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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晨报推出纪实文史副刊，内
容以重庆本土为主，刊载历史人物、今
古故事、史料秘闻、考古发现、神话传
说、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类稿件。

纪实新栏目突出“奋斗、感动、火
热”主题、讲述新重庆建设的真实故
事、当下火热的百姓生活，着力展现新
时代充满烟火气的重庆城、麻辣滚烫
的重庆事和热情豪爽的重庆人。

欢迎赐稿。
来稿时请注明通讯地址、真实姓

名、作者单位、手机号码、身份证号、银
行卡号、提供银行卡开户行、银行联行
号等。

文史类投稿邮箱：cqcb2023@sina.
com

故事类投稿邮箱：cqcbgsh@126.
com

我试图让父亲承认在中国犯下的罪行
但他总是沉默地离开
这个日本律师想在冲绳立重庆大轰炸雕塑，告诫后人勿忘历史珍爱和平 □韩玉洪

一、设想
在日本展出
重庆大轰炸历史雕塑

重庆在二战期间作为远东反法西斯
战争的指挥中心和国民政府的大后方，
历经长达6年零10个月的日军战略轰
炸，这段历史被称为“重庆大轰炸”。为
了追求正义，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和遇
难者亲属组成了“重庆大轰炸受害者民
间对日索赔团”，并在一濑敬一郎律师的
协助下，向日本法院提起跨国诉讼，要求
日本政府进行赔偿和道歉。

据一濑敬一郎律师介绍，他为赎罪
长期与日本政府斗争。他免费为731
部队问题、重庆大轰炸等向日本政府起
诉，花光了一生的积蓄。

日本雕塑家金城实了解到这段历
史和索赔团的努力后，提出制作一座反
映重庆大轰炸历史的雕塑，并计划在冲
绳县公开展出，以此让日本民众深刻了
解日本政府过去的战争罪行。

重庆大轰炸幸存者粟远奎表示，对
日索赔的目的不在于延续仇恨，而是希
望通过雕塑让世人铭记历史、反对战
争、珍爱和平。他认为，该雕塑在冲绳
的设立将帮助日本民众更深入地理解
这一历史事件，进而增强反战情绪。

二、职业
他的工作和中国关联密切

一濑敬一郎的父母都出生在熊本
县北部，于1947年3月结婚。

母亲从1944年秋天起在山鹿市的
保健所工作，后来成为山鹿女学校的临
时教师。父亲从1943年起因战争赴中
国。一濑敬一郎小时候听他父亲一濑
弥助讲过在湖南衡阳战役和广西桂林
战役中的经历，还有一年左右的战俘生
活后，于1946年初夏复员回国。

一濑敬一郎于1948年10月出生在
山鹿市，不久后搬到长崎市鸣泷町，并

一直生活到高中毕业。小
学时他经历过分两班授课、头发上
被撒滴滴涕药粉等集体行为，以及在讲
堂里每个年级观看原子弹受害影像的
记忆尤为深刻。

一濑敬一郎于1981年4月加入叶山
岳夫律师的法律事务所，开始律师生涯。

1986年，他在新桥独立开设了一濑
法律事务所。作为一家律师事务所，他
的工作一半是为了收入接手普通民事
案件和刑事案件，另一半则从事“731部
队问题、重庆大轰炸、中国文物归还问
题”等案件。

一濑敬一郎的妻子一濑三和于
2019年8月去世，享年70岁10个月。

一濑敬一郎的父亲，在二战期间参
与了侵华战争。战后，他很少谈论在中
国的经历。高中时，一濑敬一郎曾多次
与父亲争执，试图让他承认在中国犯下
的罪行，但父亲总是沉默地离开房间。
他隐约意识到父亲在中国的所作所为
不光彩，却未曾深知日军在中国所犯下
的残酷罪行。

三、援助
历经30年
不断与日本政府抗争

1995年，一濑敬一郎第一次来到中
国，到哈尔滨参加法律研讨会，遇到了一
群从浙江义乌偏远山村来的农民，这些
人都是日军731部队细菌战的受害者。
一个老人说，自己一家14口，一夜之间
死了12个，侥幸活下来的2个，余生也被
后遗症折磨得痛苦不堪。一濑敬一郎听
到后很吃惊，他从来都不知道这个情
况。从那时起，他意识到上天给了他一
项历史使命：要凭借自己的法律专长，帮
助中国受害者讨回公道。那时，他47
岁。30年，从壮年到暮年，无数失败的
起诉，使白发苍苍的他越挫越勇。

2001年，作为细菌战中国民间对
日索赔案的中方代理律师，一濑敬一郎
来到重庆，与唐俊美博士和张毅博士在
朝天门见了面，谈了重庆大轰炸起诉一
事。因为细菌战索赔还没有结案，一濑
敬一郎答应为他们介绍日本律师，但好
长时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最终他

把大轰炸的诉讼案接了
过去。从此，他自费往返东京重庆

50多次寻找受害者，收集材料和取证，
几乎花光积蓄。

一濑敬一郎调查发现，为迫使中国
政府尽快投降，日寇试想通过空中轰炸
从而造成全中国人民的恐慌，日本天皇
裕仁下达“大陆令第241号”命令，命令
日本陆海军以航空作战扰乱中国后方
城市重庆。日军对重庆的轰炸从1938
年2月18日攻击当时的巴县广阳坝机
场等到1944年12月19日攻击梁山，有
6年10个月时间，在对重庆及其周边地
区的轰炸期间，将其分为3个阶段：第一
阶段为1938年2月~1939年1月日军
实验轰炸阶段，第二阶段为1939年5月
~1941年8月日军大规模轰炸阶段，第
三阶段为1941年9月~1944年12月日
军零星轰炸阶段。从1939年1月开始，
日机空袭迅速升级，对重庆的轰炸愈来
愈猛烈。特别是1941年6月5日傍晚，
在日机对市区长达5个多小时的疲劳轰
炸中，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接死
于轰炸人数最多的一起惨案，即较场口
大隧道窒息惨案。

日本法西斯轰炸重庆时，把居民
区、繁华的商业区等作为目标，大量使
用燃烧弹，用以燃烧市区的房屋，造成
数万人的伤亡和难以估量的财产损失，
这一事件是抗战时期日本法西斯在中
国制造的与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
战等同样残暴的血腥罪行之一。

四川某地村民在重建房屋时，挖出
了一枚日军轰炸时留下的哑弹。一濑
敬一郎将这枚哑弹作为重要物证，在法
庭上进行了展示，日本法庭承认，这是
日军轰炸的原始证据。虽然证据确凿，
但一濑敬一郎代理的案子还是全部以
失败告终。

法庭给出的理由是，无论是细菌
战，还是大轰炸，都属于国家战时行为，
法律没有赋予被害人个人直接向加害
国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判决结果虽是败诉，但一濑敬一郎
和原告团也取得了重大成果——日本
政府首次对日军在浙江等地使用鼠疫
菌和霍乱菌发动细菌战的事实予以认
定，同时也对轰炸重庆的事实予以认
定，这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巨大反响。日

本政府迫于压力，对参与731部队细菌
战的人员，取消了所有学位和功绩。

四、愿望
知道战争的残酷
要珍爱和平

从2006年3月，重庆大轰炸的受害
者以日本国为被告，开始了要求道歉和
赔偿的对日民间赔偿请求诉讼。此后，
14年间，一濑敬一郎继续围绕侵华日军
对重庆无差别轰炸的暴行进行艰难取
证，一有进展，就向法院提交新的证据，
他为此进行了3次追加起诉，和188名
重庆大轰炸受害者组成的原告团并肩
顽强战斗。

2020年12月，重庆大轰炸原告团
事务所发布重庆大轰炸原告及日本人
律师团“维护世界和平实践者们的誓
词”：

“我们是重庆大轰炸的受害者……
从1938年2月开始，长达6年多的残暴
无差别轰炸，对年幼的我们来说都是恐
怖的每一天。我们亲眼看到了在大轰炸
中受伤或死亡的亲戚们……战争深深地
伤害了我们！我们坚决反对战争，特别
是反对日本政府把自卫队变成军队……
通过我们的行动，向日本政府要求，从对
中国的侵略战争中，深刻理解战争的罪
恶，完全放弃战争的道路。我们为了反
对未来的战争，理解和平的重要性，会经
常把自己的受害情况告诉年轻人！”

作为战争参与者的孩子，对于那场
战争，一濑敬一郎没法做到漠不关心。
因此，“重庆大轰炸”终审败诉后，他一
刻也没有闲着，立即组织开展“重庆大
轰炸调研会”活动。

2020年3月10日，日本举办了“重
庆大轰炸调研会”。会议明确了日军对
重庆大轰炸加害的事实，还放映了重庆
大轰炸时难民躲避轰炸的纪录片。原
战地记者前田哲男发表了演说，告诉没
有经过战争的人们知道战争的残酷，要
珍爱和平。

如今，制作重庆大轰炸历史雕塑并
将其立于冲绳，对推动日本正视历史，以
正确历史观教育下一代具有重大意义。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2024年1月4日，日
本律师一濑敬一郎通过
微信告诉我，他与日本民

法学界知名学者吉田邦彦计划前
往重庆，拜访重庆大轰炸的幸存者
及遇难者亲属，并讨论在日本冲绳
县建立一座纪念雕塑的事宜，现已
到达上海，等待 8小时后飞往重
庆。1月7日，一濑敬一郎一行抵
达重庆，与幸存者会面后决定将雕
塑立于冲绳，并计划每年在雕塑前
开展反侵略活动。

重庆晨报黄葛树副刊征稿启事

金城实（左）与一濑敬一郎

当年日军飞机在重庆进行大轰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