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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留的南泉日本战俘营关押日本战俘的南泉战俘营旧址

“天皇已将他们抛弃，他们必须死……”
日本轰炸机一路追杀日军战俘

前述侵华日军一路追杀投降的日本俘虏，究其原因，重
庆市巴南区文管所所长黎明向我讲道，这批日本战俘此前
关押在贵州镇远的“国民政府军政第二日本战俘收容所”，
1944年8月8日，日军攻陷衡阳，进逼贵州。国民政府决定
将这批日本战俘营迁至重庆市巴县（即今巴南区）南泉鹿角
场和刘家湾。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认为：“这些日本战俘是他们的最
大耻辱，天皇早已将他们抛弃，他们必须死……”因此日本军
国主义侵略者得知战俘转移的消息后，立即决定在途中将这
批战俘全部炸死。

所幸，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虽然狂轰滥炸自己的战俘，
但在中国军队的极力保护下，加上公路崎岖,山高林密,躲藏
的地方甚多,车队的伤亡并不严重，日本战俘最终大部近千
人安全抵达转移目的地——重庆巴南区刘家湾日本战俘营
和梁家边日本战俘营。

刘家湾日本战俘营旧址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红
旗村刘家湾。坐西向东，占地面积5980平方米，建筑面积
3900平方米。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原为周姓地主庄园。
庄园本为四合院布局，现余部分建筑为穿斗式木架结构，单
檐悬山顶，小青瓦屋面，素面台基。抗战时期设为战俘营后，
四周修建高约5米的围墙，解放后坍塌，是中国当时关押日
本战俘最多的战俘营。

梁家边日本战俘营旧址位于重庆市巴南区南泉街道和平
村的梁家边。坐东北向西南，占地面积2312平方米，建筑面积
1812平方米。由彭姓富绅始建于晚清，原系四合院布局，穿斗
木架结构，单檐悬山顶，小青瓦铺面。现仅余北角、南角、东南
侧3处建筑，可见部分撑弓为镂空雕，封檐板有彩绘图案。台
基、石板地面、阶梯踏道及少许石栏、柱础、石雕装饰尚存。

“见到村民都打招呼，放风不用戴手铐脚镣”
日本战俘可自制棒球棒娱乐

虽是战俘营，但却没有血雨腥风。当这些日本战俘来到
重庆，也就是踏上这片被他们自己的飞机炸得遍体鳞伤的土
地上时，却惊奇地发现迎接自己的并不是报复、仇杀，而是让
他们感受到人世间南泉人民的善良、人间温情。

被关押在巴南的近千名日本战俘没有一人被枪毙。反
之，这些日本战俘甚至与附近善良、淳朴的中国农民成了朋
友，有许多日俘回国时，痛哭流涕地根本不愿意回去，而村民
们面对这些和自己相处了一段时间的日本战俘，竟一时也难
舍难分……

李国福老人对我讲了当年日本战俘营进驻的情形。8月
的重庆天气热得要死，太阳火辣辣的，真是火城。“都是农村
嘛，我们一些村民正坐在村口的大树下乘凉、吹牛，突然看见
村口出现一支穿着破烂的垮杆部队，旁边有许多国民党军人
押解，队伍中的一些人相互搀扶着、有的还拄着拐杖，头剃得
像和尚一样，来到了我们这里。事前人们把房屋、院坝打扫
得干干净净，就这样将这些日本战俘安排妥当。他们需要什
么东西，村民都尽量帮忙解决。”

姚天福老人接着讲，这些日本战俘身穿灰色的囚服，有
时在外面劳动。遇见村民时都要打招呼，但他们放风时却不
用戴手铐脚镣，他们还向村民要棍棒，自己制作棒子在院子
里打棒球，经常能听见他们的吆喝声。“那时我们还小，经常
捡起泥巴去砸他们，结果被大人制止了。我们的大人说，他
们是战俘，已经认输了，就不要再为难他们。当年我才4岁，
先也跟着岁数大的孩子一起砸泥丸好耍，听了大人的话，从
此也不难为他们了。”他还讲到，虽然这些日本战俘手上都沾
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但是却无一人被枪毙。关押期间，有
几名战俘病死了，村民们还把他们埋在营地背后的山顶上。

李国福老人又讲道，1945年3月的一天，在通往樵坪的

山路上，一个“烧酒媪”(喝醉酒的人)正在往山上爬。不料从
山坡上的一个石洞里，突然跳出两个人来，跑到菜地里摘豌
豆、胡豆，一把一把地往嘴里噻，大概是饿急了。“烧酒媪”吓
了一跳，酒也醒了，想起中午喝酒时，有乡丁说有日本兵逃跑
了，要大家注意这事儿。这么一想，“烧酒媪”认定自己看到
的是鹿角场逃出的日本兵。于是，他躲在草笼笼里，一直等
两个战俘吃饱了又爬回岩洞，这才悄悄跑回樵坪乡公所报
告。乡长带了众乡丁，赶到岩洞一声怒吼，把两个日本战俘
送回战俘营。经过审问他俩才回答让人吃惊：“我们只想回
家，太阳从这座山头出来，这里就是东方，向着东方走，就一
定能回家……”

“感谢你——恩人陈二嫂！”
日本女战俘与陈二嫂的故事

姚天福老人又讲起了“陈二嫂与秋原池田”的故事。
1944年初秋，国民政府决定，在巴县南泉鹿角乡三圣宫

和梁家院子（即今重庆市巴南区南泉鹿角镇红旗村刘家湾）
内，设立“鹿角战俘营”，将日本战俘关押在这里，由一个营的
士兵看押。关押在巴县鹿角乡日本战俘营的这批战俘中有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盟员，有一名女性盟员姓名叫秋原池
田，独身关在梁家院子后边的一间小屋里。被拘押的秋原池
田虽与外界隔绝来往，但她却得到了一个中国善良贤惠妇女
黄维珍、当地人称“陈二嫂”的关心和照顾。黄维珍是本名，
陈二嫂是嫁到男方家后的称呼。这陈二嫂心地善良，看见秋
原池田一个女人真是可怜，因此经常为她送去蔬菜、猪油、煮
鸡蛋等食品。冬季的一天陈二嫂见秋原池田蜷缩在床上，呻
吟不断，瑟瑟发抖，陈二嫂前去忙问：“怎么啦？生病了吗？”
秋原池田咳嗽着点点头，原来秋原池田得了病毒性感冒。陈
二嫂懂得些中草药治病方法，于是她到南泉山里采集草药治
好了秋原池田的病。其间送去自己家在冬天生炭火取温暖
的一只篾烘笼和一箩筐木炭，让秋原池田度过寒风刺骨的冬
天。秋原池田感动得流着泪水说：“我对不起中国人，我有
罪，我偏信了日本天皇的谬言，在中国人面前犯下了滔天大
罪。感谢你——恩人陈二嫂！”

陈二嫂却说：“你一个日本女人，远离家乡，天寒地冻，这
么冷怎么过冬啊！你还不是当官的喊你干的，身不由己。其
实我的父亲和我的男人就是你们的飞机炸死的，我们只恨这
场战争，只恨喊打仗的人。”

秋原池田连声说：“罪过，罪过，为了这场战争我也死去
了不少亲人，我的父亲、哥哥也是死于这场万恶的战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关押在重庆市巴
县鹿角乡的日本战俘，也先后返回了日本。

1964年秋，日本女战俘秋原池田从日本来到重庆。一
天，她在翻译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巴县南泉鹿角乡（即巴南区
南泉鹿角镇）慰问拜望她的恩人——陈二嫂。见面时，她一
再感谢陈二嫂在关押其间的关心和照顾。告别时，秋原池田
还特意向陈二嫂索要了她耐以取暖过冬的那只篾烘笼。这
只中国重庆农村取暖的篾烘笼，到了日本后，秋原池田逢人
就讲述她在南泉鹿角战俘营时，全靠重庆南泉鹿角的善良妇
女陈二嫂送给她的这只篾烘笼，才度过了监牢里那寒冷的冬
天。

如今，这只篾烘笼在文物馆里也成为了中国人民与日本
人民友好象征的历史见证！

1980年春，日本的三位友人，由重庆市有关接待人员陪
同，来到巴县鹿角乡专门访问曾照顾过秋原池田的陈二嫂。
一位日本友人走近陈二嫂身边问好后说:“我是秋原池田的
丈夫，遵照秋原池田生前的嘱托，特地来拜望您。”陈二嫂听
后喜出望外，忙问:“秋原池田怎么没有来呢？”她丈夫回答:

“池田……池田……她已不在人间了……”顿时，两人悲痛地
流着泪，低下了头，默默肃立许久。秋原池田的丈夫又说:

“二嫂，我们去看看池田曾住过的小屋吧。”
陈二嫂说：“要得，要得，可是那小屋现在已开成了菜

地。”于是，几位日本友人就在菜地与陈二嫂合影留念。

“他组织战俘演戏，转化战俘思想”
南泉老人都知道日本人鹿地亘

我在南泉采访的日子里，当地老人你一言，我一语，讲
了许多反战同盟在南泉战俘营搞宣传活动的故事，黎明也
专门讲了日本反战进步作家鹿地亘的反战同盟事迹。

鹿地亘何许人也？鹿地亘（1903—1982），本名濑口
贡，日本小说家，东京帝国大学毕业。他在学生时代就参
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后来成为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
负责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他发表许多反战言论，因
而受到日本军国主义迫害，1935年流亡到中国上海，从
事反对日本侵华的活动，他与宋庆龄、鲁迅等都有往来。

在南泉宣传反战同盟的鹿地亘，早在1938年3月，
郭沫若在武汉担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
厅长时，鹿地亘就是三厅对敌宣传处事实上的顾问。三
厅的对敌宣传，包括敌情研究、对日广播和编写日文宣传
品，每月有一两次运宣传品到前线散发。这些活动，都得
到鹿地亘夫妇的鼎力帮助。

除了发表文章，鹿地亘的最大理想就是成立“在华日本
人反战同盟”。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鹿地亘创作了以反映日
本劳动人民反对本国法西斯为内容的大型话剧《三兄弟》，
由战俘营的盟员们先后在桂林、柳州、重庆演出，并由电台
向日本广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
斗志。鹿地亘还向各部队的政工干部传授审讯日军俘虏的
方式方法和利用其官兵对立的心理有效开展对敌宣传的策
略等。“皖南事变”后，反战同盟的活动受到国民党方面的限
制。鹿地亘并不因此泄气，他在反战同盟总部内另组“鹿地
亘研究室”，对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进行系统的研
究，为中国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在中共南方局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郭沫若极力倡
导做教育日本战俘的思想转化工作,经过一番艰苦细致
的努力，把一批原本满脑子装满军国主义思想的日本战
俘，教育转化成为反法西斯的战士。1940年7月20日，
在周恩来、郭沫若等人的关怀下，重庆成立了“重庆在华日
本人反战同盟”总部，由鹿地亘任会长。反战同盟总部和
西南支部的工作归属周恩来、郭沫若等人指挥。总部出版
了反战同盟机关刊物——《真理的斗争》，编印《敌情研
究》，分发到各战区司令部，因此，各地军民纷纷称赞鹿地
亘的反战同盟在抗战中的特殊贡献。

在南泉也留下了鹿地亘的足迹，他的大型话剧《三兄
弟》为转化日本战俘的观念起到很大作用，南泉人们至今
传为佳话。

1945年，毛泽东主席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期间，由
周恩来陪同，在桂园单独接见了鹿地亘夫妇，作了长时间
的交谈。毛主席问：“鹿地亘先生是文学家吧？”鹿地亘笑
着回答：“我是文学家，但早已忘了文学。我是忘了文学
的文学家。”接着，鹿地亘谈了国统区日本反战同盟情况，
包括：1939年反战同盟成立；1941年反战同盟表面被解
散；反战同盟在镇远、巴县鹿角乡战俘营的发展；现在有
组织的反战同盟在鹿角乡战俘营里，成员约170多人
……毛泽东主席听后不断地点头，肯定了鹿地亘日本反
战朋友的出色工作，感谢他为中国人民神圣的抗战作出
的特殊贡献。

反战同盟会长鹿地亘经常到南泉战俘营演讲，开展
反战同盟活动，还组织日本战俘演戏，转化了日本战俘的
思想。南泉的老人们都知道鹿地亘这个名人。

抗战胜利后，鹿地亘夫妇于1946年6月回到日本，
曾被美军以间谍嫌疑犯监禁一年。其后，从事中国现代
文学研究和翻译，致力于日中友好活动，促进中日文化交
流，直至1982年去世。鹿地亘，这位著名的日本反战领
袖和他领导下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为中国人民的
抗日战争作出了可贵的贡献。鹿地亘一直受到中国人民
和日本正义人士的深切怀念。

影视剧中的农妇黄维珍（剧照）

影视剧中的秋原池田（剧照）

南泉地区的篾烘笼

南泉日本战俘营

“ 一 片 土
地，流淌两条大
河；一张报纸，
风 行 一 座 城
市”。

2023年起，
重庆晨报全新
改版，全面提升
报纸的品相、品
质和品味。推
出《朝天门》副
刊，新增文史、

《故事荟》板块，
以丰富知识，拓
展视野，满足读
者对高品质阅
读的需要。

如果你有
史 料 秘 闻 、神
话 传 说 、今 古
传 奇 、人 文 地
理、红色经典、
人 物 传 奇 、历
史谜案等故事
性 强 、富 有 感
染力的稿件和
照 片 ，请 发 给
我们。也许有
一 天 ，你 提 供
的故事、照片，
就能成为重庆
晨报的主角。

投稿时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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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提 供 银
行 卡 开 户 行）
等。

重庆晨报
《朝天门》
征稿启事

文史类
投稿邮箱：
cqcb2023@sina.com
故事类
投稿邮箱：
cqcbgsh@126.com

日
本
战
俘
营

重
庆
两
个

●位于巴
南南泉
●曾关押
日俘近千
人

□胡平原

火光冲
天,机枪子弹
擦着头皮呼
啸而过……
成队列的轰
炸机不断地
俯冲轰炸,低
空扫射!

1944
年8月,贵州
镇远通往重
庆的公路上,
日军飞机犹
如发疯般追
击着一支车
队。

这是怎
样的一支车
队?日军又
为何要对其
穷追不舍?

“ 车 队
是国民党军
队押运的日
本战俘。日
军要炸的就
是 这 些 战
俘!”巴南区
文管所所长
黎明一语道
破天机。

到底是
怎样的“天
机”，竟让侵
华日军一路
追 杀 自 己
人？

今年将
迎来抗战胜
利78周年，
为了揭露日
本军国主义
制造侵华战
争的罪行。
今天，我作为
文史、党史研
究员，将和重
庆市巴南区
文管所所长
黎明先生，以
及重庆巴南
区南泉日本
战俘营地区
相关知情者，
一起揭开那
段远去的，却
不能忘的重
庆南泉日本
战 俘 营 往
事。

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作者系重庆市中共党史学会
会员、重庆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
特约研究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
员。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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