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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年来，“化学武器”或者“毒气武器”这一概念和日本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化
学战的话题，无论是在学术研究界还是在民众间，都很为人关注。
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我想大概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首先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地球上的一些局部地区的战争中使用了化学武器。
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中，曾经使用了枯叶剂等化学物质，对当地造成了污染，其危害甚至持续到现在。
接着是在伊拉克与伊朗的战争中不时有使用化学武器的消息传出，受到化学武器攻击的被害者的照片
经常被公布在媒体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而这些年来，美国与英国等常常以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拥有化学武器为口实扩大自己在那一地区的影
响。
特别是2003年，美、英等以伊拉克拥有大量的包括化学武器在内的大规模杀伤武器为由对其进攻，酿
成了国际间的轩然大波，至今仍未平息。
    而从1980年开始，国际社会就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问题开始了讨论，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中设立了
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特别委员会，经过漫长的交涉，终于在1992年通过了《禁止化学武器公约》(CWC)
。
该国际公约的签字仪式在1993年1月举行，于1997年4月29日开始生效。
在战后的裁军活动中，该公约的重大突破被认为有两点：一是引入了对化学武器的核查制度和对化学
制品流通的监督制度；另一点则包含了对被遗弃的在以往的战争期间未使用的化学武器的处理和销毁
的原则。
凡是关注国际社会动向的人们，都会意识到这两点对国际裁军活动的重大意义。
    近年来，日本人对于毒气伤害的感受，莫过于1995年发生在东京的奥姆真理教毒气杀人事件。
那一年的3月20日早上8点多，正是上班的高峰期，在东京著名的官厅街的地下铁路线上，一些被丢弃
在地铁列车和车站上的饭盒散发出刺鼻的气味，在熙熙攘攘的地下赶着上班的人们被这气味熏倒。
很快，12人死亡，将近5000人受到伤害。
日本警方很快查明，散发了刺鼻气味的是日本的邪教一一奥姆真理教故意放置在地铁用以杀人的神经
毒瓦斯——沙林。
这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发出来尚未投入使用的化学武器，在战争结束50年的时候居然被这样使
用了。
于是“毒气”一词在日本乃至国际社会的使用率一下子被提高了，成为恐怖的代名词。
人们发现，毒气的问题已经不是历史，而是现实的发生在身边的问题。
    而对于相当多的中国人来说，真正感受到化学武器危险，恐怕从最近的2003年开始的。
那一年的8月4日凌晨4时，黑龙江省第二大城市齐齐哈尔市的一处工地正在紧张地施工。
挖掘机在地下将近两米的深处，突然触到了坚硬的物质。
工人并不知道将要遇到的危险，继续挖掘后出现了5只金属桶。
金属桶已经锈迹斑斑，而且其中一只已经被挖破，桶内流出的油状物溅出并渗入土中。
第二天上午，金属桶被送到当地居民区内的一家废品收购站，在切割中又造成两只桶内的油状化学物
品外泄，而工地上被污染的残土也被清运到几处地点，造成污染扩散。
到晚上，与上述地点相关的许多人相继发生头痛、眼痛、呕吐等症状，而且症状越来越严重。
最终造成了43人受伤，一人死亡的重大事件。
后来被证明，这些金属桶中的油状液体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队使用的化学毒剂。
于是，日本军队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和在中国遗弃化学武器的情况，终于被人们广泛地了解了。
    其实，日本军队不仅把化学武器不负责任地丢弃、埋藏或遗弃在中国，甚至也同样地丢弃在日本本
土。
战后，日本从九州到北海道，有许多地方发现了被遗弃的化学武器。
特别是在战争中制造化学武器的主要的地方，这种现象就更严重。
2002年在神奈川县的相模，2003年在茨城县的神栖町又陆续发现了被遗弃的化学武器，有的已经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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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到地下水中，对当地人民的生命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因此，日本社会广泛地关注，从民间到国会，都在讨论如何调查、如何处理和对受害的日本人给予补
偿的问题。
    2003年，还有与化学武器问题有密切关系的事情，那就是中国的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受害人的诉讼
相继进行了判决。
5月1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宣布对第二次侵华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伤害诉讼案的判决，驳回5位原
告的诉讼请求。
这意味着，中国战争受害者在日本的诉讼败诉。
    但是在8月29日对第一次侵华日军遗弃在华化学武器伤害诉讼案的判决，则确认了日本在战争中使用
化学武器的责任、遗弃产生伤害的责任及战后没有进行适当的处理以避免伤害产生的责任，做出了向
被害人赔偿1．9亿日元的决定。
尽管日本政府不服这一判决，随后向日本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了上诉，目前仍在审理中，但是，关于日
本军队在战争中的化学战及其危害的问题，已经进一步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
    人们对这一问题关注，并不是说对这一问题就有深刻的了解。
事实上，关于化学武器与化学战的具体的情况，并不是人人皆知，媒体的报道中也有许多似是而非的
信息。
    十多年前，我们开始了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当时这还是相当冷僻的题目，相关的研究不多，资料更
是少得可怜。
但是，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我们已经掌握了相当充分的资料与结论，而这些资料与结论无论是对了解
化学武器与化学战的历史，还是对销毁与处理遗弃化学武器的现实，都起到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
而更值得思考的是，十多年来我们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与一般的研究的最大的不同点，是对传统历
史研究方法的突破。
与许多从书本到书本、从文献到文献的书斋式的研究方式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研究有对历史资料的
搜集，对文献资料的发掘，而更重要的是对实地的考察，是对当事人的调查。
而且我们的调查不仅限于国内，而且要到国外，寻找事件的源头。
更需要说明的是，我们的研究没有停留在对研究成果的学术式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对成果的社会性的
检验。
我们将研究成果应用于禁止化学武器的谈判与交涉，应用于遗弃化学武器伤害的诉讼，同国内外的学
者、律师及社会活动家、和平团体的联合。
总之，我们的研究不是单方面的研究，不是经院式的研究，而是基础与应用相结合的研究，是资料研
究与实地考察结合的立体武的交叉性的研究。
    我们与国外的学者在研究中促进了相互理解，促进了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与解决，促进了中日关系向
积极的方向发展。
对于许多人来说，历史研究工作似乎只是同故纸堆打交道，似乎远离生活、远离当代社会，有些枯燥
、乏味，其实这是严重的误解。
我们在研究日本军队的化学战问题的时候，完全没有那种感觉。
虽然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虽然有关的历史事实难以复原，但是，只要潜下心来，真正调查，就
会发现活生生的历史，就会看到彩色的世界。
凡是有影响的历史著作，无一不是接近生活、介入生活和指导生活的生动活泼的作品。
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成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与他走遍各地的高山大川当然有密切的
关系。
我们在这本书里，也想将多年来对日本军队化学战问题的调查情况报告出来，让大家循着我们的调查
路线，去共同追寻恶魔的踪迹。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毒气战>>

作者简介

步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研究东北亚国际关系、日本侵华战争中的化学战和战后遗留问题等。
曾长期专门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化学战及遗弃化学武器的情况，在中国和日本进行了广泛的调
查，特别是考察了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进行化学战准备的大部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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