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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慰安所”寻证记

经盛鸿

    导语：所谓“慰安妇”制度，乃是日本军国主义在20世纪前半叶对外侵略战争中，所长期施行的、

强征大批各国妇女，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充当性奴隶的一种野蛮罪恶的制度。南京，由于它是日本侵华期

间所谓“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日军各重要机关与驻军众多，因而成为日军在华设立“慰安所”最

早、最多的地方，是中国与其他国家妇女受害最严重的地方。

 
 
学界共同努力，寻找旧址线索

 
笔者多年从事抗战史与南京大屠杀史的教学与研究。从1997年开始，以日伪档案与中外学者已有研究成

果为线索，骑着自行车，走遍南京城里城外的大街小巷，走访父老乡亲，对南京原侵华日军的“慰安所”旧址

普遍调查，并在香港《广角镜》1997年第11期上发表了《南京慰安妇：历史未完全揭开的一页》；接着，在北

京《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2期上，发表了《南京慰安妇与慰安所》，在日本《战争责任研究》2000年夏季

号（总第28号）上，以日文发表了《南京的慰安所与慰安妇》等论文。在2001年冬，笔者又奉命带着两名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其中一名是女性受害者，去日本东京、大阪、名古屋、冈山、金泽等城乡各地，宣讲日军侵华

战争暴行，包括罪恶的“慰安妇”制度，激起很大反响。在名古屋，日本著名学者江口圭一等人也赶到会场。

到2002年，笔者与学友们已经调查、确认了侵华日军在南京长期建立的“慰安所”遗址有四十多家。

2002年年底，日本研究“慰安妇”的著名史学家西野美子女士与南京旅日学者朱弘先生，通过南京《现

代快报》刊登“寻找知情人”通告，找到我们这些南京同行，说，他们找到了一位日本侵华期间，曾被欺骗、

被逼迫在南京做过三年“慰安妇”、后来又被日军强行送往滇西前线、受尽凌辱、九死一生、至今尚健在的老

人，她就是朝鲜籍妇女朴永心。2002年，朴永心已80岁，居住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平壤。西野美

子与朱弘告诉我们，关于朴永心沦为“慰安妇”的血泪历史，她们已在滇西找到了较多的人证与物证，而在南

京却几乎是一片空白，因而要求我们南京同行根据朴永心老人回忆提供的线索，寻找与确认她当年在南京被迫

充当“慰安妇”时，居住约三年的“慰安所”遗址，为朴永心老人向日本提出法律控告提供更多的有力证据。

朴永心老人还想在有生之年返回南京和滇西，现身说法以揭露控诉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罪行。

这无疑是极有意义的行为！世界上一切正义学者的使命是共同的与相通的。肩负着神圣的使命，我们立

即开始了为这位苦难的朝鲜“慰安妇”在南京寻证的工作。

但是，由于朴永心当年被日军骗到南京时只有17岁，不懂中文，又受到日军的严格管制，因此对于在南

京的那段经历，她只有一些很不完整的片断记忆。她只记得自己当时所在的南京那家“慰安所”位于南京市中

心不远处，是一座二层或三层的水泥构造的楼房。楼房附近有水，是河是湖还是江，她记不清了。她住在楼

上，房间是19号，窗户朝北，从窗户处向外眺望，可以看到附近有一个日军兵营，有军人进出与操练，外面围

着铁丝网。楼房离铁路很近，她常常听到火车开过的声响。在“慰安所”的对面，有一个日本人经营的寿司

店，店面很小，是个两层的小旧楼。在“慰安所”里，日本人做老板，还有一些中国杂役，有男有女。朴永心

对中国人的印象很好，说：“中国人很温和，对我们这些可怜的女子非常友善。”当问及这家“慰安所”的名

字时，朴永心老人已记忆模糊，只记得日语音为“Kinsiyi”，译成中文的意思，可能是“近水楼”，或者

是“金水楼”“锦翠楼”，或者是与此发音相近的什么楼。但朴永心对自己被日本人强加的“艺名”记得很清

楚，叫“歌丸”。朴永心还指着自己脖子上的一道长长的伤疤，讲述了她在南京“慰安所”中那段刻骨铭心的

悲惨经历：她那次因身上来月经，拒绝“接待”日军，竟被一个毫无人性的日本兵挥刀猛刺，跌倒在血泊中。

是这家“慰安所”的中国杂工急忙将她送到附近一家中国小诊所包扎，才使她逃过一死。她永远忘不了日本兵

的凶悍暴虐，也永远忘不了南京人民的善良与救助……

那么，朴永心当年所在的“慰安所”，究竟是哪一家，在南京哪里呢？

 
我们为朴永心南京寻证

 
接到西野美子与朱弘的请求后，笔者以多年研究与社会调查所得，根据朴永心的回忆，开始把寻访的重

点放在南京城北的下关地区，因为那里是日军“慰安所”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又邻近铁路与长江，

符合朴永心老人讲述的情况。但寻访数日找到的几家“慰安所”旧址，都与朴永心的其他回忆不

相符合。在苦恼中，笔者忽然想到，南京原有一条市内小铁路，从城北下关南下，穿城而过，直

到南京城南的雨花门附近出城，与京芜铁路连接。这条市内小铁路在清末就建造，营运多年，直

到1958年才拆除，改成马路；而小铁路穿过的城南地区，在南京沦陷时期，是日本侨民集中居住的地区—所

谓“日人街”，离日军兵营很近，正是日军“慰安所”最为集中的地区。其中有几家规模较大的“慰安所”，

南京当地的老人当时称作“日本窑子”（日本“慰安妇”）与“高丽窑子”（朝鲜“慰安妇”）。我们何不到

那里调查呢？

2003年1月，朱弘回到南京。笔者将自己在南京的调查与判断告诉了他。于是，我们两人会同《现代快

报》的女记者韩晓蓉，一同开始了在南京的寻证之路。我们把位于南京城南的太平南路、科巷、长白街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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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慰安所”旧址作为重点调查地区。我们的查访活动得到了南京许多热心市民的支持与帮助。我们先后查访

了位于文昌巷白菜园的“菊水楼慰安所”旧址、寿星桥口的“吾妻楼慰安所”旧址、常府街的“松下富贵楼慰

安所”旧址等，最后认定，位于利济巷2号的“东云慰安所”遗址似乎与朴永心老人讲述的情况最为符合或相

近。

利济巷2号与利济巷18号的“慰安所”旧址紧相邻接，在抗战前是一位名叫杨普庆的大户人家新建的高级

住宅区与一座旅馆，称为“普庆新”。利济巷北口是中山东路，隔马路就是著名的中央饭店与“总统府”。

1937年12月日军进攻南京前，杨普庆逃离南京。日军攻占南京后，就把“普庆新”的这片房屋占据，改作两

家“慰安所”。

我们来到利济巷2号“东云慰安所”遗址。我们看到，这是一座长方形的水泥砖瓦结构的二层楼洋房，虽

然陈旧，但保存完好。住在里面的居民给我们指认这家原“慰安所”的大铁门、门房及其他设施所在地。我们

进入这座楼里，看到一楼与二楼的中间，都有一条狭长的通道，通道两边是两排分别朝南、朝北的小房间，一

间连着一间、房门对着房门，就像旅馆一样。一楼有14间房间，二楼有16间房间。房间里的床位也很奇特，都

凹陷在里面，不像中国的卧室。据知情人介绍，那是当年日本人放榻榻米用的，可以起遮挡的作用。楼上的一

位住户陶小年告诉我们，原来每个房间的门上都钉有一块圆形的号码牌，他家的号码是“12号”或“18号”。

那么以此类推，这幢楼房里肯定有“19号”，那是朴永心提供的房间号码。在一楼进门处，设一吧台。在二楼

一个房间的上面，有一间狭小的阁楼，知情人说，这是当年禁闭处罚不听话的“慰安妇”的地方。

在这座洋房外的西南面，是一座临街的二层楼房，一楼中间有一条过道，有大铁门，在大铁门口设一售

票处。当地南京居民称这家“慰安所”为“高丽窑子”，因为他们看到这家“慰安所”里的“慰安

妇”，多是年轻的朝鲜妇女。日军官兵到这里时，要在大铁门口购票入内。

据世代居住于利济巷14号的杨秀英老太太（1909年出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说，她们全家在1938年春夏

之交从逃难地六合老家返回这里居住，先摆香烟摊为生，后开了一家“德胜祥烟酒杂货店”，一直居住至今。

当时她家四周住有许多日本人，有的住家，有的开店、开洋行，还有的开“慰安所”。她向他们学会了讲日

语。高丽窑子就在她家房子的后面，老板千田常到她家杂货店购买烟酒等物。她认识这家“慰安所”的许多朝

鲜“慰安妇”，因为这些女人穿的都是朝鲜服，所以知道她们是朝鲜人。她看到每天晚上都有许多穿军装、挎

军刀的日军官兵来此，周末来的更多，老板千田都要到门口迎接。另一位沈玲老人（1927年出生）告诉我们：

在日据时期她家住在利济巷6号楼上，就在“东云慰安所”的前面，当时她才十二三岁。她常透过窗子看到，

每天都有许多日本军人进入利济巷2号的楼房内，有朝鲜姑娘为日军脱衣等。

更令我们惊喜的是，当地老住户告诉我们，在这座楼的不远处，原来有一个面积很大的大水塘，叫丁家

大塘，在1958年被填平了，上面建了一所中学，就是现在的南京二十二中。在利济巷2号楼房的东面，原来也

不是建筑群，而是一片操场，南京沦陷时是日军的操练场。在利济巷2号附近，有许多日本人开的店，其中有

一家寿司店；还有两家中国人开设的药店与诊所，都替人看病。在利济巷的东面不远处，原是一条市内小铁

路，在清末就建造，营运多年，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拆除，改成马路，就是现在的长白路。

利济巷18号是“故乡楼慰安所”遗址，位于利济巷2号的北面，与利济巷2号只相隔数米，以前本与利济

巷2号相通。这里有8幢格式相同的二层洋楼，规格设备要比利济巷2号要高。当地老人告诉我们，在南京沦陷

时期，这家“慰安所”里面多是日本年轻姑娘，穿着日本的和服与木屐，“慰安所”门口有日本人收票。中国

居民称它为“日本窑子”。当时居住在利济巷、以卖米为生的张万宣（1922年生）老人在接受我们调查时

说：“利济巷18号是日本窑子，是日本人开的。来此的嫖客是日本军人，买票入内。卖票的也是日本人。妓女

都是日本人，穿日本衣服。”

世代居住在利济巷14号的杨秀英老太太的儿子张传铭（1931年生）告诉我们说：“日本投降时我十多

岁，知道一些事。当时我家左右隔壁都住着日本人，利济巷16号是日本人开的池田洋行。离我家不远有一个垃

圾箱，里面丢了很多避孕套。当时中国人不知道用这些东西的，所以证明利济巷18号是日本窑子。18号里面女

人都穿和服。”

当地老人清楚地记得，利济巷18号“慰安所”的大门口挂着“故乡楼”的招牌。这是这家“慰安所”的

名称。这与我以前在档案中查到的史料也对上了。

利济巷“慰安所”旧址与朴永心老人的回忆十分相似或相近，现在就等老人来确认了。

 
朴永心重回南京，

确认了她当年遭受日军摧残的

利济巷“慰安所”旧址

 
经过近一年时间的联系与各方面的工作，2003年11月19日，朴永心老人在中日学者的陪同下，重回南

京。11月20日，当她来到市中心的利济巷2号那座二层旧式楼房前时，很快就认出了她当年遭受日军侮辱与摧

残的伤心之地—侵华日军的慰安所旧址。她只说了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这儿了！”就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

绪，失声哭泣。陪同人员为怕这位已81岁的老人发生意外，赶紧搀扶她离开了这个地方。第二天，11月21日，

在陪同人员的周密安排下，朴永心老人再次来到利济巷2号那座二层旧式楼房，一边流泪，一边回忆与指认当

年的遗迹。在二楼第19号房间，她无力地说：“这个房间就是我从前来过的地方，是我被拉进来的地方。我太

痛苦了！我又回到了原来的那个地方。”

朴永心老人勇敢地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那段不能忘记的血泪历史作证，为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作

证，为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妄图否定“慰安妇”暴行作证。朴永心老人用血泪写下的历史是任何人所抹

杀不了的，它将永远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最有力的控诉！

朴永心重回南京、指认她当年遭受日军侮辱与摧残的伤心之地—侵华日军的“慰安所”旧址，揭露

日本军国主义的罪孽，在中国和世界上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这也使“利济巷慰安所”旧址

的重要历史见证意义更加凸显。自那以后，中外学者、新闻记者、政府官员和普通老百姓，一批

接一批来访和调查，中外各报、各电视台连篇报道。

然而，由于“利济巷慰安所”遗址位于南京市中心的商业黄金地段，寸土寸金，因而它早就

被划入在城市发展的旧房拆迁范围。就在朴永心老人于2003年11月重回南京后不久，2004年的一天，

一张拆迁封条就贴到了利济巷2号与18号原“慰安所”遗址建筑的大门上；随之，这里的原住户被安排搬走，

建筑工人们把四周的房屋拆毁一空，眼看就要拆到了“利济巷慰安所”旧址。



对此，笔者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四处奔走。自己与许多的南京市民挺身而出，呼吁保护这几幢具有重

要历史见证意义的民国建筑。笔者向社会各界指出，我国正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对全国人民，特别是

对青少年的爱国主义的教育，而“利济巷慰安所”旧址正是最好的教材；当前日本右翼势力力图否

定日本侵华史，否定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否定日军罪恶的“慰安妇”制度，我们正与他们展开辩

论与斗争，需要各种有力的证据，而“利济巷慰安所”遗址正是最有力的证据！我们为何自毁证

据，做日本右派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呢？

我们的努力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南京市民和全国各界人士的理解、支持和声援。南京和全国的许多新闻媒

体连篇报道、评论与呼吁南京利济巷原侵华日军“慰安所”旧址建筑的保护。

我们还设法请日本学者西野美子，以“反对战争与针对女性暴力联盟”和“女性、战争与和平人

权基金会”的名义，于2004年3月5日，向当时的南京市罗志军市长，发出“关于保存南京市利济巷现存慰

安所遗址的请愿书”。根据罗市长的批示，南京市政府文物局、新闻广电局等单位，连续召开专家座谈会，商

讨对“利济巷慰安所”遗址的保护意见。

为了更快地推动对“利济巷慰安所”遗址建筑的保护和修复，在2013年底，笔者和江苏省作家协会

的薛冰、《新华日报》社记者王宏伟、南京大学教师姚远、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师朱震昊，以“五位南京市

民”的身份，向南京市政府再次郑重提出《关于认定利济巷慰安所旧址为文物的申请》。在2014年2月25日，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

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公祭。它有力地教育了各级干部和全国人民，尤其在南

京社会各界激起强烈的反响。2014年6月7日，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将南京利济巷原侵华日军“慰安所”旧址正

式定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25日，南京市人民政府各有关单位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代表，共同举

行了利济巷原侵华日军“慰安所”旧址定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的立碑揭碑仪式。笔者作为专家代表，应邀参

与揭碑。

接着，在南京市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从2015年4月开始，对利济巷原侵华日军“慰安所”遗址进行大规模

的修复，将其建成为“慰安所遗址陈列馆”，有7幢房屋，约2000平方米，是南京乃至亚洲地区最大、保存最

完整的一处日军“慰安所”遗址，也是唯一的一处被在世“慰安妇”指认过的“慰安所”建筑。它目前已经对

外开放。这处浸透了“慰安妇”血泪历史的建筑，将会得到永远的保护，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讲述日本军国

主义的暴行。■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

（责任编辑刘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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