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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被掳掳往往日日本本的的劳劳工工中中山山东东人人最最多多
我国首次公布34282位劳工名单，山东人占四分之一

劳工死亡率

高达25%

二战劳工诉日企

国内首次立案

3月18日，二战中国劳工及遗属
状告日本企业一案在北京市一中院
正式立案。当日下午，中国劳工索赔
案律师团律师康健和劳工代表召开
记者会，表示已经收到法院的立案
通知书。这也是此案在国内首次立
案。此前，该案曾在多地起诉，均未
被受理。

此案的原告是二战期间被强掳
到日本做苦役的中国受害劳工及遗
属，起诉日本焦炭工业株式会社(原
三井矿山株式会社)和三菱综合材
料株式会社(原三菱矿业株式会社)

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17家中日
报刊上用中、日两种文字刊登谢罪
广告，并按每位中国劳工赔偿100万
元人民币的标准支付赔偿金以及承
担全部诉讼费用。

据北京青年报

据中新社北京4月5日电 4月5

日清明节当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纪念馆正式公布34282位强掳中国
赴日劳工名录。据悉，这些劳工仅是
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从中国强掳
至日本国内的中国劳工。

1943-1945年，日军把中国人
“当成兔子来抓”，然后放到中国劳
工营里等候日本企业派轮船运送到
日本。包括三井、三菱等财阀在内的
35家日企，逼迫劳工从事采矿、挖
煤、码头搬运等最底端繁重的体力
劳动，劳工死亡率高达25%。

去年9月18日，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在北京首次公布了日本强
掳中国赴日劳工罪行珍贵档案。档
案由旅日爱国侨领、东京华侨总会
名誉会长陈焜旺转赠该馆，共120

袋、405份，包括日本35家企业的124

个作业场、373份报告和日本外务省
报告书及附属档案32份，记录了自
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中国被强掳
赴日劳工的姓名、契约书、死亡诊断
书等内容，劳工总数34282人。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
长李宗远称，自从去年该馆入藏这
些劳工名录的消息公布后，引起外
界广泛关注，特别是劳工亲属，许多
人来电或者亲自到馆，希望查询亲
人信息。为此，该馆对《强掳中国赴
日劳工名录》进行了数字化处理，正
式发布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官网上。

头条链接

因靠近铁路，山东劳工济南德州较多

这9177名山东籍劳工中
还有多少人幸存？韩建平不
很确定，他估算肯定超不过
100人，“当年被掳走的时候
这些人大概20岁，如果活到
现在得有90岁了。”因为家在
济南，韩建平一直关注济南
的劳工幸存者，他说，现在济
南还有三四个幸存者。“20多
年里，我几乎走遍了济南的
所有县市区，找到过20多个

幸存者。只要我得知有幸存
者离世，我都会送上花圈，这
些年几乎都送走了。”

而在山东所有的市中，济
南是被掳往日本做劳工较多
的地区。韩建平数了数，《名
录》中大概有670个济南地区
人。“因为离铁路线近，在山
东，除了济南，还有德州被掳
人数也较多。”韩建平说，山东
被俘虏的青壮年先被送往济

南的新华院集中营，然后被统
一送上火车，开到青岛，新华
院集中营旧址就在堤口路上，
是原来的济南幼儿师范。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出具的《强掳中国赴日劳
工名录》情况说明中写道，在
日本监工眼中，打死一个中
国劳工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
样。据统计，中国劳工平均5
个人就有1人被夺去了生命。

4月5日清明节当天，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
馆正式公布34282位《强
掳中国赴日劳工名录》。
据山东被掳往日本劳工
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韩建平的梳理，《强掳中
国赴日劳工名录》中二战
时期被掳往日本做劳工
的山东人最多。作为当年
被掳往日本的一名劳工
的儿子，韩建平多年来一
直在讨说法，最近终于看
到了希望。

本报记者 张亚楠

他们从青岛上船去日本

济南人韩建平是当年被
掳往日本的一名劳工的儿
子，同时是山东被掳往日本
劳工联谊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多年来他致力于寻找在
日受害劳工，帮助受害劳工
达成对日索赔。他说，大概十
年前他就得到了抗日战争纪
念馆5日公布的《强掳中国赴
日劳工名录》，是山东被掳往
日本劳工联谊会当时的会长
把《名录》交给他的。

《名录》的编写说明中显
示，据日本外务省统计，被强
掳至日本的中国劳工总数为
38953名。《名录》里编写了
34282人，占中国劳工统计总
数的88 . 07%。“之所以有十
分之一多的人没有被编进名
录，是因为有些劳工不会写
字或者写了无法辨别等原
因，丢失了名字。”韩建平说。

韩建平梳理发现，这近4
万名劳工中来自山东的最

多，有9177名，占了1/4，韩建
平的父亲韩瑞华就是这些劳
工中的一员。“日本把中国人
掳到日本当苦力的同时，把
日本年轻人送到中国的土地
上进行侵略。”韩建平说，当
时，中国劳工被押往青岛、天
津的港口，再坐上拉矿石的
船到达日本。他从父亲口中
得知，途中有的跳海、有的得
病，十几天的海上航行中就
有一些劳工丧命。

韩建平（资料片）

在日本提起的对日索赔诉讼，尚无一起取得最终胜诉

国国内内诉诉讼讼或或成成民民间间对对日日索索赔赔拐拐点点

始于上世纪90年代
的中国民间对日索赔之
路走得无比坎坷，中国受
害人在日本提起的对日
索赔诉讼，尚无一起取得
最终的胜诉。今年3月中
旬，北京市一中院正式受
理二战期间中国赴日劳
工向中国法院起诉两家
日企一案。中国的受害人
家属和维权律师认为在
国内诉讼可能是民间对
日索赔的拐点。

本报记者 杜洪雷

被掳中国劳工在京起诉
日企，图为离世劳工的子女
怀抱父亲的遗像。(资料片)

据北京青年报

对日索赔诉讼已进行了20年

1990年，被称为“中国民
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的童增
发表了长达万字的文章《中
国要求日本受害赔偿刻不容
缓》。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
明》中国政府放弃对日本战
争赔偿，但是深受战争伤害
的民间普通人仍然有权利要

求日本赔偿。通过媒体的广
泛报道，民间对日索赔的意
识开始在社会上觉醒。

1995年被看作中国民间
对日索赔诉讼的起始年份。
当年6月至8月，东京地方法
院分别收到了“花岗劳工诉
讼”“山西慰安妇诉讼”和“哈

尔滨731人体实验、南京大屠
杀事件、浙江永安无差别轰
炸”的起诉书。

后来，越来越多的受害人
都站出来起诉。目前，诉讼的
人群涉及到被掳劳工、慰安
妇、无区别轰炸受害人、细菌
战和遗弃毒气弹受害人等。

在日司法诉讼大门已关上

同样在2007年，日本最高
法院就“西松组(现西松建设
公司)中国劳工诉讼案”作出
终审判决，驳回了中国劳工的
诉讼请求。同日下午，日本最
高法院就中国“慰安妇”诉讼
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中方原
告的赔偿请求。著名的对日索

赔律师王选对此解读是，“中
国民间通过日本司法途径寻
求正义的大门已经关上”。

山东受害劳工法律援助
团团长傅强曾经多次赴日本
与日本维权律师团商讨。据
傅强介绍，这些年败诉的诉
讼案件，日本法院给出的主

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中
最主要的是其“国家无答
责”，意思是说国家对公务员
的违法行为造成的损害是免
于赔偿责任的，此外还有已
过诉讼时效以及中国政府放
弃战争赔偿意味着民间赔偿
同时放弃。

“希望能够理直气壮地赢一次”

据了解，2006年开始，也
曾有河北、重庆、浙江等地的
二战受害者将诉讼材料递交
给当地法院，但均未获受理。
去年11月，4名曾被日本强征
为劳工的韩国女性在韩国状
告日本三菱重工获胜，这也
是第三起类似韩国劳工在其
国内状告日本企业的胜诉

案。
在诸多对日索赔的民间

人士看来，此次北京市一中
院受理此案是一个非常好的
机会。傅强称，凭借着多年在
日本诉讼的经验，如果将官
司搬回国内来打，被告企业
在中国也有分支机构，因此
胜诉的可能性很大。

“这么多年来参与对日
民间索赔诉讼，经常说经过
重于结果，诉讼的经过其实
就是揭露日本侵华战争的罪
恶历史，但是我们更希望能
够理直气壮地赢一次。”傅强
称，4月底将会召开受害劳工
诉日本三菱公司维权座谈
会，届时将会再次提起诉讼。

劳工后代想替父辈讨个说法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
利，日本投降，包括韩瑞华在
内，活下来的中国劳工分批
返回中国。韩建平说，父亲韩
瑞华回国后被国民党抓去当
兵，1949年，傅作义率国民党
北平守军投降，韩瑞华和傅
作义旗下众多国军士兵被改

编入解放军。直到1954年，仗
都打完了，韩瑞华复员来到
济南，成了当时的济南市工
人医院一名后勤工作人员，
1966年韩瑞华去世。

韩建平说，父亲在世时，
对被掳往日本当劳工的经历
不肯跟子女多说。但他觉得

父亲一辈子没享过福，在日
本受了很多罪，想替包括父
亲在内的中国劳工讨个说
法。前几天，韩建平得知北京
一中院受理了二战中国劳工
起诉日企案，为赴日劳工奔
波近20年的他感慨：“现在看
到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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