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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日本主流社会，对日本侵
华战争怎样认识？扭转这种认识的关
键在哪里？

姬田光义：现在的日本政府否认对
中国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不承认对
中国的加害。日本新出的右翼教科书，
与安倍谈话的内容完全一致。要扭转
日本民众的认识，关键还在政府。还有
一些媒体和政治家对历史事实的否认
也造成了日本民众对历史认识的恶化。

记者：在日本，像抚顺奇迹继承会
这样的反战组织数量多吗？他们在日
本面临哪些困境？

姬田光义：在日本，为了促进日中
友好的团体很多，但是根据日本民间非
营利组织“言论NPO”2014年曾做过一
份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显示，在日
本，不喜欢中国的日本人已占到93%，
可想而知，这些友好团体的活动仅仅是
少数，星星之火而已。但同时，这份调
查结果也显示，70%的日本人认为中日
关系很重要。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让那
93%不喜欢中国的人去认知历史、记住
历史，去谢罪赔偿。

记者：如何看待中国国内的“反日
情绪”？这种情绪是否会伤害到你们这
样的反战团体？

姬田光义：中国越反日，日本的右
翼和媒体越高兴，他们正好可以大肆
地宣传，并攻击我们这些反战团体。
我们现在希望中国人不要去做不理智
的反日行为，不要刺激右翼，不要给他
们机会。

如果不能通过日本人自身的历史
教育来改善历史认识，那么在参拜靖国
神社等活动能公然进行的政治社会背
景下，中国方面略显高调的做法，可能
会使日本右翼更为肆无忌惮。

记者：您觉得“再生的大地”合唱团
此次来中国演出，日本国内媒体和公众
会如何看待？

姬田光义：日本媒体的态度是不
看、不关注。在日本右翼的杂志特别
多，他们比较热衷于报道中国的反日行
为，包括一些抗日剧，这些都可以成为
他们攻击我们的口实。

背景：
抚顺战犯的心路历程

1945年 8月，日本战败后，60多万
日本俘虏被带到了西伯利亚，其中969
人于 1950年作为战犯被遣送到中国，
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抚顺的6年时间里，在中国政府
宽大的战犯政策下，这些战犯深刻认识
到了自己在侵华战争中所犯下的罪行，
发誓要向中国人民谢罪。这种转变被
当时一同收容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末
代皇帝溥仪称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
迹”，于是便有了“抚顺奇迹”一词。

1956 年，这些日本战犯获释回
国。以深刻反省侵略战争罪责、推进中
日友好为目标，这些归国战犯组织成立
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
联”。他们在日本通过披露其作为日军
的亲身经历，向日本人揭露“三光政策”
的残酷，讲述真实的中日战争历史。

此后，随着老成员的逐渐离世，
“中归联”最终解散，但是一批知识分
子接过衣钵，成立了“抚顺奇迹继承
会”。作家大门高子将抚顺战犯的心
路历程写成歌词，创作出《再生的大地》
组曲。 （京华）

日本战犯后裔
感谢中国当年的宽恕

“当时都觉得死定了，没想到却被释放”

9月 10日晚，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音乐厅内，日本“再生的大地”合唱
团进行了首场公演——《歌唱和平》。合
唱团成员胸前别着牵牛花，齐声唱响《抚
顺的牵牛花》。

“放下冰冷的武器，送上温馨的花。”
今年8月28日，日本“再生的大地”合唱
团来到中国，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
军事法庭，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在抚顺
战犯管理所，在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前
事不忘，后事之师”被一遍遍唱响。合唱
团团长姬田光义介绍，合唱团成员中很
多是侵华日军战犯的后裔，此次来华公
演就是为了表达对中国当年宽恕战犯的
谢意。

姬田光义是日本中央大学名誉教
授，“抚顺奇迹继承会”会长，“再生的大
地”合唱团团长，1937年10月2日生于
日本神户，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
东洋史学博士课程。曾任日本国际问题
研究所研究员，后赴日本中央大学任
教。曾与中国的老八路陈平合作研究
“无人区”以及日本的“三光政策”，先后
出版了《三光作战》《证言——南京大屠
杀》等著作。2008年3月退休。积极参
与推进中日友好的民间活动。

记者：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作为
日本的反战团体，“再生的大地”合唱团
选择在这样的时机来中国，有什么不一
样的意义？

姬田光义：安倍不来，代表国家之
间的关系不是很好，但是不影响民间的
交流。这是“再生的大地”合唱团第三
次来中国，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在这样
的一个时机来中国，能够传递日本国内
一种反对战争、呼唤和平的声音，尽管
很微弱，但我觉得意义重大。

记者：合唱团的成员是哪些人？
姬田光义：合唱团目前成员70余

人，年龄最大的81岁，最小的23岁，合
唱团中很多成员是“抚顺奇迹继承会”
的会员，也是当年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
所的战犯后裔。

记者：《再生的大地》组曲讲述的是
什么内容？

姬田光义：2000年开始，组曲词作
者大门高子女士拜访了“中归联”的多
名成员，听他们讲述了自己的真实经
历。她还亲自查阅了很多史料，有了构
思《再生的大地》组曲的想法，之后作曲
家安藤由布树开始作曲，2012年4月才
完成这部混声四部的组曲，历时12年。

《再生的大地》以日本战犯在抚顺
战犯管理所接受人道主义改造为题材，
分为 12个篇章，曲目包括《伪满洲国》
《平顶山事件》《从西伯利亚来》《走向觉
醒》《认罪》《宽大的审判》《抚顺的奇迹》
《抚顺的牵牛花》等。

记者：怎么理解“再生的大地”？
姬田光义：日本军国主义这些“鬼”

在战犯管理所被改造成为了“人”，所以
这是一次重生。但我个人认为是“放
生”比较合适，对B级和C级战犯全部
免予起诉在国际裁判史上没有先例，当
这些日本战犯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
别军事法庭接受审判时，都觉得自己死
定了。但他们没想到自己却得到了宽
恕，被免予起诉、立即释放，所以说他们
是被中国政府“放生”的。因为日语当
中，没有这个词，所以就成了“再生”，

“中国的大地”是他们“再生的大地”。
记者：为什么会选择歌唱这样的方

式，来表达反战的思想？
姬田光义：在如今的日本社会里，

我们只是少数派，力量微薄，所以更要
以自己的方式，将那些哪怕只是略微理
解、支持这种精神和活动的人们聚集起
来，以艺术表演的形式继承“抚顺奇迹”
的精神。我们的心愿就是再也不要制
造将“人”变成“鬼”的残酷战争，再也不
能让日本成为伤害邻国的国家，我们决
心把对和平与安宁的祈望世世代代传
递下去。

记者：合唱团成员胸前都戴着一朵
牵牛花，有什么特别含义？

姬田光义：这些在抚顺战犯管理所
改造的战犯被释放时，战犯管理所的一
名职员把管理所里盛开的牵牛花的种
子交给战犯，说“下次你们再来的时候，
请不要拿着武器，请拿着鲜花”。战犯
们回去后，就把这些花种在日本种下。

由于中国政府宽大的政策和抚顺
战犯管理所职员对战犯人道主义的做
法，才给了这些战犯重生的机会，因此
牵牛花也被战犯们视为“宽恕之花”。
同时，牵牛花因此饱含了战犯们对抚顺
战犯管理所职员的谢意。我们希望中
国人明白，我们戴着的牵牛花，是含有
谢意的“宽恕之花”。

9月1日晚，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
局音乐厅内，日本“再生的大地”合唱团
进行了首场公演——《歌唱和平》。合唱
团成员胸前戴着牵牛花，齐声唱响《抚顺
的牵牛花》。

“放下冰冷的武器，送上温馨的花。”
今年8月28日，日本“再生的大地”合唱
团来到中国，在沈阳审判日本战犯特别
军事法庭，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在抚顺
战犯管理所，在平顶山惨案纪念馆，“前
事不忘后事之师”被一遍遍唱响。合唱
团团长姬田光义介绍，合唱团成员中很
多是侵华日军战犯的后裔，此次来华公
演就是为了表达对中国当年宽恕战犯的
谢意。

姬田光义是日本中央大学名誉教
授，“抚顺奇迹继承会”会长，“再生的大
地”合唱团团长，1937年10月2日生于
日本神户，毕业于东京教育大学文学部
东洋史学博士课程。曾任日本国际问题
研究所研究员，后赴日本中央大学任
教。曾与中国的老八路陈平合作研究
“无人区”以及日本的“三光政策”，先后
出版了《三光作战》《证言——南京大屠
杀》等著作。2008年3月退休。积极参
与推进中日友好的民间活动。

记者：这些战犯回国后做了哪
些事情？

姬田光义：这些日本战犯回国
后成立了中归联，做了很多事情，比
如去做证词证言，揭发日本侵略的
罪行，他们还把强制劳工事件中在
日本丧生的中国劳工的遗骨收集起
来，送回中国，同时让大量遗留在中
国的日本孤儿回国，做了很多具体
的事情，同时还出版了比如《三光》
《宽恕》《觉醒了》等书籍。

记者：当时的日本政府对于他
们揭露日军侵略行为的言论是如何
处理的？

姬田光义：他们被视为“受红色
政权洗脑的中共爪牙”，遭受种种偏
见、排斥甚至迫害。与此同时，原
来的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却成了
首相。

记者：从侵略者到战犯，再到归
国后成为反战人士，把推进中日友
好设定为余生的奋斗事业。您觉
得，是什么使得这些原战犯们发生
了如此大的转变？

姬田光义：战争结束后，这些原
来的士兵被送到西伯利亚，在西伯
利亚的5年里（1945-1950年），他们
的待遇十分恶劣，繁重的劳动、饥
饿，还有严寒，死了5万多人。1950
年，中国政府接收了969名战犯，他
们通过绥芬河来到中国。到了中国
后，他们受到的待遇与在西伯利亚
有天壤之别，吃的、住的都有了保
障，过上了人的生活。所以这种不
同的待遇，成为他们转变的契机，他
们发现中国人原来这样好。

记者：这种转变是很快发生的
吗？

姬田光义：刚开始的时候，这些
战犯并不觉得自己有罪，不承认自
己是战犯，认为自己是俘虏，因为他
们只是服从命令而已，自己没有责
任，因此在战犯管理所还和工作人
员斗争了一段时间。

中国政府对这些战犯的改造煞
费苦心。从事战犯改造工作的多数
中方管教人员是抗日战争的亲历
者，曾遭受日本军队残害的中方受
害者也直接与战犯对话，讲述自己
在战争中的被害经历。在这样的过
程中，战犯们对侵略战争带给中国
人民的灾难有了深刻认知，产生了
强烈的悔恨心理，他们在认识上发
生了转变，主动要求接受严惩。

记者：这些战犯在抚顺战犯管
理所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

姬田光义：当时周恩来总理对
待战犯有指示：不可以打，不可以
骂，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尊重他们
的人格，给他们人道主义的待遇。
最难能可贵的是，战犯管理所的职
员能如实地执行这些指示。眼前的
这些战犯曾是他们的敌人，自己的
父兄、孩子，就死在这些人手里，而
他们居然能忠实地执行周恩来总理
的指示，自己高粱米、白菜都吃不
上，却给这些战犯们面、鱼，所以管
理所职员们这种宽大的心胸也是非
常难得的。

前段时间，安倍的谈话让我觉
得很生气。安倍在谈话过程中，对
曾经虐待美国、英国、法国俘虏的行
为表示道歉，但是对中国如此优待
日本的战犯，却没有说声谢谢。

姬田光义

9月1日下午，日本“再生的大地”合唱团
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音乐厅彩排，前排
中间老者为姬田光义。

《抚顺的牵牛花》（节选）

记忆往事的再生之地，娇艳花盛开
缠绕着冰霜与狂澜，寒风中绽开
承认无情的罪过，有灵魂的人啊
放下冰冷的武器，让花儿展鲜艳
世世代代传下去吧，带着我们的爱情
唤醒罪魂的花哟，抚顺的牵牛花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世世代代心心相连培育花之艳
蓝色的花蕊春风里，悄悄地长大
祈祷和平幸福喔，有灵魂的人啊
放下冰冷的武器，培育温馨的花
世世代代心心相连，倾注美好的愿望
生命的花朵哟，抚顺的牵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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