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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書譯自關於中國「慰安婦」的首部英文專著，Chinese Comfort Women: 
Testimonies from Imperial Japan’s Sex Slaves。1「慰安婦」一詞對於中國讀者來說
並不陌生。1930 年代初至 1945 年間，日本帝國軍隊在亞洲強徵大量婦女，將
她們稱為「慰安婦」，投入軍用「慰安所」，肆意蹂躪。「慰安婦」是日文同字
詞的直譯。「慰安」二字的含意與受害女性在日軍慰安所裏的悲慘遭遇大相徑
庭，因而這個掩飾罪惡的詞語是不應當用來指稱那些受害女性的。本書之所
以使用「慰安婦」一詞，是因為該詞近年來已經成為廣為人知的專用語彙，
在國際討論、歷史研究及法律程序中專指亞太戰爭期間遭受日軍蹂躪的性奴
隸。因此，筆者在本書中將「慰安婦」一詞加引號，作為一個專題討論用語 
使用。

關於「慰安婦」的報導在日本戰敗後曾零星見於一些回憶錄、藝術作品、
小說雜誌及電影書刊，2 但直到 1990 年初「慰安婦」索賠運動興起，這一問題
才在世界範圍內引起重視，成為高度政治化的國際議題。3「慰安婦」索賠運
動最初由韓日學者及婦女運動組織發起，很快得到了各國民間團體、研究人
員、法律專家及媒體的關注與支持。這場運動所形成的國際社會話語環境為
日軍慰安所倖存者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使她們終於能夠打破沉默，公開講出
自己戰時的悲慘遭遇。

「慰安婦」口述史的英文出版概況

1991 年，韓國倖存者金學順（1924–1997）首先站出來，以原日軍「慰安
婦」的身份公開作證，帶動了更多的慰安所倖存者出面講述自己戰時的經
歷。倖存者的控訴為了解日軍慰安所的真相提供了第一手資料，也為搞清

「慰安婦」問題的實質提供了關鍵信息。自 1990 年代以來，各國研究者為記
錄、刊行倖存者的口述材料，以及把她們的口述史介紹給國際社會而付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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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努力。在「慰安婦」口述史的英譯本中，兩本倖存者自傳影響較大。
一本是《五十年的沉默》（Fi�y Years of Silence, 1994），該書為出生在荷屬東印
度（今印度尼西亞）的荷蘭裔受害者珍 • 拉芙 – 奧赫恩（Jan Ru�-O’Herne）所
著；另一本是菲律賓受害者瑪利亞 • 羅莎 • 漢森（Maria Rosa Henson）的《慰
安婦：苦命的奴隸》（Comfort Woman: Slave of Destiny, 1996）。這兩本書詳細記
錄了受害者在亞太戰爭期間被迫充當日軍性奴隸的苦難經歷，引起了廣泛的
反響。與此同時，國際法學家委員會發表的專題報告《慰安婦：無盡的煎熬》

（1994），4 也刊載了菲律賓及韓國倖存者的口述材料。隨後聯合國的三份調查
報告相繼問世，將「慰安婦」制度明確定性為日軍性奴隸制度。5 這些調查報
告中所揭露的日軍「慰安婦」遭受的非人待遇，在國際社會中引起了強烈的震
動。1995 年，Keith Howard 編輯的英文專集《韓國慰安婦紀實》（True Stories 
of Korean Comfort Women）出版發行。此書韓文原版為「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
協議會」和「挺身隊研究會」所編，收有 19 位原「慰安婦」的口述材料。該書
作為首部「慰安婦」口述史專集，是韓國倖存者的集體控訴，有力地挑戰了
戰後日本官方對那場侵略戰爭所作的描述。從 1990 年代中開始，越來越多的
原「慰安婦」證言被譯成英文。其中影響較大的有 Chungmoo Choi 主編的《慰
安婦：殖民主義、戰爭與性》（�e Comfort Women: Colonialism, War, and Sex); 
Dae-Sil Kim-Gibson 的專著《打破沉默：韓國慰安婦》（Silence Broken: Korean 
Comfort Women；與該書同時發行的還有著者的獲獎紀錄片，內含 36 分鐘的
韓國原「慰安婦」的證言）；由 Sangmie Choi Schellstede 主編、譯自華盛頓慰
安婦問題聯盟訪談錄的《慰安婦在控訴：日軍性奴隸的證言》（Comfort Women 
Speak: Testimony by Sex Slave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以 及 由 Nelia Sancho 主
編，亞洲女性人權委員會出版發行的《亞洲婦女遭受的戰爭罪行：二戰時期
的日軍性奴役——菲律賓慰安婦》（War Crimes on Asian Women: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by Japan during World War II—�e Case of the Filipino Comfort Women）。6

與此同時，一些英文學術專著和大眾讀物也發表了部分慰安所倖存者的口述
片段。7 倖存者口述資料的出版及學者們將其介紹給國際社會的努力，不僅
為世人認清日軍「慰安婦」制度的本質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也在當前國際性的

「記憶變革」（memory change）8 中有著重要意義。千百年來，社會的、政治
的、男權至上的歷史敘事，慣將女性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正常化，將戰爭與性
暴力的連繫合理化。慰安所倖存者講述的親身經歷不僅徹底顛覆了以往的敘
事邏輯，也引起國際社會對「慰安婦」問題及相關的人道原則的廣泛注意。

隨著越來越多的「慰安婦」口述史以英文出版，關於「慰安婦」問題的國
際討論中終於聽到了慰安所受害者的聲音。然而長期以來，關於中國「慰安



引 言 3

婦」的信息在國際上卻明顯地缺失。從以上的概述中可以看出，除少數東南
亞地區的受害者外，此前見諸英文的倖存者口述資料大都採自日本前殖民地
的受害者，而日軍佔領地區，特別是中國大陸受害者的資料，幾近全無。這
種狀況嚴重地影響了國際社會對「慰安婦」這一複雜歷史問題的全面認識。

關於「慰安婦」問題的國際爭論

在圍繞「慰安婦」問題的國際討論中，日本軍隊到底有沒有強迫女性進入
慰安所是一個爭論的焦點。韓國受害者最初站出來作證時，日本政府矢口否
認前日本帝國軍隊與強徵婦女有任何瓜葛。直到 1992 年，日本歷史學教授吉
見義明公布了他所發現的戰時日本官方文件後，日本政府才改變了原先的說
法。從那時起，日本的進步學者和法律專家始終在支持「慰安婦」索賠運動中
起著重要作用。2007 年，日本戰爭責任資料中心（�e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Documentation on Japan’s War Responsibility, JWRC）的專家們在長期研究的基
礎上，發表了〈關於日軍慰安婦問題呼籲書〉。呼籲書指出：「前日本海陸軍
為滿足軍人的需要建立了『慰安婦』制度。由軍方決定慰安所設立的時間、地
點、方式，並付諸實施，提供房屋，制定規則與收費標準，同時掌控對慰安
所的管理。日軍完全清楚這些女性是如何被投入慰安所的，也十分清楚她們
進入慰安所之後遭受了何等折磨。」呼籲書最後強調：「如果日本國內以往的
執照賣淫制度可被稱為一種變相性奴役，那麼日軍的『慰安婦』制度則是徹頭
徹尾的、赤裸裸的性奴隸制度。」9

持這種看法的不限於日本學者。1990 年代以來，國際上眾多學者、法律
專家和人權運動人士都將戰時日本的「慰安婦」制度定性為強制賣淫和軍事性
奴役制度。10 然而長期以來，部分日本政府官員卻始終堅稱 , 無確鑿文件可
以證明日本政府與軍隊參與了強行將女性送入前線慰安所的行動。11 一些保
守作家和右翼人士也聲稱，「慰安婦」是在戰區私人經營的妓院裏賣淫的職業
妓女，並未受到國家或軍隊的任何強迫。12

妮克拉 • 亨利（Nicola Henry）在研究武裝衝突中的性暴力時指出：「在
亞洲廣泛建立『慰安所』並將她們稱為『軍妓』的做法，在道德概念上起著混
淆黑白的作用，把本應受到嚴厲譴責的日軍性奴役行為塗改為受害者參與
合作」，從而使受害女性在國內外尋求公道的過程中遇到難以踰越的法律障 
礙。13 的確，「慰安婦」被徵入慰安所的方式多種多樣，她們在慰安所中的遭
遇也不盡相同。這種複雜性的存在，不僅被右翼分子和保守人士用來否認日
軍曾犯下性奴役罪行，也使一些同情受害者的學者對是否應把「慰安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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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為性奴隸制度產生了疑問。韓裔美國學者 C. Sarah Soh 在《慰安婦：性暴力
與韓日的後殖民時期記憶》一書中，就不贊成「日本的進步歷史學家做出的籠
統定性，把這一現象看作是『官方有組織的性暴力』或『系統性的、全面的軍
事性奴役』。」14 她強調「慰安婦」被送入慰安所有不同方式，而且她們在慰安
所中的經歷存在多樣性，認為將慰安所認定為「強姦中心」是「有失偏頗」。15

Soh 試圖跳出日本侵略戰爭背景的局限來分析針對女性的「結構性性暴力」
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16 從這個意義上講，她的專著提供了一個不同視
點。然而，正如 Soh 的書名所示，她的研究主要以韓日受害者為調查對象，
基本未涉及包括中國婦女在內的日軍佔領下各國受害者的遭遇。17 應當指出
的是，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研究者的調查表明，日軍「慰安婦」制度受害者的總
數遠遠超過以往的估計，其中在日軍佔領區被擄掠的中國女子，就約達 20 萬
之多。18 不全面了解這一受害者群體的經歷，就無法對「慰安婦」制度的性質
做出正確分析。

被長期掩蓋的暴行

中國受害者數量驚人，但長期以來卻鮮為國際社會所知，這種狀況是由
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首先，絕大多數中國「慰安婦」是在日軍佔領她們的家
鄉時被擄進慰安所的，非人的折磨使她們中的大部分未能活下來講述自己的
遭遇。戰時日軍士兵普遍認為，殘暴對待敵國國民是軍隊允許的戰爭行為；
他們的殘酷折磨導致了中國「慰安婦」極高的死亡率。這些受害女子或死於毒
打，或因傷病得不到醫治而亡，或為逃跑被殘殺，或遭士兵性虐致死，或在
日軍撤離時被屠殺滅口。其次，與從日本本土或殖民地徵集的「慰安婦」不
同，日軍在佔領區隨意抓擄中國婦女通常不留任何記錄，加之第二次世界大
戰結束時日軍銷毀了大量相關文件，19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IMTFE）和中國政府又未能對「慰安婦」問題
及時進行徹底調查，致使中國「慰安婦」的受害情況一直沒有搞清。此外，戰
後相當長的時間裏，社會政治環境的壓抑迫使那些死裏逃生的倖存者們緘口
不語。許多慰安所倖存者甚至被自己的同胞和政府看作是民族的恥辱、協助
敵國的漢奸，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運動中受到迫害。長期以來，中國社會
中根深蒂固的傳統貞操觀，也構成了對倖存者的無形桎梏。這一傳統觀念要
求女性不惜一切，甚至以生命為代價去保持貞潔。遭到強姦的女人被看作不
貞不潔，有辱庭門。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中，倖存者伸冤無門。即使在今天，
雖然社會政治氣候已經有了很大的轉變，「慰安婦」追索正義也已經成為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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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性的運動，但很多中國受害者仍然顧慮重重，不願公開說出自己戰時的
經歷。

「慰安婦」的遭遇，並不是唯一一個二戰後在中國大陸閉口不提的戰
爭創傷。北美學者戴安娜 • 拉里（Diana Lary）和斯蒂芬 • 麥金農（Stephen 
MacKinnon）曾指出，雖然二十世紀前半葉那場反侵略戰爭是中國歷史上最慘
烈的戰爭，造成了無以數計的物質損失和人員傷亡，但在中國，人們竟「對
談論那場殺戮表現出幾近抵觸的沉默」，而且「海峽兩岸的媒體對報導日軍的
暴行一致保持低調」。20 他們認為這是由於「臺灣國民黨政府對自己在日本人
面前節節敗退時發生的慘案難以啟齒」，而「共產黨則擔心追究日軍暴行所造
成的苦難會導致民眾對本國文化大革命帶來的災難予以追究。」21 可以說，上
述種種社會政治因素交織在一起，迫使中國「慰安婦」倖存者戰後長期處於沉
默；她們的慘痛記憶，也被排除於民族國家的英勇抗戰史敘事之外。

中國「慰安婦」口述史研究近況

在韓日「慰安婦」索賠運動的激勵下，中國大陸自 1990 年代初，掀起了
調查研究「慰安婦」問題的草根運動，眾多研究者、志願者投入其中，許多
重要的研究論著相繼問世，例如蘇智良的《慰安婦研究》（上海書店，1999）；
蘇智良、陳麗菲合著的〈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略論〉（中文版載於《歷史研究》
1998；英文版《中國社會科學》，2000）；陳麗菲的《日軍慰安婦制度批判》（中
華書局，2006）。此前，韓日研究者根據當時已有的資料和倖存者的證言，曾
就日軍戰時拘禁婦女充當慰安婦的人數作出推斷，各種估計從 3 萬到 20 萬不
等。22 然而當時的推斷並未完全包括為數眾多的中國受害女性。蘇智良和其
他中國研究者根據近年來在大陸調查的結果估計，從 1931 年日軍佔領中國東
北到 1945 年日本戰敗，被迫淪為日軍「慰安婦」的女性約比早前的推測多一
倍，而其中一半是中國女性。23 然而近二十年來，儘管越來越多的中國原「慰
安婦」的證言及相關資料已在大陸出版，僅有少數見諸日文書刊，而中文語
境之外的讀者幾乎得不到相關信息。應當說，國際討論中關於中國「慰安婦」
信息的缺失，是當前「慰安婦」問題研究的一個嚴重問題；這不僅是因為中國

「慰安婦」在這一受害群體中數量巨大，而且因為她們作為日本帝國主要敵國
的國民，在等級分明的「慰安婦」制度中受到常人難以想像的殘酷蹂躪。可以
說，沒有對中國「慰安婦」遭遇的認真研究，便無法準確分析「慰安婦」制度
的性質及其加害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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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之貢獻

本書原著以英文出版，旨在彌補國際討論中關於中國「慰安婦」信息的
不足。本書英文版由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於 2013 年首刊，英國
牛津大學出版社和香港大學出版社於 2014 年同時發行平裝本。書中刊載了
12 位中國原「慰安婦」的口述史，並綜合介紹了中國研究者的諸多研究調查結
果。通過採集慰安所倖存者的親口證言、展示慰安所的大量興建與日本侵略
戰爭進展的密切連繫，本書清楚地揭示出「慰安婦」制度作為軍國主義戰爭工
具的實質，無可辯駁地證明，日本帝國軍隊直接參與了擄掠、敲詐、蹂躪和
奴役大量女性。雖然日本軍方首腦一再聲稱，興建慰安所是為了防止大規模
強姦及性病在士兵中發生，但日軍強徵數十萬女子，全面建立慰安設施任由
士兵發洩性慾，實際上是在將大規模強姦合法化、制度化。本書記述的 12 位
倖存者，都是在日軍佔領她們家鄉時被抓進慰安所的。她們的受害地點幾乎
遍及中國大陸，從山西省北部，到海南島南端，從大都市上海周邊，到偏遠
的雲南山村。她們的口述與當地的歷史記載及目擊者證詞相印證，無可置疑
地揭露出「慰安婦」制度是不折不扣的性奴隸制度、令人髮指的戰爭罪行。

中國「慰安婦」的經歷首先無可辯駁地證實了日軍暴力強徵婦女的歷史事
實。1990 年代以來，在「慰安婦」是如何進入慰安所這一問題上，始終存在著
爭論，而相關信息的缺乏，是造成這種爭執不休局面的一個重要原因。一方
面，此前國際社會並不掌握日軍在佔領區大量擄掠婦女的情況；另一方面，
日軍在本國及其殖民地徵用「慰安婦」時，刻意使用了欺瞞手段，給混淆是非
者可乘之機。據報導，軍方在日本國內及其殖民地徵召「慰安婦」時，慣用伎
倆是以虛假招工誘騙貧困人家的女子，或對女學生、女青年進行軍國主義洗
腦煽動。不明真相的受害者，往往直到被騙進慰安所遭受強姦時，才知道所
謂「工作」的真正性質。在徵召過程中，日本軍方人員通常躲在幕後，由妓院
老闆或勞務中介出面。由於存在這些欺騙的方式，右翼勢力堅持否定日軍曾
參與強徵「慰安婦」。

雖然日軍在中國大陸也曾採用這種欺騙的徵召伎倆，但他們在佔領區
強徵「慰安婦」時，通常是明目張膽的抓擄。曾於 1912 年到 1940 年間居住在 
南京的美國聖公會牧師約翰 • 馬吉（John Magee）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
時，陳述了一名中國少女在南京附近被日軍抓走囚為性奴隸的經過。他說：

那是1938年2月，我把這個女孩子帶到醫院，與她談了很久，其後
又多次去看過她。她從距南京60英里的蕪湖來，父親是開店鋪的。
日本士兵衝進她家，說他哥哥是抗日軍人，把他殺了。但女孩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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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哥並沒有當兵。日本兵又殺了她的嫂子，因為她反抗強姦；接著
又殺了她姐姐，因為她也反抗強姦。女孩的父母跪在日本兵面前求
情，也被他們殺害了。所有這些被害人都是用刺刀戳死的。女孩嚇
得暈了過去。日本兵就把她抬到一處駐軍營房，把她在那裏關了兩
個多月。頭一個月她每天遭到士兵輪姦。他們拿走她的衣服，將她
鎖在屋內。後來她病得很厲害，他們怕她傳染，就把病重的她扔在
那裏不管，整整一個月。24

馬吉所陳述的日軍對手無寸鐵的中國平民施加的這種暴行，在日軍侵華
戰爭期間極為普遍。25 事實上，這個女孩子的遭遇與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
安婦」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記載的許多案例十分相似。多年來，蘇智良和他
的研究團隊記錄了 102 個日軍在中國大陸強徵的「慰安婦」的實例。其中 87 人 
是在日軍佔領她們的家鄉時直接被日軍抓走的；10 人是由當地漢奸傀儡受命
於日軍抓走的；3 人是被日軍以招工的名義騙入慰安所的；只有 2 人戰前是
妓女，但她們也是在佔領軍把妓院改為軍用慰安所後被迫成為日軍「慰安婦」
的。26 為了盡量客觀地記述中國「慰安婦」受害的實況，本書記述的 12 個實
例中特別包括了兩位被騙入慰安所的受害者的口述。從這兩位倖存者的經歷
以及本書第一部分提到的其他案例可以看出，即使是採用誘騙的「招募」方
式，日軍在佔領地區的「招募」也幾乎無一例外地伴隨著暴力脅迫。如馬吉所
述，絕大多數中國「慰安婦」不僅本人被暴力綁架，還親眼目睹了自己的家人
慘遭折磨與殺戮。日軍官長不但允許並指使手下的士兵使用暴力，他們自己
常常就是施暴者。擄掠和強姦如此普遍，乃至日本兵們竟以凌辱中國女性為
樂，當作嚴酷軍旅生活中的犒賞。原日本帝國陸軍第 59 師團 54 旅團 110 大隊
富島健司伍長在他的回憶錄〈狗〉中寫道，1943 年 12 月 8 日，在慶祝日本天皇
對美英宣戰詔敕日兩週年的那天，他所在的部隊路過中國渤海灣沿海的一個
小村莊，日軍士兵強迫當地一個年輕姑娘光著身子在地上爬，用刺刀刺她的
臀部供他們娛樂，並就地抓了一群婦女做部隊的「慰安團」。27 可以說，要搞
清日軍強徵「慰安婦」的歷史真相，中國「慰安婦」的遭遇是不可缺少的史實。

中國「慰安婦」的悲慘經歷清楚地將日軍慰安所的罪惡本質暴露在光天化
日之下，同時徹底揭露出「慰安婦」制度作為日本侵略戰爭工具的軍國主義
實質。在分析日軍「慰安婦」制度的性質時，各國研究者曾將不同形式的「慰
安」設施按經營者、經營時間長短及「組建動機」（organizational motives）28 分
類考察。吉見義明根據經營者的不同身份把慰安所歸為三類：（1）由日本軍
隊經營並專為軍方人員使用的慰安所；（2）經營者非軍方人員但受到軍方嚴
格管控、專為軍方人員使用的慰安所；（3）由軍隊指定並優先供軍方人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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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同時也向非軍方人員開放的慰安所。29 田中利幸（英文筆名 Yuki Tanaka）
則按照經營時間長短，將慰安所劃為三類：（1）設在主要城市的「穩定型」慰
安所；（2）附屬於大部隊的「半穩定型」慰安所；（3）前線小部隊建立的「臨
時」慰安所。30 雖然吉見與田中所採用的分類方法不同，他們都把「慰安婦」
制度定性為日軍性奴隸制度。與他們的分類截然不同的是 C. Sarah Soh，她
在專著中按照「經營資助者的動機」把慰安所進行分類，認為這樣能夠「更好
地揭示慰安制度的本質」。31 Soh 所分的三類是：（1）以賺錢為目的而建立的

「租界」慰安所，或由租界日僑經營的商業性妓院；（2）旨在「通過有規範的
性服務來管理部隊」的、由日軍全權掌控的非營利娛樂性「準軍用」慰安所； 

（3）「主要是在發生了士兵對當地婦女性犯罪後出現的」「犯罪性」慰安所。32

Soh 認為最後一類「犯罪性慰安所主要出現在戰爭尾期，即 1941 年 12 月日本
偷襲珍珠港之後」。33 她由此認為，把慰安所和慰安制度定性為強姦中心和軍
事性奴役，是「未能對慰安制度做出準確判斷：這樣定性是把各類不同的慰
安所簡單化地混為一談。」34

的確，日軍慰安設施種類繁多，簡單的分類實難概括。Soh 的分類從慰
安所經營者的動機著眼，可說是一個新的嘗試。雖然她所歸納的最後一類，

「犯罪性」慰安所的「經營動機」，在概念上令人頗為費解，將慰安所經營者
的不同動機做為一種分類標準也未嘗不可。然而，當採用這一分類標準來分
析慰安所的性質時，分析者必須掌握全面的調查數據，並回答下述的關鍵問
題：所謂的「租界」慰安所在日軍慰安設施的總數中是否佔有很大比例？「準
軍事」慰安所的經營者所鼓吹的建所目的是否與這些慰安所的實際所為性質
相符？性犯罪是否僅僅發生在那些由個別小部隊臨時建立的前線慰安設施
中？是否有足夠證據證明「犯罪性」慰安所主要出現在戰爭末年？要回答這些
問題，不能不對中國「慰安婦」的受害事實進行深入的考察。

來自中國大陸的史料顯示，早在 1932 年，當日軍在中國的主要港口城市
上海正式設立了第一家海軍慰安所，並在東北日佔區設立陸軍慰安所時，駐
在中國東北的日軍已開始擄掠當地女子充當性奴隸。士兵們肆意綁架婦女，
把她們抓進軍營或者關在強佔的民房內權作「慰安婦」。35 此類臨時慰安設施
在南京大屠殺前後急劇增加，也在整個侵華戰爭中與日軍正式設立的慰安所
並存。在侵華日軍中，不僅大部隊普遍在駐地附近設置慰安所，各個小隊或
分隊也常有自己的慰安設施。本書採訪的 12 位原「慰安婦」中，有 8 位是被關
在這種臨時慰安設施中受奴役的。這些臨時慰安設施常常設在炮樓、營房、
窯洞、被霸佔的旅館、鐵皮搭建的棚屋，甚至是受害者自己的家中。這 12 位
原「慰安婦」受害的時間跨度也很大，從南京大屠殺硝煙未散的 1938 年初，
到 1944 年日本投降前夜，並非如 Soh 所說，「犯罪性」慰安所只出現在戰爭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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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倖存者朱巧妹為例，她一家有四位女性在 1938 年春日軍侵佔崇明島時
被佔領軍囚為性奴隸。她們未被關在常規慰安所，而是被迫在自己家中遭受
凌辱，並隨時被叫到日軍炮樓中去受蹂躪。這種形式的摧殘，在其他地區鮮
有報導，但在日軍佔領下的中國大陸卻非常普遍。

中國「慰安婦」倖存者口述史所揭露的另外一個重要事實是，雖然最殘忍
的性犯罪常常發生在臨時搭建的前線慰安所中，性暴力與各種摧殘也普遍發
生在那些大部隊設立的所謂「規範性」慰安所及建在城鎮的私人經營的慰安
所中。本書第二部分記載的雷桂英的遭遇就是一個典型例子。1937 年，時年 
9 歲的雷桂英在南京江寧區親眼目睹了日本佔領軍在首都南京一帶肆意強
姦、綁架和殺戮中國婦女的暴行。雷桂英後來受僱於居住湯山的一對日本商
人夫婦，幫他們看小孩。她萬萬沒想到，自己剛滿 13 歲就被強迫在僱主經
營的軍人妓院充當「慰安婦」。日本軍人在這家私人經營的妓院裏對雷桂英施
加的蹂躪無疑是殘暴的犯罪：她不僅遭到強姦與毒打，還在反抗時被刺刀戳
傷，導致她的一條腿終身殘疾。

像雷桂英這樣的遭遇並不罕見。蘇智良、陳麗菲和他們的團隊自 1993 年
以來在全國 22 個省市展開調查的結果顯示，慰安所的暴力殘害規模驚人。僅
上海一個城市，現已核實的慰安所舊址就有 166 處，36 而這個數字還不包括那
些已知曾經存在、但因戰後城市建設而無法查證地址的部分。37 在中國南端
的海南島，調查者們在島上找到了 62 個原日軍慰安所。38 關押在這些慰安所
中的中國婦女全部受到駭人聽聞的折磨。日軍只給這些性奴隸少量食物，以
維持她們不死，好對她們反覆施加性暴力。反抗者遭到毒打殺害，試圖逃跑
者連同家人都會被處以肉體折磨乃至斬首的酷刑。

在被奴役囚禁的條件下，絕大多數中國「慰安婦」非但得不到報酬，她們
的家人為救她們脫離苦難還常常被迫付給日軍大筆贖金。在關於「慰安婦」的
國際研究中，部分「慰安婦」得到報酬這一點曾導致對「慰安婦」性質的不同
看法，甚至有人藉此認為慰安所是商業性妓院，而「慰安婦」是職業妓女。不
能否認，少數「慰安婦」在慰安所裏或被徵召時得到過些許報酬，但是絕大多
數「慰安婦」在被投入慰安所之後既被剝奪了自由並被強迫為日軍提供性服
務。雖然「慰安婦」的徵召方式及其遭遇不盡相同，但就慰安制度整體而言，
其強迫性不容置疑。事實上，日軍對不同國籍的「慰安婦」施以不同對待，尤
其是對敵國的女性，常施以慘無人道的迫害。這一點恰恰證明了日軍慰安婦
制度是一種戰爭犯罪：它為軍國主義戰爭而建立，也通過戰爭使它的存在成
為可能。儘管日本帝國軍方首腦聲稱，設置軍用慰安所系統的動機是通過為
士兵提供常規的、有規範的性服務，去防止強姦及性病的普遍發生，這一制
度的直接結果卻與上述的所謂動機大相徑庭。慰安所作為一個官方認可的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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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非但沒有防止強姦的發生和性病的傳播，反而將發生在慰安所內外的大
規模性暴力合法化，並為其提供了保護傘。伴隨著日軍在佔領地區大批強徵

「慰安婦」，擄掠婦女、拐賣人口，以及性奴役等罪行普遍發生。
本書記載的倖存者口述史還揭示出造成她們一生苦難的社會、政治和文

化因素。如 Soh 指出：「男權統治的社會體制對女兒、妻子的虐待，長期以來
的男權主義性文化，以及殖民主義的政治、經濟，都使女性很容易成為性壓
迫的犧牲品。」39 為了對中國「慰安婦」的受害狀況有比較全面客觀的描述，
本書收載的倖存者口述史既包括她們戰前的經歷（如被走投無路的父母賣給
人家作童養媳，或是從婆家逃走以反抗虐待），也記錄了她們戰後因為曾被姦
污和「為敵國服務」而受到歧視迫害的心酸故事。的確，「慰安婦」一生的苦
難並非只定格於她們在慰安所的歲月。她們戰前的苦難、戰後的煎熬，以及
當前追索正義的艱難路程，同樣引起我們心靈的震撼，讓我們思考人性原則
的根本。然而，在揭示鑄成「慰安婦」苦難一生的多種因素的同時，中國受害
者的敘事共同證明了一個鐵的事實，那就是日軍「慰安婦」制度是徹頭徹尾的
性奴役，它給無數女性的人生帶來了極其深重的苦難。

本書結構

本書主要由三個部分組成。第一部分簡述日軍侵華史，為倖存者的個人
敘述鋪陳歷史背景。「慰安婦」制度始於日本侵華戰爭之初，最早的慰安所於
1932 年前後建在中國東北和上海，至 1937 年底南京大屠殺期間開始迅速擴
展，一直延續到 1945 年日本戰敗。這一過程顯示出，慰安所的大規模建立與
日本侵略戰爭的進程密切相關。通過記述大陸人民對那場反侵略戰爭及日軍
慰安所的歷史調查與記憶，第一部分介紹了許多西方讀者迄今未知的史料，
譬如前面談到的日本帝國武裝侵佔中國大陸後大規模綁架婦女，利用漢奸協
助建立慰安所，由小股部隊在佔領區甚至前線遍設各種簡易慰安設施，及迫
使受害者的家人為解救被綁架的妻女交納巨額贖金。

第二部分以 12 位慰安所倖存者的口述材料為主體。開篇介紹調查方法，
進而將 12 位原「慰安婦」的口述史按照地域劃分為三章，各章的故事按戰爭
進展時間順序排列。為幫助讀者理解口述史的內容，筆者在每篇口述材料
前面提供了戰時當地歷史背景簡介，並對讀者不熟悉的事件、名詞等加以說
明。本書所收口述史在地域（受害者家庭及慰安所所在地）、經歷、被害年
齡、被害時間等方面都具有廣泛的代表性。這一部分及本書第一部分所記錄
的性奴役暴行相當殘忍，讀者在閱讀時應有心理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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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第三部分主要記述倖存者戰後的生活狀況，以及 1990 年代以來在
中國興起的支持「慰安婦」追索正義的大眾運動。倖存者戰後的生活實況暴露
出一個可悲的事實：由於社會偏見和政治情勢，飽經日軍蹂躪倖存下來的中
國「慰安婦」，戰後大多面對歧視和排斥，始終生活在貧困之中。筆者在這一
部分介紹了中國「慰安婦」索賠運動的概況，包括倖存者的法律訴訟及相關的
法律爭議和國際援助，尤其是來自日本人民的援助。這場跨越國界的聲援運
動清楚地表明，對「慰安婦」悲慘遭遇的關切不分國界，她們的苦難深深地牽
動著全世界人的心。

引用資料

本書第二部分收錄的倖存者口述資料，是由上海師範大學中國「慰安婦」
研究中心創建人蘇智良和陳麗菲在長達十年的過程中調查記錄下來的，由筆
者丘培培根據中文記錄編輯整理。從 1990 年代初開始，蘇智良和陳麗菲在
中國大陸「慰安婦」研究中起著重要的推動作用。多年來，他們在各地研究者
的幫助下，確認並記錄了 100 多位原「慰安婦」的經歷。本書從中選取了 12 位
倖存者的故事，分別代表不同受害地點、時間及被囚方式。受害者講述的經
歷，距今已逾半個多世紀。鑒於倖存者曾遭受嚴重的身心創傷，高齡體衰，
她們中的大多數又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為避免記述的誤差，蘇智良與陳麗菲
多次前往受害者被抓捕、關押的地點，查找當地歷史記錄，並尋找目擊者取
證。儘管個人的記憶有限，並可能存在某些誤差，本書記載的倖存者受害經
過均經過核實，因而可以說，她們的口述史提供了關於日軍慰安所實況的真
實寫照。

筆者丘培培在撰寫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時，調查了大量中、日文的第一
手資料，並廣泛參考了當代學者的研究成果。關於日本侵華戰爭歷史（1931–
1945）的概述參閱了中、日、英文相關史料，特別是近年來出版的、綜合
各國學者研究成果的論著，譬如《戰火中的中國：中國各地區，1937–1945》

（China at War: Regions of China,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中國之戰：1937–1945年中日戰爭史論文集》（�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第一部分中關於日軍慰安所建立與擴張的論述參考了中日雙方的戰時
文獻，及戰後出版的歷史資料。吉見義明編輯的《隨軍慰安婦資料集》（『従
軍慰安婦資料集』，大月書店，1992），以及亞洲婦女基金會編輯的《政府調
查「隨軍慰安婦」相關資料集》（『政府調查「従軍慰安婦」関係資料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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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溪書舍，5 卷，1997–1998）中收錄的戰時日本官方軍事文件，提供了關於
日軍戰時體制及其在建立慰安所過程中所起作用的關鍵信息。近二十年來
中國研究者找到的實物、文檔及證言等多方面資料，也為搞清日軍有組織的
性犯罪提供了有力證據。為了盡量客觀、全面地記述日軍「慰安婦制度」，本
書的第一部分不僅引用了中國民眾和軍人的目擊證詞，也援引了日本軍人的
相關日記與文書。戰時駐華外國公民的目擊者記錄、回憶，也為本書關於日
軍性犯罪的撰寫提供了重要細節與多重視點。本書的調查和撰寫，從各國學
者對日軍性暴力及「慰安婦」制度的研究成果中獲益匪淺。

本書第一、三部分中關於中國「慰安婦」受害群體的記述參考了近二十年
來中國研究者的調查結果。伴隨著 1980 年代末興起的國際性「慰安婦」索賠
運動，日軍侵華暴行錄的出版在中國大陸勢如洩洪，以電視記錄片、電影、
媒體報導、網絡文章、口述史、小說、回憶錄和歷史書籍等多種形式大量湧
現。日軍暴行錄在這一時期的湧現有多方面的因素。一是當時在日本出現的
否認日軍戰爭暴行的現象，在中國各界引起了強烈的憤慨；二是隨著歷史見
證人年事增高，保存抗戰史回憶材料的呼聲高漲；三是長期被壓抑的受害者
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開始發聲；四是地方史誌的編寫在文革後得以恢復。還
有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是來自國際「慰安婦」索賠運動的激勵。隨著抗日戰爭
回憶錄的大量發表，關於日軍戰爭暴行的調查在全國範圍內普遍展開，出版
了大批叢書、合集、專著和論文。在這一大背景下，一度在日本戰犯審判中
被忽略的日軍性奴役罪行，在中國大陸重新進入公眾視野，並引起了廣泛的
關注。

筆者關於侵華日軍性奴役的論述參閱了大量的中文資料，並引用了近年
來解密、出版的檔案文件，包括被俘日本軍人和漢奸的供詞。本書的第一
部分亦援引眾多中國學者發表的實地調查、研究報告和證言材料，特別是由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40 地方政協文史資料委
員會、中國社會科學院及地方社科院、大學研究人員，和各地史學工作者
主持的調查結果。其中《侵華日軍暴行總錄》就是由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
會主編，在被日軍佔領過的 26 個省市自治區進行調查的成果。這項調查從 
1991 年 5 月開始到 1994 年 11 月結束，歷時三年半，彙集了 2,272 篇調查報告
和 83 張歷史圖片。總錄清楚地顯示出，日軍在各地犯下的野蠻罪行普遍包含
性暴力和性奴役。本書第一部分所介紹的另一個重要資料性書刊《日本侵略
華北罪行檔案 9：性暴力》，是一部長達十卷的日軍暴行錄叢書中關於性犯罪
的專集。此書由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和河北省社科院共同編集
出版，收載了保存在中央檔案館、河北省檔案館、北京市檔案館、天津市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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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館、青島市檔案館和山西省檔案館的相關資料。書中也收有「慰安婦」倖存
者的證詞和其他調查材料。

1990 年代興起的這場席捲中國大陸的、就侵華日軍暴行所展開的調查，
是一場以地方、民間研究者為主體的草根運動。本書所引用的三卷本《鐵蹄
下的腥風血雨——日軍侵瓊暴行實錄》（上、下、續集）就是地方學者和志願
者共同努力的結晶。從 1993 年到 1995 年間，海南島地區 6 市 13 縣的歷史工
作者和研究人員對日軍佔領海南島六年期間所犯的罪行進行了全面調查。這
個位於中國南海的島嶼，戰時被日軍據為主要軍事基地並駐有大量部隊。調
查表明，駐島日軍燒、殺、搶、虐之餘，還強迫島上居民到日軍工地上服勞
役，並在全島建立了為數眾多的慰安所，其中 62 所的遺址已經被確認。調查
人員並在島上找到了不少日軍慰安所倖存者，本書第二部分所介紹的黃友良、 
陳亞扁和林亞金，就是在海南調查者的幫助下站出來作證的倖存者。《鐵蹄下
的腥風血雨》三卷總計收載了 242 份調查報告，這其中既有慰安所倖存者的回
憶，也有被強迫做勞工的受害者所提供的第一手口述資料。

除上述研究者集體協力完成的大規模調查以外，近年來中國各地大學教
師和獨立研究者，也就日軍「慰安婦」制度展開了深入的專題研究，本書援引
的由蘇智良、榮維木、陳麗菲主編的論文集《滔天罪孽：二戰時期的日軍「慰
安婦」制度》，僅彙集了其中的部分成果。

綜上所述，本書關於中國「慰安婦」戰時經歷的記述，得益於諸多研究者
長期調查的成果，而筆者撰寫本書的目的之一，也是將中國學者的研究結果
介紹給廣大的國際讀者。為此，筆者就所引書刊為讀者提供了詳盡的註釋和
書目，並對本書記載的所有中國「慰安婦」註明了身份、受害時間、地點及信
息來源。

除中文資料之外，本書的寫作亦廣泛借鑑此前發表的日文文獻。吉見
義明、林博史、千田夏光、笠原十九司、洞富雄、石田米子、内田知行、 
田中利幸、内海愛子、西田瑠美子、金一勉、川田文子、鈴木裕子、上野 
千鶴子、池田恵理子、山下明子、平林久枝、松岡環，及日本戰爭責任資料
中心諸學者的研究，為筆者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這些學者及日本律師戶
塚悅朗、大森典子、小野寺利孝、高木健一，及由日本律師組成的中國戰爭
受害者索賠事件辯護團的長期調查，不僅提供了關於中國「慰安婦」的重要資
料，也激勵了筆者投入「慰安婦」問題的研究，並完成此書的寫作。

本書第三部分主要概述中國原「慰安婦」戰後的生活狀況，以及她們近年
來為追索正義所進行的鬥爭。在這一部分的寫作中，各國學者關於日本戰犯
審判和盟軍對日佔領的研究為本書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韓國、日本及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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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學者對日本戰爭責任和「慰安婦」索賠運動的探討，亦為筆者分析中國「慰
安婦」索賠運動的歷史、政治及法律沿革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除特別標示外，本書中來自英、日文書刊的引文，均由丘培培翻譯。正
文中外國人名及固有名詞的翻譯，於第一次出現時加括號註明原文，其後不
予重複。無慣用譯名的外文名稱直接使用原文。本書書目按中文、日文和英
文分別排列。中文書目按作者姓氏讀音依漢語拼音排序。日文書目按作者姓
氏讀音依日文字典順序排列。英文書目按作者姓氏依英文字母順序排列。

＊＊＊

多年來，幫助中國戰爭受害者要求賠償的日本律師團團長尾山宏為支持
中國受害者與日本政府打官司，無償付出了大量時間和自己的積蓄。當中國
記者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做時，他回答說：「我要對歷史負責，不管是中國人還
是日本人，都要對過去的歷史負責。」41 尾山宏簡短的回答擲地有聲。日本
帝國在亞太地區發動的那場侵略戰爭已經過去了七十年。七十年後的今天，
戰爭的創傷仍然折磨著每位受害者的身心，炙烙著每一個捲入那場戰爭的國
家和人民的記憶。撫平創傷、走向和解，始於對歷史負起責任。只要「慰安
婦」的悲慘遭遇尚未被正確地寫進歷史，我們留給後代的戰爭記憶就是不完
整的、不負責任的。為此，筆者希望藉此書為保存人類共有的歷史記憶略盡
綿薄之力。謹將此書獻給那些曾在戰爭中飽經苦難的人、那些至今仍然在苦
難中煎熬的人，以及那些把他人的苦難遭遇放在心上的人。



如前所述，慰安所的大量建立非但沒有防止性犯罪，反而給日軍的性暴
行提供了方便和保護傘。在整個侵華戰爭期間，發生在日軍慰安所內的系統
性性奴役與士兵在慰安所外肆無忌憚的姦淫暴虐始終並存，構成了一系列駭
人聽聞的以性侵犯為特徵的戰爭罪行。生活在日本侵略戰爭主戰場的中國女
性成為日軍性暴力首當其衝的受害者。

日軍性暴力的殘忍程度令人髮指。唐華元的調查顯示，日軍第 11 軍於
1939 年 10 月在湖南省岳陽縣建立了軍用慰安所，但士兵們並未就此停止在
慰安所外姦淫殘害當地婦女。1941 年 9 月，14 名婦女在金沙鎮被日軍擄獲，
因反抗強姦而慘遭殺害。1 1941 年 9 月 20 日，五個日本兵在金沙鎮輪姦了一
名少女，然後又強迫她的 60 歲鄰居吳葵清當著士兵的面與她性交。吳葵清憤
然揮拳猛擊日軍士兵，遭日本兵棍棒群毆打死。日軍隨即將吳的屍體倒插入
糞坑。2 一個月之後，日軍部隊開到歐陽廟（今新牆鄉河沿村市場），將躲避
在裏面的數十名婦女兒童趕出來，強迫兩名年過 60 的老婆婆脫光衣服繞天井
爬行，又用皮鞭把她們的陰部抽腫，插入刺刀；並將其他所有青壯年婦女姦
污，還逼迫父與女、母與子性交，違抗者皆被處死。3

日軍此類大規模的性犯罪，在中國大陸並不罕見。據安徽省鳳陽縣的調
查報告，日軍於 1938 年 2 月 1 日佔領鳳陽縣城時，城內居民已逃遁一空，但
是 2 月 2 號日軍當局貼出了「安民」告示，使很多人以為安全有保障，便陸續
回城。誰知日軍在 2 月 5 日突然關閉城門，開始瘋狂屠殺城內居民。僅五天
時間就殺害無辜平民 5,000 多人，燒毀房屋 4,000 多間。許多婦女，少至十來
歲，老至六七十歲，遭到日軍姦污蹂躪，連孕婦也不能幸免。有個懷孕婦女
遭強姦後被殺害，作惡者還用刺刀挑出她腹中的胎兒尋歡作樂。日軍強姦大
批婦女後，扣留了一批受害者在慰安所繼續蹂躪。4 大屠殺之後的 5 月 3 日
夜裏，抗日的新四軍戰士潛入城內，收繳日軍部分槍支彈藥，並抓了兩個漢
奸，救出被關押的慰安婦。次日，日軍瘋狂報復，將未及逃離鳳陽的 124 名

第四章

「慰安婦」制度下的性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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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全部殺光。5 月 8 日，日軍又藉口城裏居民在 5 月 3 日的營救事件中「勾
結山賊造反」，血洗了四眼井和三眼井地區，殺死無辜群眾 80 多人，並用機
槍在西城門內牆下掃射，打死 50 多人。日本兵發現有中國人逃進一座天主教
堂避難，便點火燒毀教堂，將避難平民閉門屠殺。士兵們在大屠殺中找到婦
女便強姦，還逼迫受害者的家人跪在一旁觀看，如若露出一絲憎恨或怒容，
就將被強姦的女子和她的家人全部殺死。很多女子為避免侮辱，跳溝或投井
自殺。在四眼井，一口十餘丈深的大井被女人的屍體填滿。5 這些大規模的
強姦和屠殺，都發生在設有軍用慰安所的地區。這些案例十分清楚地表明，

「慰安婦」制度並非如日軍宣稱的那樣防止性暴力，而是將性暴力合法化，進
一步助長了犯罪行為的普遍發生。

同樣殘忍的暴行在日軍慰安設施內部也非常普遍。以湖南省岳陽縣 
吳胡驛慰安所為例，該所由日本陸軍第 11 軍屬下的一個大隊直接控制，其經
費開銷向當地居民攤派。6 吳胡驛慰安所 1939 年 10 月開張時，裏面關有 14 名

「慰安婦」。這家慰安所的存在不但沒有防止強姦發生，反而為性虐殺提供了
場所。據調查，該所「慰安婦」中有一個李姓女子。一個日軍班長和一個中隊
長來到吳胡驛慰安所，為了誰先使用李而發生爭執。日軍班長遷怒於李，於
是剝掉她的衣服，將她按倒在地，把一桶冷水灌入她的口鼻，再用皮靴重重
地踩踏，最後放出軍犬將她咬死。7

許多從日本殖民地強徵來的「慰安婦」，也同樣受到野蠻的摧殘。據
海南島的目擊者回憶，建在那大的趙家園慰安所開業時有 21 名女子被押送到
這裏，年齡在 16 到 18 歲之間。她們大部分是從附近抓來的本地人，但是也
有幾個來自臺灣。在開張的頭十天內，趙家園慰安所接待日軍 3,000 多人次。 
16 歲的臺灣妹阿嬌被接踵而至的日本兵連續摧殘，血流如注昏死過去。她被
打了一針止血劑，蘇醒過來後僅過半小時，又被強迫去接待士兵。8

對絕大多數「慰安婦」來說，在慰安所裏度過的每一天，都要忍受極度的
折磨——囚禁、飢寒、蹂躪、毒打、時刻受到監視，還要目睹其他「慰安婦」
的死亡。這一切造成無法擺脫的絕望，迫使一些「慰安婦」靠吸毒或自殺來尋
求解脫。本書第二部分收載的 12 篇倖存者口述史，提供了「慰安婦」受害狀
況的如實寫照。為便於讀者了解慰安所的概況，這裏將廣泛調查的結果概述
如下。

拘 所

「慰安婦」通常被關在一個大小僅能容下一張床的狹小房間內。原日軍野
戰炮兵第 110 連的一名勤務兵，曾這樣描述他於 1941 年 2 月在石家莊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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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所：「打開房門，我看到一個泥土地面的小房間。慰安婦就住在這種房間
裏，她們的雜物都堆在裏頭。狹小的房間裏彌漫著一股難聞的氣味。」9 這個
老兵所描述的慰安所狀況頗具代表性。一些設在前線的臨時慰安所條件更為
惡劣，房間裏甚至沒有床，「慰安婦」被迫睡在泥土地上，每日被日軍按在地
上蹂躪。

食 物

慰安所通常只提供極少量的食物，以維持「慰安婦」不死，方便為日軍服
務。比如設在黑龍江省的石門子慰安所，冬天「慰安婦」吃的是高粱米飯和鹽
水煮凍蘿蔔，夏天只有高粱米飯和鹽水加大蔥。10 在海南島石錄慰安所，每
人每天只供給三兩米飯，有時只有幾塊蕃薯。11 本書收載的倖存者證言也談
到，「慰安婦」經常餓著肚子遭受日軍蹂躪。在日軍人數較多的地方，「慰安
婦」甚至經常連吃飯的時間都沒有。

衣 著

慰安所對「慰安婦」著裝的要求反映出明顯的國別歧視。倖存者的證言顯
示，日本「慰安婦」通常穿和服，並可以購買衣物和化妝品，當然這些購物的
開銷常常使她們的欠債越積越高。12 來自朝鮮半島的「慰安婦」被看作是日本
帝國的臣民，所以日軍也經常要求朝鮮「慰安婦」穿和服或軍隊發放的衣服。
遇到重大的日本節日，她們必須穿著這些衣服打扮起來，供士兵娛樂。中國

「慰安婦」只有極少數被要求穿和服，絕大部分沒有從慰安所得到過任何衣
物。她們中的大多數在慰安所裏始終只有被擄掠時穿在身上的衣服，穿到破
爛不堪也無法更換。更慘的是那些日軍來往人數眾多的慰安所，那裏的「慰
安婦」因為連續不斷地遭到日軍強暴，整日整夜不許穿衣服。

傷 病

非人的性虐待摧殘了「慰安婦」的身體，性病更是在慰安所中大肆流行。
據中國倖存者回憶，她們被抓進慰安所後不需多久，縱使沒有染上性病，也
被接連不斷的強姦折磨得下體紅腫，疼痛難忍，卻得不到醫療救治。雖然日
軍上層要求「慰安婦」定期接受體檢以預防性病，這個規定的目的完全是為了
保護日本軍人。前線的日軍慰安設施一般不具備醫療體檢的條件，很多病重
的「慰安婦」得不到治療，患病者被丟棄不管或被殺害的不在少數。在海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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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家園慰安所，1942 年開業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就有三個染上性病的中
國「慰安婦」被活活埋掉。13

奴役與酷刑

剝奪了人身自由的「慰安婦」被迫對日本軍人無條件地服從。「慰安婦」
如不能滿足日軍人員的欲求，便會遭到嚴厲懲罰。據倖存者阿燕婆控訴，她
不願忍受連續強姦而進行了反抗，一名日本兵便殘忍地將她的大腿扎穿，她
痛得昏了過去。14 有一名被抓進趙家園慰安所的新盈女子，因不堪淫辱而拒
絕了一個士兵的無理要求，就被慰安所的管理人綁在磚柱子上，用辣椒粉和
鹽往她的陰部狠狠地抹擦。15 此外，日軍還無緣無故地以折磨「慰安婦」取
樂。據倖存者回憶，在雲南省龍陵慰安所，幾個日本兵把一根蘿蔔插入一名
叫王換弟的「慰安婦」的陰道中，當天她就被折磨死了。16

監禁與逃跑

為了防止「慰安婦」逃跑，日軍慰安所對她們施以嚴格的軍事監控。從
佔領區抓來的中國婦女是監視的重點，因為日軍害怕她們與抗日武裝或當地
群眾有聯繫，可能對日軍的安全造成威脅。日軍監管之嚴酷，從前面提到的
海南島新盈慰安所所規可見一斑：「慰安婦」不許離開慰安所一步，如果膽敢
逃跑，逃跑者及其全家都處以斬首。17 日軍通常在慰安所周圍布哨崗，而中
國「慰安婦」常常連上廁所都不許出門。當她們從一個地方轉移到另一個地方
時，總有全副武裝的日本士兵押送。儘管有嚴格的監控和酷刑威脅，還是有
中國婦女決意冒死逃出魔掌。「慰安婦」在逃跑的過程中被抓並被殘忍殺害者
眾多，但也有少數人在家人和當地鄉親的幫助下，得以成功逃脫。本書第二
部分介紹的李連春和黃有良兩位，就是成功逃離慰安所的倖存者。她們的逃
跑展現出驚人的意志力和勇氣，其成功也體現了當地民眾對受害者的深切同
情與無私幫助。無法逃脫的「慰安婦」不堪忍受日復一日的身心折磨，有的借
助鴉片或嗎啡來暫時擺脫痛苦。在管控嚴格的慰安所中，「慰安婦」不可能輕
易得到任何藥品，鴉片或嗎啡只能是由軍方人員或慰安所管理者提供，而這
一點已為現存的戰時日軍文件材料證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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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與自殺

如上所述，日軍殘酷的虐待和肆意殺戮，導致中國「慰安婦」極高的死亡
率。以海南石錄鐵礦慰安所為例，從 1942 年到 1945 年不滿四年的時間裏，被
抓到這個慰安所的 300 多名中國「慰安婦」中已有 200 多人被摧殘而死。19 如
此高的死亡率在關押中國「慰安婦」的慰安所中相當普遍。黃慧榮等 21 名婦
女，是被日軍從廣州擄至海南黃流軍用機場慰安所的。到 1945 年冬日軍繳
械投降時，她們當中只剩 4 人還活著。20 除了被殘害而死者，許多「慰安婦」
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而自殺身亡。受害人黃玉霞新婚後不到一週就被日軍押
入慰安所。她的丈夫梁信去慰安所找自己的妻子，被日本人毒打至死。悲
憤絕望的黃玉霞上吊自盡。21 據海南島的調查報導，一名關押在海南島藤橋
市日軍營地的黎族少女，不堪忍受多名日軍同時淫辱，咬斷自己的舌頭自盡 
身亡。22

日本軍隊對中國婦女肆無忌憚的摧殘，在戰時日軍的文件中也有記載。
日軍國府台陸軍醫院軍醫中尉早尾乕雄 1939 年 6 月在〈戰地特殊現象及其對
策〉中寫道：

官兵們普遍地認為他們可以對敵國婦女為所欲為，包括幹那些在	
日本本土不容許的事情。所以他們一見支那女子便異常瘋狂。可以
說，被檢舉上報者屬運氣不好者，還不知道有多少案例發生過卻未
被上報。
軍隊當局認為控制士兵的性慾是不可能的，便建立了慰安所以

防軍人強姦支那婦女。但是強姦仍然到處發生，以至支那良民見到
日本軍人就滿心恐懼。
於是將校軍官率先光顧慰安所，並且要求士兵們都去，慰安所

成了軍方正式認可的官辦機構。一些有良知的士兵得知慰安所裏發
生的一切之後，嘲笑當局的做法，但軍官們卻斥責那些不去慰安所
的士兵，罵他們有毛病。23

很明顯，雖然日軍首腦一再宣稱慰安所的建立是為了防止強姦和性病在
日本軍隊中大規模發生，「慰安婦」制度帶來的結果卻截然相反。連慰安所計
劃的始作俑者日軍將領岡村寧次自己也承認：「雖然目前各部都與第 6 師團一
樣，配有慰安婦團同行，強姦罪並未絕跡。」24 與強姦罪大肆氾濫的同時，日
軍各部隊上報的性病案例數量也不斷上升：1942 年有 11,983 個新病例上報；
1943 年有 12,557 例；1944 年則有 12,587 例。25 這些數字並不包括未上報的案
例，所以實際數字要遠大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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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制度隨著日本於 1945 年戰敗而土崩瓦解，但是當戰爭接近尾聲
時，窮兇極惡的侵略者將對「慰安婦」的殘害推向了極端。日本軍隊要求士兵
寧可自決，也不能投降。窮途末路之際，有很多日本兵逼迫來自日本本土或
殖民地的「慰安婦」與他們一起赴死。26 為了銷毀「慰安婦」制度的人證，日
軍還殺害了大批「慰安婦」。一位名叫許國均的中國遠征軍老兵記述了發生在
中緬邊界小城騰衝慰安所的大屠殺：

1944年9月14日早晨，我們攻進騰衝縣城時，只見到處是日軍的屍
體，在日軍慰安所裏，我親眼看到有17個中國「慰安婦」和幾個嬰
兒被日軍刺死在那裏，有一個「慰安婦」死了還緊緊地抱著一個血肉
模糊的嬰兒，真是慘不忍睹！ 27

戰地記者潘世徵在另一篇報導中，記載了中國遠征軍於 1944 年 9 月 14 日
在騰衝拿下最後一個日軍據點的情形。中國士兵們在一個防空洞中找到了一
個 10 歲左右的小女孩。她說她是被日軍抓來給關在這裏的十幾名「慰安婦」
送水的。這些「慰安婦」都躲在一個大防空洞內。一天黎明時分，突然進來了
一個日本軍官，用槍逐一結束了「慰安婦」的性命。小女孩嚇得昏了過去，日
本人誤以為她已經死了，她才逃過殺戮。28 潘世徵在這篇文章中還報導，遠
征軍也在另外一處發現了十幾具女屍，死者都被蒙住眼睛，擺在城牆邊。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究竟有多少中國「慰安婦」被殘酷殺害？至今無法確
切統計。從本書記述的資料可以看出，倖存者是極少數。存活下來的人，大
部分是被家人贖出、被當地鄉親解救，或在戰爭結束前冒死逃出慰安所的。
此前有調查報告，來自朝鮮半島的「慰安婦」有 75% 到 90% 死於那場戰爭。29

中國「慰安婦」的死亡率據估計更高。以海南島為例，日軍佔領海南的六年
裏，修建了 360 多個據點，並設立了至少 300 個慰安所。30 每個慰安所一般配
有 10 至 20 名「慰安婦」，但一些規模較大的慰安所，如八所港慰安所和石錄
鐵礦慰安所，則關押著 200 至 300 名「慰安婦」。31 研究者據此推斷，整個日本
佔領期間，僅海南島一地就有一萬多女性慘遭日軍性奴役；32 她們當中有一
部分來自朝鮮半島、臺灣、日本、菲律賓群島和新加坡，但主要是從海南島
當地及中國大陸南部省份抓來的婦女。然而調查者迄今在海南島只找到 42 位 
倖存者。從已接受採訪的 20 名倖存者的證言來看，33 其中的 11 人因逃離慰
安所得以存活，2 人被家人救出，3 人得到當地鄉紳保釋，只有 4 人是在日軍
戰敗遺棄了慰安所時一息尚存，重獲自由的。34 由此可見，未能逃離慰安所
者，只有極少數倖存。

綜上所述，日軍「慰安婦」制度在 1930 年代初日本入侵中國東北並攻襲
上海時已經開始建立，在 1937 年南京大屠殺發生前後迅速擴展，一直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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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945 年日本投降。這一過程顯示出，慰安所系統的擴展與日本侵華戰爭
的進程是緊密地連繫在一起的。上述各章關於慰安所受害者悲慘遭遇的概
述，僅僅是幾十萬「慰安婦」深重苦難的一瞥。正如戴安娜 • 拉里和斯蒂芬 •

麥金農在研究戰爭對中國社會所造成的傷害時指出，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及
中國人民帶來的苦難是如此巨大，以致於對它的任何分析與描述都顯得蒼白
無力。35 要真正了解「慰安婦」的深重苦難和日軍慰安所的殘暴罪惡，最好
的途徑是直接傾聽倖存者講述她們的親身經歷。本書第二部分為讀者提供了 
12 位原「慰安婦」的親口敘事。她們的口述史活生生地再現了中國婦女在日
軍慰安所中的悲慘遭遇，以及日軍性奴役給她們帶來的終生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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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相 關 的 受 害 者 證 言， 見 Tanaka, Japan’s Comfort Women, 53；George Hicks,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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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張連紅、李廣廉，〈南京下關區侵華日軍慰安所的調查報告〉，載蘇智良等編，
《滔天罪孽：二戰時期的日軍「慰安婦」制度》，頁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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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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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by Japan and the Research Association on the Women Dra�ed 



168 註釋（頁 47–52）

for Military Sexual Slavery by Japan (London: Cassell, 1995); Dai Sil Kim-Gibson, Si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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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吳連生口述，林良材等整理，〈楚館悲歌　紅顏血淚〉，載符和積編，《鐵蹄下的

腥風血雨》（續），頁 27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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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頁 52–55） 169

17. 宋福海口述，陳子明、王吉整理，〈我親睹的新盈日軍「慰安所」〉，載符和積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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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稲葉正夫編集，『岡村寧次大将資料（上）戦場回想編』（東京：原書房，1970），
頁 302–3。見吉見義明，『従軍慰安婦』，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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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明石書店，2003）。
27. 陳祖梁，〈侵華日軍滇西慰安所與「慰安婦」〉，載蘇智良等編，《滔天罪孽》， 

頁 322。
28. 〈敵隨軍營妓調查——騰衝城內一群可憐蟲〉，《掃蕩報》，1944 年 9 月 26 日，轉

引自陳祖梁，〈侵華日軍滇西慰安所與「慰安婦」〉，載蘇智良等編，《滔天罪孽》，
頁 322。

29. Alice Yun Chai, “Korean Feminist and Human Rights Politics: The Chongshindae/
Jugunianfu Movement,” in Korean American Wome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 
Feminism, ed. Young I. Song and Ailee Moon (Westport: Praeger, 1998), 240.

30. 蘇智良、侯桂芳、胡海英，《日本對海南的侵略及其暴行》（上海：上海辭書出版
社，2005），頁 184–86。

31. 同上，頁 185–89。
32. 蘇智良、陳麗菲，〈侵華日軍慰安婦制度略論〉，載蘇智良等編，《滔天罪孽》， 

頁 29。
33. 調查採訪由蘇智良、陳麗菲、侯桂芳、胡海英在 2000 年至 2004 年間完成。當時

在海南地區查證的 42 名倖存者中，14 名已經逝世，8 名未接受採訪。
34. 蘇智良等，《日本對海南的侵略及其暴行》，頁 284–85。
35. Diana Lary and Stephen MacKinnon, eds., Scars of War: The Impact of Warfare on 

Modern China (Vancouver: UBC Press, 2001), 5.



170 註釋（頁 59–83）

第二部分：倖存者證言

1. 這 12 位倖存者曾接受中外研究者及媒體多次採訪，中文報刊對她們的戰時經
歷也有多次報導。石田米子、内田知行編輯的『黄土の村の性暴力——大娘 

（ダーニャン）たちの戦争は終わらない』（東京：創土社，2004）收載了日本學者
訪談尹玉林、萬愛花的記錄。本書英文版是首部把她們的口述史介紹給英文讀者
的專著。

2. 該法庭於 2000 年 12 月 8 日至 12 日開庭。這是一個由亞洲婦女和人權團體組織，
在國際民間組織支持下舉行的人民法庭，旨在審判日軍的性暴力及其對「慰安婦」
的性奴役罪行。詳見「Violence against Women in War-Network Japan」網站。

第五章：中國東部沿海地區

1. 「童養媳」是 1949 年前中國存在的一種包辦婚姻。當時貧困家庭常將無力撫養的
女孩送給或賣給較富裕的家庭。女孩在領養人家中長大成人後，嫁給該家庭的某
個男性成員。童養媳常常被婆家當作免費的勞動力。

2. 「Katsudô」和「nankinmame」是根據雷桂英的語音記錄。這兩個詞可能分別是日
文詞「活動」（電影）和「南京豆」（花生）。

3. 引自蘇智良、陳麗菲的調查記錄。
4. 蘇智良、陳麗菲的調查記錄。

第六章：華中與華北戰區

1. Hans van de Ven and Edward J. Drea, “Chronolog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 Mark Peattie, Edward J.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9.

2. Edward J.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An Overview of Major Military Campaigns,” 
in Peattie et al., Battle for China, 34–35.

3. 袁竹林似乎懷疑那白色的藥片是避孕藥，但當時是否有避孕藥是個疑問。在調查
中亦有其他倖存者提到在慰安所中被迫服藥，但藥的性質和作用不明。

4. 關於袁竹林下放北大荒的經歷，此處根據蘇智良、陳麗菲 1998 年訪談記錄。後來
在陳麗菲進一步訪問袁竹林老人和她的養女時，她們談起袁竹林戰後曾與廖奎結
婚重組家庭，但廖奎 1953 年被人誣陷貪污，判刑勞改，後來轉到黑龍江密山縣的
青山農場。袁竹林曾攜養女前往東北找廖奎，其後一度因病返回武漢，但到了城
市疏散人口時又被趕回東北。

5. Hans van de Ven and Edward J. Drea, “Chronolog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Peattie 
et al., Battle for China,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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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Stephen MacKinnon, “�e Defense of Central Yangtze,” in Peattie et al., Battle for China, 
201–4; Tobe Ryōichi, “The Japanese Eleventh Army in Central China, 1938–1941,” 
in Peattie, et al., Battle for China, 217–18, 226–27; Wang Qisheng, “�e Battle of Hunan 
and the Chinese Military’s Response to Operation Ichigō,” in Peattie et al., Battle for 
China, 403–18. 另參考張憲文編，《中國抗日戰爭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1），頁 608–28、815–35、954–66、1069–82。

7. Hans van de Ven and Edward J. Drea, “Chronolog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Peattie 
et al., Battle for China, 8.

8. 謝忠厚、田蘇蘇、何天義編，《日本侵略華北罪行史稿》（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
版社，2005），頁 41–143.

9. 〈晉冀女同胞慘遭敵人蹂躪〉，《新華日報》，1938 年 4 月 9 日。
10. Edward J.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An Overview of Major Military Campaigns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 1937–1945,” in Peattie et al., Battle for China, 39.
11. 張憲文編，《中國抗日戰爭史》，頁 733–51。
12. 蘇智良、陳麗菲的調查記錄。

第七章：中國南方前線

1. Hans van de Ven and Edward J. Drea, “Chronolog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 Mark Peattie, Edward J. Drea and Hans van de Ve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11.

2. 潘先㮙，〈日軍侵陵史實概要〉，載符和積編，《鐵蹄下的腥風血雨：日軍侵瓊暴
行實錄》（海口：海南出版社，1995）（下），頁 448–62。

3. 羊傑臣，〈日軍侵佔崖縣及其暴行紀實〉，載符和積編，《鐵蹄下的腥風血雨》
（下），頁 401–13。

4. Hans van de Ven and Edward J. Drea, “Chronolog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Peattie 
et al., Battle for China, 20.

5. 張應勇，〈日軍入侵保亭縣始末〉，載符和積編，《鐵蹄下的腥風血雨》（下）， 
頁 531–41；王世忠等口述，張應勇整理，〈日軍在南林鄉的罪行實錄〉，載符和積
編，《鐵蹄下的腥風血雨》（下），頁 538–50。

6. 「吃大鍋飯」是 1958 年至 1960 年「大躍進」期間的席卷大陸的一場運動。「大躍進」
號召大眾投入一系列不切實際的狂熱運動，如實行農業合作化、各地建小高爐，
等等。到 1958 年中期，農村成立了人民公社，農民的私有財產，包括自家的豬和
果樹都被充公。「大鍋飯」在當時成為按需分配的代名詞。「大躍進」運動的失敗
和 1959 年的農業歉收導致了當時嚴重的大饑荒。

7. 在「人民公社」制度中，社員的勞動所得按工分計酬，年終則按每人所得的工分
分配口糧。由於林亞金的丈夫被定為反革命分子，她受到株連，評工分時給她記
的工分總是少於她應得的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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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agiwara Mitsuru, “�e Japanese Air Campaigns in China, 1937–1945,” in Peattie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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