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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1937年9月到1945年8月，大同煤矿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
八年间，日本侵略者野蛮地实行“以人换煤”政策，丧心病狂地残害大同矿工。
当时，大同矿区的荒郊野外，山沟河滩，废旧井巷，到处可见死难矿工的尸体，到处是吃人肉吃得眼
睛血红了的狗群和时常出没的狼群，情景之凄惨，举世罕见。
　　1989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同煤矿史》一书第149页载：1940年10月19日《抗战日报》刊登了
这样一则消息：“黄土沟是人们去口泉的一条捷径，往年路上行人总是络绎不绝。
今天，这条路上几乎断绝了行人，即使有人走，也是寥寥无几。
原因是由于黄土沟的死人臭气太大了。
每天从口泉煤矿拉到黄土沟的死人总有三五个，这不是病死的就是自缢或被打死的煤矿工人，总是被
剥得一丝不挂，赤条条地躺在那里，让野狼、野狗信口大嚼，咬得血肉狼藉，有脚无手或有腿无头，
伤心惨目，莫过于此⋯⋯”　　在日本侵略者极其残忍的“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下，矿工凡下不了
井，不管死活，就被扔到荒山野地、山谷沟壑或废旧矿井，日积月累，这些地方白骨累累，“万人坑
”即由此而来。
　　八年中，日本侵略者共掠走1400万吨大同煤炭，而留下的是数不清的“死人坑”、“死人沟”（
后来人们统称为“万人坑”）。
据老矿工们回忆，矿矿都有“死人坑”，比较大的就有20多处；矿矿都有“烧人场”与“炼人炉”。
“万人坑”与“烧人场”是日本侵略者实行“以人换煤”政策、残害大同矿工最有力的铁证。
　　1945年8月，日本在宣布无条件投降撤退时，为了掩盖其残害大同矿工的罪行，将残害大同矿工罪
行的档案几乎全部销毁。
之后，日本右翼势力又厚颜无耻地声称，“万人坑”是中国人自己捡了些骨头拼凑起来的。
然而，世界的公理，事实的真相，不是蒙混抵赖就可以了事的。
不但世界人民嗤之以鼻，就连日本本国人民也为之蒙羞。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批批日本人民远涉大海，来到大同煤矿。
他们在“万人坑”前焚香、烧纸，默默地跪拜在那里。
他们在祈祷，希望死难矿工的亡魂能够安息；他们在诅咒，诅咒那些曾经给中国人民、世界人民，也
给日本人民带来无穷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
　　1966年12月7日，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等四个单位集中了当时国内最权威的考古学、人体解剖学、病
理分析等相关专业的专家，来到大同煤矿，对大同煤矿保存比较完整的煤峪口矿“南山万人坑”进行
考察和遗骨整理。
考察完全按照应有的程序严格进行，科学家们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通过人类学以及其他方式，确定
了188具完全风干（因为这里海拔高、山风大、气候干燥、尸体没有腐烂，甚至衣服也没有风化）了的
尸体所死年限在20世纪30—40年代，死亡年龄最大的53岁，最小的只有14岁。
科学家们最终得出的结论是：“万人坑”中的尸骨为日本侵略者占领大同煤矿时所抛弃。
其中的绝大多数为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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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从珍贵史料收集、编著竟是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的一群平均年龄82岁的耄耋老
人。
他们用坎坷的经历、渊博的知识、严谨的论证、顽强的作风、奋进的精神谱写了一部大同煤矿历史发
展的鸿篇巨著。
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是在集团公司关怀支持下，由206名曾在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受过残
害的大同煤矿老矿工组织成立的一个民间群众组织。
在收集资料、编写此书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8名研究会工作人员克服年老多病、经费紧张、旅途艰
辛等困难，走遍了矿区的角角落落，远涉千山万水，走访了山西、内蒙、辽宁、河北等15个省市，收
集了140多人的口述材料、108人录音录像资料、1000多万字的日文材料、500万字的中文材料，用人证
、物证、科学考证的方式编汇成书。
这本书是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全面反映日本侵略者疯狂掠夺大同煤炭资源、残害大同矿工滔天罪行
的珍贵史料，具有独特学术价值、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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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月梅：我父亲被陷害致死，丈夫被逼逃走　第七章  对日本侵略者用赌场、鸦片和妓院控制　  劳工
的控诉　  迟长顺：小本用鸦片害了我家　  赵来用：继父被鸦片要了命　  李锦琦：赌场、妓院都在永
定庄矿大南湾　  王士孝：劳工每天领到两片大烟土　第八章  “拉尸队员”的证言　  崔有山：劳工的
死亡率高达70％以上　    第三篇  不容抵赖的罪恶——大同煤矿“万人坑”二战历史研究会的考证　第
一章  研究会的组建　第二章  研究会的宗旨　  一、研究会的宗旨　  二、研究会的思想和组织整顿　  
三、调整领导机构　  四、配合新闻媒体，加大宣传力度　  五、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六、建立网站　
 七、关心会员生活　第三章  研究会的抢救工作　  一、为老矿工建档　  二、收集整理历史资料　第
四章  对劳工大房的考证　第五章  对把头“卖店”的考证　第六章  对劳工隔离所的考证　第七章  对
“万人坑”的发现　第八章  中科院专家对“万人坑”的挖掘和鉴定　第九章  对20处较大“万人坑”
的认定　  一、大同矿区死难矿工遗址测量资料　  二、煤峪口矿南山沟“万人坑”、台山“万人坑”
、半沟“万人坑”　  三、永定庄矿瓦渣沟“万人坑”、后沟“万人坑”、大小麻地沟“万人坑”　  
四、同家梁矿晋寺沟“万人坑”和黄草洼“万人坑”　  五、四老沟矿城隍庙“万人坑”、东西窑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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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坑”、井沟“万人坑”、三井沟“万人坑”　  六、忻州窑矿杨树湾“万人坑”、南山沟“万
人坑”、南山梁“万人坑”　  七、白洞矿郑家沟“万人坑”、小店窑“万人坑”、九羊沟“万人坑
”　  八、白土窑矿后店窑沟“万人坑”　  九、为死难矿工遗址建立纪念碑　第十章  对死难矿工人数
的考证　  一、根据幸存矿工的证言测算　  二、根据日伪资料测算　  三、其他方面的考证与测算　第
十一章  对日军劫掠大同煤矿小煤窑的考证　  一、经老矿工证实，从1937年10月到1945年8月被日军掠
为己有的小窑　  二、据《大同煤矿史》记载被日军占为己有的小煤窑　  三、又据《日本侵晋实录》
一书载　第十二章  对大同矿工反抗斗争的考证　  一、矿工们的自发斗争　  二、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的
斗争　  三、支援反“扫荡”战争　  四、成立矿工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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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劳工住所是传染病场所　　由于劳工大房人多、空气恶劣，矿工身穿衣服长年不下身（不脱衣
服）、不洗衣服不洗澡，极易滋生传染病菌。
　　据当年大同煤矿童工高怀秀老人说，那个时候，劳工们身上的虱子有三种：一种就是普通虱子，
有尾巴，这种虱子，人的身上到处都有；一种是头上尖细的虱子，半个身子在人肉外边，半个身子在
人肉里头，它们全部寄生在人的阴部，使人疼痒难忍，叫阴虱；还有一种虱子俗名叫“爬头虫”，这
种虱子一旦在人身上滋生的多了，特别是人的两个眼窝爬满了“爬头虫”，这就说明，这个人快死呀
——绝死无疑。
　　劳工身上人人有虱子，虱子咬得人受不了，只能把手伸进身里边挖一挖，或者挤一挤，用火烤一
烤，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办法了。
所以，只能任其噬咬。
　　当年大同煤矿忻州窑矿童工宋权老人说：他被迫给日本人当了童工以后，从家里到矿上时穿了一
身棉衣服，但到了夏天，由于没衣服穿，就只能光着膀子干活。
冬天来了，就再穿上原来那身棉衣服。
没两年，衣服就破破烂烂，又没有洗换条件，所以，虱子多得吓人，棉衣里子上，虱子一个紧挨一个
，垒起来了。
这时，有一位给日本人担水的老汉对他说：“孩子，你这是起了爬头疮了，赶紧想法逃跑吧，再不逃
，你也活不了啦。
”　　虱子多，最容易使人患伤寒病，这类寄生虫越多，越容易引发瘟疫和传染病。
　　对此，日本侵略者非但不采取措施予以医治和根除，相反，他们趁风扬土，火上浇油，用虱子在
劳工身上做细菌实验。
《战时日军对山西社会之生态破坏》一书第290—293页载：日本侵华期间公然对抗细菌作战国际法，
在山西地区试验研究使用细菌武器，1942年7月，日军在雁北一带强迫人民交虱子、老鼠、臭虫喂养细
菌。
广灵县伪政权令各村每户交虱子臭虫各5000只，浑源、应县伪政权亦然。
1945年2月，大同伪政权令各村交虱、蚤、老鼠。
日本战犯汤浅谦供认，山西潞安日本陆军医院研究细菌战人数达400人，从传染病患者身上采集肠伤寒
病菌、AB型副伤寒等病菌，供细菌战研究，制造最强毒力菌。
　　据2002年9月18日《山西商报》第8版记者解鸿雨、张志峰报道：“二战时期，日本侵略者在大同
煤矿地区强抓劳工，然后惨无人道地在他们身上放养虱子，时间长达2年之久。
其后近10年间，大同煤矿地区发生大面积伤寒、霍乱、痢疾、疥疮等传染疾病，成千上万的矿工与平
民因此而丧生。
”　　结果，悲剧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发生。
当时，大同煤矿地区各种传染病风行，主要有伤寒、“挠挠虫病”（即疥疮）、霍乱、天花、急性痢
疾等。
大批的矿工由于患此类传染病不能劳动，被活活地扔进“万人坑”；在煤矿附近的农村，几乎家家户
户都有患此类传染病的，不少人因此而丧生。
据王殿云老人回忆，从1940年到1949年，甘河村因患传染病死掉大人小孩不下300人，村边河湾里到处
都是婴儿的尸体，但令当地老百姓感到莫名其妙的是，在这场传染病风行长达近8年期间，同样在大
同煤矿地区生活的日本人却安然无恙。
　　来到劳工大房的劳工，没病的有了病了，小病变成了大病，好人变成了病人，病人变成重病人，
重病人变成了死人——被活活扔到死人沟、野山坡、“万人坑”或废旧坑口等地方悲惨地死去。
　　谢忠厚、田苏苏、何天义主编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一书，在《打开宝藏之门——日本的
经济掠夺与万人坑》一文说：1942年春天，大同矿区霍乱流行，成批的劳工病倒了。
日本监工怕这种流行病继续蔓延，影响出煤，就把400多名患病的劳工集中起来，关进一个大房子里，
既不给饭吃，也不给水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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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工们连病带饿，没几天即死亡大半。
日本侵略者还把剩下的人不管死的、活的，都抬出去扔进了“万人坑”。
　　3.大同劳工无房居住　　尽管劳工大房的条件十分恶劣，但也不是所有矿工都能住进去。
有的矿工根本无房居住。
从大同档案馆发现的日伪统计表《1941年2月大同煤矿劳工住房情况》，不难看出多数矿存在劳工无房
屋住的情况，短缺房屋为5120栋，其中“宝藏坑”（四老沟矿）最多，短缺房屋为1826栋。
矿工只好白班夜班轮流住。
但还是住不下，有的矿工只好露宿街头。
　　4.劳工所处环境与世隔绝　　大同煤矿远离繁华闹市，它地处大同市西南方向，这里群山横亘数
百里，几十座煤矿就分布在这深山沟壑之中。
这里荒山秃岭，人烟稀少，常刮狂风，飞沙走石，冬天格外寒冷，人迹罕至，豺狼出没，异常荒凉恐
怖。
　　日本侵略者占领大同煤矿以后，这方圆数百里的大山被当地人分为前山和后山两部分：前山为日
军占领区，而后山就成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活动区。
　　为了保证对大同煤炭的顺利掠夺，日军出动飞机和部队，多次深入后山广大地区，频繁进行“扫
荡”、“清匪”和“剿共”以及捉捕劳工等。
　　与此同时，日军对大同煤矿各个矿井和劳工大房严密封锁。
所以，大同煤矿劳工们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几乎与世隔绝。
尤其是每逢天黑以后，除了能听到狼嚎狗叫声不断外，就是劳工声嘶力竭的哭叫声，听起来令人撕心
裂肺，骇人恐怖。
劳工每天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天还黑着就被押着下井劳动，天又黑了才从井下出来，又被押着回到
劳工大房。
在这里，劳工们浑身汗臭、里外黝黑，没有水洗澡，只有极度疲劳和乏困，匆匆吃下一顿半饥不饱的
猪狗食，便倒头和衣昏睡过去。
第二天半夜，他们又被催打喊醒，又被押着下了井，直到太阳落山天黑下来，他们才从井下爬出来⋯
⋯就这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循环往复，年年如此。
他们有想法，可是没办法。
　　这是上白天班的劳工的情况。
而上夜班的劳工的情况呢？
上夜班的劳工——别人晚上是睡觉休息，他们却是井下干活劳动。
当干到后半夜的时候，又饿又累，又瞌睡，但不敢稍稍休息，而监工和把头却能轮替着休息。
这时，有的劳工实在顶不住了，就站着想闭一会儿眼休息一下，如被发现后，监工或把头劈头盖脸就
是一顿狠揍。
　　夜班劳工下班出井后，到了下午，有的劳工也偶尔走出劳工大房，想转一转，看一看，看什么呢
？
转什么呢？
巴掌大的一个劳工大院里有什么看头？
除了劳工大房还是劳工大房，到院外看看，门口有日本兵持枪把守，连半步也不许离开！
抬头看看，除了四面的荒山秃岭就是天上几朵懒懒的白云。
除此以外，他们再也看不到什么了。
尽管如此，他们也想出来再看看，说不定哪天他们连这恐怕也看不到了——不知在什么时候就离开了
这个可恶的世界。
所以，他们只有想的自由。
想什么呢？
想逃生——九死一生，生死难卜；想亲人——远隔千山万水，纯属痴心妄想；想这里，人间地狱阎王
殿，吃不上，喝不上，穿不上，成天与死神为伴，受鬼子欺凌，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能等死，说
不定哪一天被鬼子打死，说不定哪一天在事故中死亡，说不定哪一天患病或者负伤干不了了，被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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扔进“万人坑”喂了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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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大型史料集《大同煤矿“万人坑”实录》是一本用大量事实真实反映历史本来面目，全面揭露日
本侵略者“以人换煤”残害大同矿工滔天罪行，深刻警示后人勿忘国耻、奋发图强的专著。
全书字字泣血，事事愤慨，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本书具有独特学术价值、历史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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