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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须重雄：历史问题与中日关系  

发布时间：2006-11-16   点击次数：2525  作者：邢烨 

        中日网讯：2006年11月15日，日本民间研究日军细菌战的著名专家奈须重雄先生，在王选女士的陪同下

应邀来到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访问，当天下午，奈须重雄先生以<历史问题与中日关系>为题在中

心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报告会。报告由中心主任张连红教授主持，细菌战受害者方时伟先生、南京民间抗战

史料陈列馆的吴先斌馆长、《血泪忆衡阳》一书作者蒋鸿熙的外孙卢华磊先生、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郑忠教

授，以及社会发展学院近现代史专业的20余名研究生同学参加了本次报告会。 

        奈须重雄先生是日本“731细菌战审判支援运动委员会”的主要组织者，长期以来从事侵华日军细菌战方

面搜集资料与研究工作。此次报告共分为三个内容，一是抗战以后中日关系演变趋向，二是日本国内研究南京

1644细菌部队的最新成果，三是日本国内有关研究细菌战资料公布情况。 

        奈须先生在会上谈到，日中关系现在处于1972年以来最低落的时期，安倍上台之后，两国关系表面上得

到了缓和，但是实际上却更加恶化了。由于两国一直未能达成比较一致的历史观，随着中国经济的急速发展，

在未解决好历史问题的前提下，两国很快过渡到了经济恶性竞争的环节。加上右翼思想迅速蔓延，老一辈致力

于对中友好的人士又多已年长或已逝世等许多因素，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遇到了巨大的阻碍。关于南京1644

细菌部队，奈须先生介绍了南京1644细菌部队中最新的研究进展和一些有待进一步深入挖掘的课题(详情参见

<南京晨报>2006年11月16日相关报道)。他说，1644细菌部队的老兵有关在南京周边地区施放细菌的证词，

虽然详细到年和月，但并没有透露具体地点，而一直以来学术界至今还没有能找到相关档案史料能够对此印

证，作为线索他提供出来，希望能对中国方面的研究有所助益。此外，他认为日本医学界和政界对人体实验以

及细菌战一直采取纵容的态度，这也是日本在二战期间进行细菌作战的重要原因。最后，奈须先生介绍了日本

方面细菌战资料的公开程度，以及相关研究的薄弱之处。 

        在座研究生同学随后积极提问，与奈须先生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友好交流，会议现场气氛自由而热烈。王

选女士在报告会过程中担任了现场翻译，同时也补充介绍了许多相关文化、知识背景，最后她鼓励大家从不同

视角细心观察社会，深切希望在座各位都能牢记历史，时刻保持警惕，多做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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