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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俘在中国——记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镇远和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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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1月25日，旅华日共党员、作家鹿地亘根据中共中央南方局周恩
来、郭沫若等领导人的指示，从桂林临时俘虏收容所“苏生学园”挑选觉悟了
的日军俘虏，组建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西南支部。1940年7月20
日，他又从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和平村）挑选日俘中的觉悟分子，组建了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总部。1942年6月，康大川同志奉命在贵州镇远军
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和平村），成立了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和平村
训练班。1946年4月，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的所有日俘全部被遗返日
本。

一、对日俘的改造与和平村训练班的成立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镇远和平村由于主任管理员康大川、管理员朱宗熹

等认真执行中共中央“优待俘虏”政策和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带领反战同盟盟
员开展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反战活动，引起了国际红十字会及有关国际组
织的重视，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办得最好的俘虏收容所之一。

随着抗日战争的推移，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镇远和平村收容的日俘数量
逐渐增多。1941年8月25日，国民党将反战同盟西南支部20余名盟员和反战
同盟总部的30余名盟员押至镇远。这50余名反战同盟盟员到镇远后，在鹿地
亘、康大川的指导下，组织成立了反战同盟和平村训练班，学习革命理论和毛
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开展敌情研究和反战活动。

康大川、又名康天顺，1915年出生于台湾，日本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
1938年3月回国参加抗日战争，1942年6月22日由重庆抵达贵州镇远任第二俘
虏收容所（和平村）中校主任管理员。

和平村位于镇远卫城十字街南端，村内为高墙深院，院内两侧有两排靠墙
平房，这里是收容所的职工宿舍、厨房及卫兵房。卫兵虽为连级编制，但实际
只有一排兵力。卫兵房天井南端有一排一楼一底木楼（又称前楼），楼下中段
拱门与大门对直，楼上东侧三个大房间依次为“新生班”、“研究班”和“反
战同盟和平村训练班”的住宿学习室。

和平村“新生班”是由中国第九战区在第二、第三次长沙战役中俘获的日
军俘虏约50人编成，住在紧挨楼梯的东侧，便于所方教育管理。

“研究班”是由重庆“青山和夫研究班”送回来的原镇远和平村日俘。青
山和夫是与国民党军统局（全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有关的旅华
日本人。“研究班”日俘被安排住在“新生班”与“反战同盟和平村训练
班”（以下简称训练班）之间的一个房间，既便于影响“新生班”，又便于监
视“训练班”反战同盟盟员的活动。

前楼及其院坝称前院，关押着反战同盟盟员及日俘约一百多人。军政部镇
远和平村是中国南方各战区日军俘虏的集中地。收容所为团级军事单位，编制
为500人。1944年5月档案记载该所日俘总人数为396人，所方管理人员及服
务人员39人（其中军佐15人，士兵24人）。

二、优待、教育日俘
康大川到镇远和平村后，首先以勤奋的工作及精良的管理取得了所长莫锦

龙及舒汉生、朱宗熹等人的信任，很好地作了所内军职人员的统一战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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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康大川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关于优待俘虏、分化瓦解敌
军的一系列重要政策，从改善日军俘虏伙食和生活条件入手教育俘虏。

 春天，康大川、朱宗熹带领日俘爬上镇远府城石屏山韭菜坪古长城一带
采摘野生嫩蕨苔，让日俘吃上新鲜“野味”。有时带日俘到铁山溪小河里去捕
鱼捉螃蟹，以增添一道荤菜。秋天，他们带日俘去城东北黄桑沟采摘野板栗和
刺梨，这些活动既增添了菜肴，又使日俘能呼吸新鲜空气，接触大自然，增进
体质，改善精神状态。

与此同时，康大川组织日俘自己动手在后院挖了两口井，让日俘饮上无污
染的干净水。组织日俘自己动手修建了日式浴槽及澡堂，让俘虏能经常洗澡，
减少疾病。还组织俘虏开展球类比赛及其他体育活动。

康大川精心指导反战同盟和平村训练班的工作。首先是组织全体盟员认真
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等著作，讲解反法西斯战争国际形势。其次是指导反
战同盟盟员与前后院的日俘广交朋友，逐步加深反战同盟组织的政治思想影
响，吸收新的盟员，壮大反战同盟组织，做好反法西斯战争国际统一战线工
作。再次是根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工
会”）敌情工作组组长冯乃超的要求，指导反战同盟盟员从日俘中搜集整理有
关日军敌情材料，上报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等单位。如冯乃超布置反战同盟和平
村训练班搜集整理最新日军卫生队编制及配备情况的详细材料，同盟员们按要
求熬夜撰写，如期完稿上报八路军总部。

1942年夏天，康大川组织举办纪念收容所成立四周年文艺活动。所内职
员与镇远师范学校进步师生在和平村演出了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著名
抗战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镇远师范学校京剧团来所演出了京剧折子戏
《女起解》，镇远师管区管弦乐队来所演奏子世界名曲《卡门·斗牛》。

同年12月25日，镇远和平村训练班为纪念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成立三周
年，邀请全所日俘举办文艺晚会。反战同盟员们自编自演了日语反战话剧，用
自己制作的小提琴、月琴、四弦琴等演奏日本新旧流行歌曲，寓教于乐，取得
很大成功。

1943年5月1日，和平村训练班在前院集会，高唱《劳动歌》和《国际
歌》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同年农历5月5日，康大川又在前院组织开展
庆祝日本传统节日“男孩节”的活动。他们用竹蔑和构皮纸，制作了几个二三
米长的大鲤鱼帜旆，悬挂在前院大竹竿上。这些帜旆五颜六色，迎风飘扬，很
有节日气氛。

镇远师范学校学生歌咏队经常到和平村来教盟员唱《松花江上》、《长城
谣》等抗战歌曲。因教歌女生何谣珍唱歌词“九·一八，九·一八”唱得特别感
人，日俘们便把该女生称作“九·一八”。所内前院日俘成立了群众团体“和
平村新生活协会”。该会由训练班、研究班、新生班推选人员共同组成执行委
员会，下属有“新协剧团”。该剧团由原反战同盟西南支部成员平田稔负责，
剧团曾于1943年冬天在和平村礼堂演出了三暮日语话剧《狼》。

三、创办刊物向外宣传
康大川在收容所里以和平村训练班为骨干，发挥所内有写作、绘画能力日

俘的特长，创办了墙报和刊物，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罪行，记述侵
略战争给日本劳动人民带来的灾难，从而使日俘觉悟起来，共同反对日本帝国
主义侵华战争，争取世界和平，争取日本民主化。

所内首先在日俘中成立了“和平村新闻社”，创办了时事性的《新闻》墙
报。接着成立了“群像社”，编辑了文艺性的《群像》墙报。1943年9月1
日，成立了“和平村《东亚先锋》刊物社”，创办日文版反战季刊《东亚先
锋》（EASTER-PIO-NEER）。《东亚先锋》由康大川具体负责，撰稿膳写、
石印、装订等工作皆以和平村训练班同盟盟员为骨干，团结带动其他能文善画
的日俘参加。

1943年11月28目，康大川被国民党军政部加害逮捕后，反战同盟总部负
责人鹿地亘于同日抵达镇远和平村，亲自指导和平村训练班的反战活动。因和
平村训练班负责人山川要等三人被调到设在重庆巴县赖家桥的“鹿地亘研究
室”工作，和平村训练班改由盟员长谷川敏三负责。

1944年1月5日，日文版反战双月刊《东亚先锋》更名为《和平先锋》，
共出刊三期。因刊物原编辑部主任康大川被捕，刊物编辑主任由长谷川敏三继
任。刊物社改名为“和平村《和平先锋》刊物社”。后来俘虏收容所以刊物为
阵地，成立了“《和平先锋》友之会”。

长谷川敏三担任和平村训练班负责人后，继续接受“文工会”第三组组长
冯乃超和反战同盟总部负责人鹿地亘来自重庆的通信指导。负责编辑的《和平
先锋》与其前身《东亚先锋》相衔接，在办刊方向、刊载内容、所辞栏目、刊
物风格、发行范围都很相似，《和平先锋》每期石印数百册，上报重庆有关军
政部门，后分发到有关军政单位。俘虏收容所主管部门是国民政府军政部，指



导机关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及其下属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收件
后，通过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送往延安，供中共中央有关部门参阅。这份
日文反战季刊是和平村训练班反战人士及日俘中觉悟分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
华战争罪行的真实记录，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见证，是中日两国人
民友好关系史的珍贵文献。

1646年4月11日，反战同盟和平村的137名盟员乘海轮由上海返回日本。
他们有的参加了日本共产党，有的参加了各地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成为日
本民主运动的一支重要力量。中日邦交正常后，他们大部分成为日本各地坚持
日中友好的骨干，长谷川敏三担作了日中友好协会全国总部事务局长。他们把
镇远和平村称作自己的“再生地”、“第二故乡”、“反侵略的大学”。

（黄贵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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