尋得廣東省檔案館所保存《廣州市公安局

1929年年刊》，裏面刊有 1929年懲教場門口、原南石頭村和難

民所的全景照片，並以圖向南石西老居民詢問。從訪問中得到

的回應表示，日軍佔領此地時的外觀與此照片基本一樣，只是

當時的房子比照片更殘破一些。14

譚元亨按照文件，估算懲戒場可容納的人數，分析道：

根據上邊的作業人數統計，有 400 人左右。可關犯人

的 1,200 人，加上 400 作業人數，則可容 1,600 人，當然，

作業的六個工廠，如改成監房，那就是 400 人的數倍。

1940 年，由汪精衞在廣州的妻弟陳耀祖與林汝瑤、李道

南石頭大屠殺遺址界線佔地圖（由楊宏烈、譚元亨、吳樂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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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彭東原等一道在偽廣東省政府會議廳開會，於 8 月 8

日，陳耀祖擔任主席，「原則通過」規復懲戒場。15 於是，

懲戒場的格局，則由原「井」字，增改為重疊「井」字擴

容近一倍。這一來，僅監房可正常關押的人數，便達 2,000

人左右。16

此地於 20世紀 60年代開始變為廣州自行車廠，由此將原

有的大門、高牆、壕溝、崗樓等悉數拆除，17其後又改為摩托車

集團。18

綜上所述，「灘石頭」無疑即南石頭，日軍將此地的懲教場

改為難民收容所之用，在佔領廣東期間，收容所裏容納過以千

人計的難民。

三、海港檢疫所

在丸山茂的證言中，另外提到了同樣位於南石頭的檢疫

所。191941年 4月，偽廣州市工務局決定收用南石頭部分土地（在

廣州懲教場之北邊）設立粵海港檢疫所。20 據《粵海關海港檢疫

所職員表》（中、日、英文）顯示，該所所長是日本人島義雄，

此人曾任台灣總督府醫院院長，醫官五級；還有細菌專家岩瀬祜

一（編按：疑應為「岩瀬祐一」），為台灣前衞生技師，醫官八

級；中日醫官、技術官、獸醫官、檢察員、檢疫員、事務官、僱

粵港難民南石頭大屠殺遺址博物館歷時用地狀況圖（由楊宏烈、譚元亨、吳樂文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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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汽車夫等總共 78人，其中日本人 12人、華人 66人。21

周處長再向沙東迅介紹廖季垣先生（時年 77歲），廖氏在

廣東檢疫局業務處退休，年輕時期在偽粵海港檢疫所工作，為

檢疫所原九級檢疫員。22 沙東迅在周處長安排及陪同下與廖季垣

訪談。廖氏指他當時只參與過例行的常規檢查（主要是檢查糞

便），對象為進入廣州的外來船隻人員，有問題的要留下來，

無問題的則讓上岸，此外一無所知，且也從未進入過附近的難

民所，不知其情況，據他所言：「當時有日本軍隊駐在那裏，他

們攪甚麼工作我沒有詳細了解，但是衞生部隊借的是檢疫所的

宿舍，衞生部隊就住在那裏。聽說有讓人餵蚊子的情況。」23最

後，廖季垣回憶畫出了該所的平面圖，並同意帶沙東迅往舊址

考察。24

廖季垣帶領沙東迅尋找檢疫所和難民所遺跡，前往南石西

小碼頭岸邊。由於環境變遷，加上已有幾十年未再訪該地，故

廖季垣當時無法指出實際位置，只知大概是在碼頭岸邊一帶。25

不過，沙東迅其後竟巧遇新的證人，終能得知兩處遺址的舊址。

沙東迅在岸邊小公園遇見數位老人，遂詢問當年檢疫所和

難民收容所的位置。其中世居於南石西的農民吳偉泰指向南邊

的工廠辨認說：「這就是難民所，現在是廣州自行車廠。」又指

向北邊的地方說：「這一帶就是原來檢疫所的地方。」26

兩人提供的證言幫助確認了遺跡的位置。沙東迅問得吳偉

泰的地址，經過了解，發現吳偉泰確為當年南石頭情況的少數

知情人士。後再幾度尋訪，且經過其介紹，得到機會與更多證

人進行訪談。

此後，廖季垣第二次被訪時，補充說：

日軍佔領廣州時，粵海關海港檢疫所除本所在編人員

（有日本人、中國人，主要攪檢疫工作，一般穿西裝、白大

褂）外，還駐有日本衞生部隊的一個班（按：據丸山茂揭

露，這是 8604 部隊本部派來執行細菌戰任務的），七八個

人，有專門的房子給他們住，他們穿軍裝、配有武器，我

看見過兩三個日本兵去撈孑孓蟲、捉蚊子，但他們的工作

對中國人是保密的，所以具體情況我不大了解。

檢疫所靠珠江河邊的西南角有一個小門口，日軍衞

生部隊出此門後走一段路從南石頭難民所大門口進入難民

所。他們在難民所幹甚麼對我們中國人也是保密的。27

廖季垣第一次的證言，大致證實這個海港檢疫所是由日本

人領導，任務是對所有從水路進入廣州的人員進行例行檢疫，

粵海港檢疫所的上所，上面隱約可見「十」字，應是當年軍醫宿舍。

（編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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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結語

注釋

1 沙東迅：《侵華日軍在粵細菌戰和毒氣戰揭秘》（廣州：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5），頁 92－93。以上日本出版的報紙複印件均由糟川良谷從日本寄予沙東迅。

2 《侵華日軍在粵細菌戰和毒氣戰揭秘》，頁 93－94。
3 同上，頁 99。
4 《侵華日軍在粵細菌戰和毒氣戰揭秘》，頁 98。
5 同上，頁 99。
6 同上，頁 98－99。
7 同上，頁 100。
8 《侵華日軍在粵細菌戰和毒氣戰揭秘》，頁 99－100。
9 同上，頁 99。
10 同上，頁 100－101。
11 同上，頁 101。
12 同上，頁 101－102。
13 同上，頁 102。
14 同上。
15 同上。
16 同上，頁 104。
17 同上，頁 102－103。
18 同上，頁 103。
19 同上。
20 同上。
21 同上，頁 104。
22 同上，頁 107。
23 同上。
24 同上。
25 同上，頁 107－108。
26 同上，頁 108。
27 同上。
28 《侵華日軍在粵細菌戰和毒氣戰揭秘》，頁 108－109。
29 同上，頁 109。
30 同上，頁 110－111。
31 同上，頁 109－110。
32 同上，頁 111。
33 文件由沙東迅教授提供。
34 陸錦榮：〈埋在歷史下的南石頭慘案〉，《明報》，2017 年 7 月 9 日，擷取自：

https://news.mingpao.com/pns/%E5%89%AF%E5%88%8A/article/20170709/s0
0005/1499537242755/%E6%99%82%E4%BB%A4%E8%AE%80%E7%89%A9-
%E5%9F%8B%E5%9C%A8%E6%AD%B7%E5%8F%B2%E4%B8%8B%E7%9A%
84%E5%8D%97%E7%9F%B3%E9%A0%AD%E6%85%98%E6%A1%88（瀏覽日
期：2020 年 12 月 27 日）。

35 許曉暉：〈隱沒的南石頭〉，《信報》，2018 年 5 月 25 日，擷取自：https://www1.
hkej.com/dailynews/culture/article/1850107/%E9%9A%B1%E6%B2%92%E7%9A
%84%E5%8D%97%E7%9F%B3%E9%A0%AD（瀏覽日期：2020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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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證據至今缺失的原因

在上世紀 90年代之前，中國內地幾無關於南石頭事件的記

錄。其後幸得研究者如沙東迅、譚元亨等逐一挖掘種種線索，

再加上曾服役於舊日軍「波」字第 8604部隊的丸山茂、井上睦

雄提供證言，讓許多原本不能確認的疑點變得明朗。然而，除

此之外，至今未見有太多直接的證據可資研究。據中國軍事醫

學科學院研究員郭成周分析，其原因有二：

我們現在把它都查出來了，現在真相大白了，它不是

一般的衞生防疫機構，它是屬於陸軍參謀本部領導下的間

諜機構。機構本身具機密性，連他們自己的工作人員也不

許亂跑，光做他自己當中的一部分事情，這一部分的事情

也不知道在做甚麼事，對於整個完整的東西不知道。有的

日本人知道自己是在擴散細菌，但像這種人，日本人也用

很殘酷的手段把他們消滅掉—在最難的戰鬥就把他們派

到前線去就被打死了。所以很多人呢，到現在調查他們其

實都沒有回國，就是用殺人滅口的辦法把他們滅了。1

從郭成周的說明可知，日軍在華執行細菌戰的部門本屬於

機密機構，不但其他部門的軍人無從了解，甚至參與者對整件

事情也知道不多。此外，日軍也將少數知情者派往戰場前線戰

鬥，成為亂戰中的犧牲者，間接達到「殺人滅口」的效果。因

此，生還的證人甚少。

丸山茂證言最後一部分，記錄了他回國前與「波」字第

8604部隊班長的場守喜的對話，並追述戰後嘗試尋找的場守喜

不獲的情況。證言如下：

（1942 年）8 月中旬，我患了瘧疾和猩紅熱病，回到了

部隊本部，所以不知道後來灘（南）石頭發生了甚麼事情。

按規定在前線作戰三年以上者，可分批回國內，我不安地

作着返回的準備。

10 月的某天，我聽到的場守喜叫我，就到宿舍外與他

見面，他說：「我不能和你們一起回國，我被派往新畿內

亞。你回去後，希望能去探望我的母親，她住在福岡的赤

間車站附近，告訴她我很好。」說着，他把所畫的簡圖和

住址交給我。這是我聽到的場守喜所說的最後的話。

他們這些轉移部隊要打甚麼仗呢？正在為回國而擔心

的我們不禁覺得背上一陣寒涼。在那班人裏面有前面提到

過的清水伍長，轉移部隊中只有他和的場守喜是長期在前

線作戰的。他倆應該是可以回國的，而為甚麼不能和我們

一起回國呢？大概是參與了灘（南）石頭細菌戰而要封住

他們的嘴巴吧。

幾天後，當我知道 20 師團要調到新畿內亞死拚時，我

終於明白為了殺死參與了灘（南）石頭細菌戰的的場守喜

和清水，上面才把他們送到新畿內亞去。

昭和十八年（1943 年）3 月，我退伍後去拜訪赤間車

站附近的場守喜的老家，但他母親不在，只有他妹妹一人

第七章　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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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南石頭的隱秘狀態—以佐藤俊二
審判為例

據沙東迅記錄，丸山茂還附帶談到他當年尚在部隊中服役

時的部隊長佐藤俊二，說明其後來的情況：

昭和十八年（1943 年），他調任南京的「榮」字第

1644 部隊長，一年後，晉升為軍醫少將，成為滿州第五軍

的軍醫部長。戰爭結束後，成為蘇軍的俘虜，作為細菌部

隊一系列細菌戰審判的被告，接受了審訊。據記錄，他作

為「榮」字第 1644 部隊長，協助 731 部隊開展了瘟疫菌、

傷寒菌、副傷寒菌的細菌戰；作為第五軍的軍醫部長，他

承認指導 731 部隊的兩個支隊，但對指揮「波」字第 8604

部隊的灘（南）石頭細菌戰，與航空部合作在中國內地散

發瘟疫彈的細菌戰卻矢口否認。4

丸山茂所指的審訊，即 1949年於伯力審訊法庭上展開的聆

訊。關於「波」字第 8604部隊的史料裏，這是最早的記載，5

但其中提及「波」字第 8604部隊的具體行動或南石頭事件的內

容，卻少之又少。

佐藤俊二受審的過程中，公訴人主要問及他調職「榮」字

第 1644部隊等情況，顯然其後來犯下的戰爭罪行較嚴重，故只

略提他在「波」字第 8604部隊的職務。摘錄如下：

在，我只能說：「他很好。」不知道該怎樣對她說的場守喜

轉移去新畿內亞的事。

戰後，稍微穩定時，我託人查看了福岡縣府的回國人

員名單，發現的場守喜沒有回國。八年前，我有機會訪問

福岡，拜訪了赤間的一個辦事處，了解到的場守喜仍然沒

有回國的記錄。2

從丸山茂的證言可知，部隊中，唯獨牽涉執行細菌戰的場

守喜與清水伍長，無端被派往新畿內亞作戰，眾人都感到不尋

常。戰後，丸山茂幾度核實的場守喜失蹤，從此沒有回鄉。由

此推斷，當時日軍可能用此方式處理知情者。

另外，沙東迅稱與丸山茂見面時，丸山茂曾就的場守喜消

失一事提供了新消息。他寫道：「後來丸山茂來廣州時，親口告

訴筆者，他聽說的場守喜後換姓為加藤逃回到日本，但不敢回

故鄉，而是到處流浪，客死他鄉。」3

若此傳聞為真，的場守喜從戰爭倖存，但即使回到日本也

終生不能以真實面目出現，亦不敢回鄉。此則更見的場守喜曾

執行細菌投放任務的過去，讓其感到受莫大威脅，以致須向國

家隱瞞自己從戰爭中活命的事實，以假身份渡過餘生。以上發

現反映，日軍有心隱瞞在粵利用細菌進行任務之事，故有關實

情沒有流傳，證人稀少，實非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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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公訴人：�被告佐藤，你是甚麼時候接任「波」字第

八六〇四部隊長一職，以及擔任過多久時間呢？

被告佐藤：�我擔任駐屯廣州「波」字第 8604 部隊長一職，

是從 1940 年 12 月起，至 1943 年 2 月止。

……

問：�「波」字第 8604 及「榮」字第 1644 這兩個部隊，是甚

麼時候成立的呢？

答：�是在 1939 年間成立的。6

佐藤俊二的律師波加切夫的辯詞，則明確指出「波」字第

8604部隊亦擔任細菌製造的角色，但亦只是點到為止。

波加切夫指：

佐藤承認說自己所犯的罪就是他領導過「波」字和「榮」

字兩個細菌部隊，指導過各該部隊去製造細菌武器以資準

備對蘇聯及對其他國家進行細菌戰。他曾把這種任務當作

自己的軍人職責來執行過。

此刻很難斷定的是，究竟佐藤奉到要準備細菌武器

的任務時，他內心裏是否有過甚麼鬥爭，究竟他當時對這

一不僅遠遠超出軍醫普通職責根本相反的任務採取了甚麼�

態度。7

波加切夫認為佐藤俊二的積極性低，理由如下：第一、

佐藤俊二精於病理學而非細菌學；第二、他不曾在執行任務期

間獲得獎章，證明沒有立下特殊功勞；第三、他在「波」字第

8604部隊已建立數年後才加入，沒有建立之功。8

他又比較說：

佐藤的作用，較之當時所進行的細菌破壞活動和在活

人身上所作的種種實驗，以及第 731 部隊內部監獄刑室中

有三千人被害死的事實說來，是要輕得多。9

並引用說：

在庭審時，宣讀過關東軍司令部作戰部長松村的口

供，其中說道，那時關東軍中幾乎所有各陸軍部隊都進行

過捕鼠工作。所以，佐藤在此場合所給與的協助並沒有起

過積極性的作用。他在這裏並沒有表現過主動性，並沒有

起過倡首作用。他不過是重複了他周圍人們所幹的事情。10

最終，審訊沒有就「波」字第 8604部隊的情況再作深入探

究。判決書中關於佐藤俊二的內文摘錄如下：

佐藤俊二，1896 年生於愛知縣，豊橋城，日本人，軍

醫少將，細菌科醫生，前日本關東軍第五軍團軍醫處長；11

佐藤俊二，從 1941 年起，任廣州隱稱「波」字部隊的

細菌部隊長，在 1943 年間又被任為與此相同的南京「榮」

字部隊長。佐藤在先後主持這兩個部隊時，參加過製造細

菌武器和準備細菌戰的工作。12

對於佐藤俊二，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 194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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