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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2日，辽宁省档案馆筹办
的《辽宁人民抗日斗争史实展》
在沈阳浑南新馆开展。一系列
档案相继公布，有力地揭露了
日军侵华时期犯下的滔天罪行
和对日本战犯的正义审判。

在展出的 200 余件档案
和图片中，一份名为《国民政
府东北行辕审判军事法庭对
日本战犯的判决书》尤为引
人关注。判决书中记载“民
国 21 年 9 月 16 日由日本守
备 队 防 备 队 及 宪 兵 警 察
等，将平顶山居民约 2800
余人进行屠杀并将全村
焚毁”等的犯罪事实，这
也为当年日军制造抚顺
平顶山惨案、在华屠杀
提供佐证。

据 了 解 ，1945 年
11 月 6 日，国民党政府
成立了以秦德纯为主
任委员的战争罪犯处
理委员会，并相继在
各 地 逮 捕 和 审 判 日
本战犯。不过对于
这 次 审 判 ，辽 宁 省
档案馆的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既有伸
张正义、惩处元凶
的一面，又有敷衍
民意、虎头蛇尾，

甚至刻意开脱的一面。
当时国民党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

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处理面与处
罚度均作了严格控制，且对少数重要战犯网开一面，在离
开大陆前夕又将在押战犯全部送回日本服刑，其中，对冈
村宁次的无罪判决引起国内舆论的强烈不满，成为这次
国民党政府审判日本战犯最大的败笔。又如，东北行辕
法庭的工作，始终没有真正展开。东北是日本侵略时间
最长，日军犯下的罪行数量很大的地方。对日审判开始
后，战争调查委员会到东北搜集证据。1946 年 10 月 16
日，战犯处理委员会东北督导组组长邹任之少将到上海，
向各界揭露日军侵占东北 14 年所犯罪行。他列举了几
项重大事件：1934、1938 年“东边道”大讨伐，1935 年敦化
地区大扫荡，日军残杀抗日武装和百姓数千人。还有日
军制造的抚顺平顶山惨案和万宝山惨案，都是震惊全国
的屠杀国人事件。调查组还揭露了大连日本“关东州”警
察局档案中对中国人的抓捕和酷刑，以及在东北经营贩
毒等罪行。这些罪行，本应由东北行辕军事法庭审理。
但是苏联红军占领东北后，将几十万日本“关东军”战俘
押往远东。1945 年 12 月 4 日，战犯处理委员会请外交部
照会苏联政府，请求引渡日本战犯，但苏联方面未予受
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才将东北地区日
本及伪满战犯引渡回中国，1956 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组
织的特别法庭进行审判。

在沈阳，提起北陵电影院，几乎尽人皆知，但要说“审
判日本战犯的法庭旧址”，知道的人却并不多。这个曾被
改造成电影院的建筑物，如今的新名字叫沈阳审判日本
战犯特别军事法庭旧址陈列馆，亦是沈阳九一八历史博
物馆的分展馆。

军事法庭旧址是一幢古代风格斜檐闷顶的两层小
楼。金色琉璃瓦，大红油漆立柱，显得庄严肃穆。走进法
庭大门，内部装饰也尽可能复原当年场景，如吊灯、雕花

窗格等，带有上世纪５０年代的历史气息。
陈列馆以复原当年审判场景为主，审判席、被告席、

公诉人席、证人席、辩护人席，均按照当年陈设布展。
这座建筑始建于 1954 年，当时为中国科学院东北分

院的俱乐部。1950 年 7 月，根据有关处理第二次世界大
战战犯的规定，中国开始正式接受由苏联政府移交给我
国的侵华日军中被苏军俘获的近千名日本战犯。这些战
犯移交后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54 年 1 月，中央
决定审判这批日本战犯。

为了审判日本战犯，1954 年 1 月，中央从检察、公安、
中联部等系统抽调了 350 多人，组成侦讯队伍。中央决
定成立侦讯日本战犯东北工作团，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办
公厅主任李甫山任团长。1954 年 3 月，东北工作团来到
抚顺战犯管理所进行侦讯工作。原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副
检察长郭春来就是这支侦讯队伍中的一员。据老人回
忆，侦讯工作有两大难关：一是手头掌握的证据少，二是
日本战犯顽固不化。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反驳他们、让
他们低头认罪，真是难于上青天。于是，工作团开始进行
艰苦的调查取证。一方面是内调，到东北四处调取档案
和文件；一方面外调，奔赴各地寻找人证物证。

从各地调取的罪证材料非常多，种类庞杂，有伪满报
纸、各种档案、行政文书、会议记录和决策记录等等。如
山的铁证面前，战犯们的思想堡垒崩溃，开始供述他们的
滔天罪行。

缜密的侦讯工作为审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
当时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刚刚起步，刑法、民法、诉讼法等
等都未来得及制定，只有一部宪法。于是在周恩来总理
的指示下，工作人员起草了一个审判日本战犯的决定，并
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56 年 6 月 9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首先
在沈阳开庭，对铃木启久等 8 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这
次审判，就是由袁光担任审判长。法庭出示了大量的物

证，并传召包括日本下级官兵在内的许多证人出庭作证，
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实这 8 名日本战犯的罪行是极其
严重的。在连续几天的庭审中，证人们饱含血泪的控诉，
战犯们令人发指的罪行，使法庭的气氛整日笼罩于巨大
的悲愤和压抑中。旁听的代表们和参审人员，经常是饮
泪而泣，满堂唏嘘。

在大量人证、物证面前，8 名被告人一一低头认罪，愿
意诚恳接受法庭的正义判决。经过 3 天评议后，在 19 日
上午 8 时 30 分开庭宣判：特别军事法庭判处铃木启久等
8名战争罪犯有期徒刑二十年至十三年不等。

在沈阳开庭审判后，特别军事法庭 6 月 10 日至 19
日、6 月 12 日至 20 日分别在太原审判了两个案件:一个
案件是富永顺太郎战争犯罪和特务间谍犯罪案；另一案
件是城野宏等 8人战争犯罪和反革命犯罪案。

特别军事法庭又于 1956 年 7 月 1 日至 20 日在沈阳
市开庭审理了武部六藏等 28人战争犯罪案。

为了核实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日本战犯的罪行，前
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被要求出庭作证。

时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东北分校教员的权德源在法
庭上做材料整理等工作，今年 83 岁的权德源老人回忆当
年法庭内外的具体情景，仍感觉历历在目，审判被告伪满
洲国国务院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时，第一个出庭作证的
是伪满洲国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溥仪长得细高、长脖
子、戴黑框眼镜、穿一套犯人穿的蓝色衣服。他在证人席
上站稳之后头一句话是“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大的汉
奸爱新觉罗·溥仪”，之后他从上衣兜里拿出书面材料，揭
发控诉伪满洲国最高权力机关总务厅的罪恶和被告古海
忠之的滔天罪行。

7 月 20 日，法庭对武部六藏、古海忠之等 28 名罪犯
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至十二年不等。

沈阳对日本战犯的审判，是国际社会审判日本战犯
的延续，也是中国人民对抗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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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中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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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战犯进

行审判的艰难斗争的历史场面。从 1946 年 5 月开庭，庭

审 817 次，持续到 1948 年 11 月宣判终结，历时两年零七

个月，最终把东条英机等 7 名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

的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

看完这部影片，让人不能忘怀的是，我们这个民族

在二战期间所遭受的空前、罕见的磨难；让人们记住的

是，中国人民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做出的无可比

拟的牺牲和巨大的贡献；更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我们

不仅有能力、有智慧把侵略者赶出去，我们

还有能力、有智慧把罪大恶极的战

犯 送

上

绞刑架。最后这一点才是爱国主义教育应有的题中之

义——民族自豪感和荣耀感。

因此，优秀的抗战题材剧的标准是，能激起国人的

自豪感、荣耀感！爱国主义培养的基础和内涵应该是培

养观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耀感，而不是被可怜。所谓的

民族自豪感不是自己在家里自说自话，盲目自信，那充

其量只能是自卑感引发的盲目。而自豪感是，不仅让本

国人民振奋和自豪，也要让其他国家的人们从中感受到

一种不得不佩服的力量、一种又敬又怕的力量！敬，是

我们要变得强大，不可战胜，是我们在还不强大时永不

言败，视死如归，团结，自我牺牲，民族大义等；怕，是其

他国家不敢觊觎我们的土地、资源，只要侵略者胆敢来

犯，坟墓、审判台、绞刑架和历史的耻辱柱就是他们的归

宿。

我们要让侵略者敬畏，我们热爱和平，但我们绝不

怕强权和侵略。首先要他们根本就不敢对我们有邪

念。万一胆敢侵占我们的土地，我们会在战场上毫不留

情地把他们打垮，这是物质基础和解决问题的根本；我

们还要有足够的能力、智慧、资源在战争结束后把战

争罪犯送上审判台，我们还能够运用

智慧、法理、法律、逻

辑 、证 据

让

他们低头认罪，从精神上摧垮他们；最后，把战争罪犯送

上绞刑架并且牢牢钉在人类文明历史的耻辱柱上。我

们不仅在战场上不可战胜，我们还占据着公平和正义的

制高点。

那么，我们有没有这种物质基础？答案是肯定的，

我们有很多值得自豪的东西，我们是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重要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东方的主战场，是东方抗击日军的主战场。我们是战

胜国，这一点毋庸置疑，其历史记录是在密苏里号战

舰的受降仪式上，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接受了战败国

日 本 的 投 降 ；在 东 京 审 判 中 ，最 终 让 战 犯“ 死 得 明

白”。即使在其他战场上也有许多让我们自豪的事

实：我们有抗战首胜的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抗战初期

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有万家岭战役，第一次整建制

地消灭了日军的一个师团；还有很多可歌可泣的战

役，如台儿庄战役、石牌之战、黄土岭战役、百团大战、

缅北会战、夜袭阳明堡机场以及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

退等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爱国主义教育中民族自豪感的

培养，不是喊口号、说空话、搞宣传就能有效果的，而是

要通过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般地表现出来。

培养民族自豪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基

础，任重而道远！

研究滇西抗战十载，笔者曾十余次踏访腾冲、松山、
龙陵等地，结识了落籍当地的很多远征军老兵，也常介
绍内地的远征军老兵后人去那里寻访祖辈的征战足迹，
在腾冲的国殇墓园祭奠英魂。

远征军烈士、36师108团营长杨运洪的孙子小杨
从腾冲回来后，向我讲述了一件事：那天，他在腾冲
城里买了一个大花圈，欲打车前往国殇墓园，但心
里颇感踌躇，因为按他老家广东的风俗，出租车
司机是会拒绝花圈上车的。但令他意外的是，
当司机闻听他是远征军烈士后人，二话没说即
帮他将花圈搬上了车。到墓园后，又坚决不
收他的打车费，说：“这是我们腾冲人应尽
的义务。”

在腾冲，这样的事情并不令人惊奇。
1945年1月修建国殇墓园时，民国元老、
云贵监察使李根源曾对腾冲民众深情地
呼吁：安葬在这里的是为了光复腾冲而
牺牲的英烈，我们腾冲人应该把他们当

成祖先来供奉，世世代代都要铭记他们的功绩！
当时，腾冲城刚刚收复半年。在那场惨烈的战争

中，这座徐霞客笔下瑰丽、神奇的“极边第一城”已化为
一片焦土，大部分民众流离失所无处栖身。但就在这样
的情况下，腾冲民众却投入了两桩他们认为非做不可的
大事：一是收敛散落在故土上的抗日将士遗骸，修建国
殇墓园；二是修筑中印公路八莫至腾冲段，让国际援华
物资尽快输入国门。为此，地方募捐7500万元（国币），
投入民夫数千，特别是在修建国殇墓园期间，每天都有
民众志愿前来做义工，耆老妇孺也都参与到搬运砖石的
劳作中，一如抗战前修筑中国的抗战“生命线”——滇缅
公路那样。

1945年7月7日墓园竣工，民国元老于右任取楚辞
《国殇》意境，题名为“国殇墓园”。全园占地面积53300
平方米，主体建筑由大门、忠烈祠、烈士墓塚、纪念塔、东
西展览厅等组成，园内遍布苍松翠柏，庄严肃穆。

腾冲，是1944年中国远征军滇西大反攻的一个局部
战场，另外两处惨战之地是松山、龙陵，三地比邻，构成一

个大三角形。1942年5月，我第一次入缅远征军作战失
利，日军自缅甸经畹町攻入滇西，怒江以西的大片国土沦
陷。此后远征军重建，在以史迪威将军为代表的美国盟
军有力支持下，经过换装美式装备和全面整训，于1944
年5月11日渡过怒江开始大反攻。担负腾冲方向作战
的，是霍揆彰、周福成、阙汉骞等将领指挥的第20集团军
的五万官兵。经过“二战海拔最高的战场”——高黎贡山
之战、腾冲外围战、围城攻坚之战，浴血激战127天，歼灭
日军“腾越守备队”3000余人，我军付出伤亡近1.9万人、
阵亡9117人的惨重代价，终于收复腾冲。

在滇西大反攻的松山、龙陵等战场，远征军第11集
团军和第8军也付出了同样惨重的代价：龙陵会战阵亡
官兵1.7万余人，方圆十余平方公里的小小松山，亦伤亡
官兵7763人、阵亡4000人。战后，这两地也像腾冲一样
修筑了安葬英烈的国殇墓园。遗憾的是，在后来“大跃
进”“文革”等运动中，这两处墓园均遭彻底毁坏，且因史
料失散而难以重修。相比之下，腾冲国殇墓园比较幸运，
虽然也曾遭严重破坏，但昔日纪念设施设计图纸和大部

分阵亡将士资料被有心人珍存，在上世纪80年代重修时
有所参照，终于得以以历史原貌呈现给后人。

直到今天，前来瞻仰的内地游客看到这座民国墓园
“原汁原味”的样子，仍感到惊讶。近两年受邀前来参加
迎接缅甸远征军阵亡将士忠骸归国活动的台湾国民党
领导人蒋孝严、吴伯雄等初次踏访此地，也为之感叹不
已，并称赞大陆方面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和胸怀。这一
切，首先得益于腾冲人三十年前的历史担当。

因为地处极边，腾冲长期以来不为内地所熟悉；即
便领略了那里的火山温泉湿地等神奇自然景观的人，也
不一定了解那里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在腾冲，家家户
户都供奉着“天地国亲师”的牌位，以及自明朝戍边来到
此地之前的籍贯郡望。近年来，媒体称腾冲为“一部散
落在边地的汉书”，是“中国人的心灵故乡”，只有亲临此
地，才能体味到它的内涵。

如今，在腾冲人的心目中，埋葬在国殇墓园的英烈
是死去的祖先，战后流落在当地的抗战老兵是活着的祖
先。腾冲人正以无比的虔诚和恭敬，尽着那份孝道。

国 之 殇
□ 余 戈

自 豪 感 从 哪 里 来
□ 郝旭光

一 场 正 义 的 审 判
□ 张允强

69年过去了，抗战的硝烟已然散去，但历史的记忆不可磨灭。勿忘历史，缅怀

英烈，是我们赢得未来的重要基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