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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安婦　永不褪去的疤痕

2016-10-02  記者 張芸瑄 文

「慰安婦」這個名詞起源於日語，日本的大辭典「廣辭苑」裡對於「慰安婦」的註解是「隨軍到

戰地部隊，安慰過官兵的女人」。

中國慰安婦民間調查第一人中國慰安婦民間調查第一人

作者張雙兵，一位揭開歷史傷痕並給予真相的鄉村教師，於1992年親自寫下並向日本政府遞交來

自中國大陸的第一份侵華日軍性侵控訴書，也為長達15年的跨國訴訟揭開序幕，曾有16位老人抱

病出席日本法庭作證。

一位鄉村教師，為了還給這些老人們尊嚴，需要她們憶起當年、親自闡述，張雙兵奔走花了33

年，共計採訪123位老人，編寫成中國最接近慰安婦史實口述的書籍「慰安婦調查實錄」。

 

「慰安婦調查實錄」書籍封面（照片來源／TAAZE）

 

是慰安婦還是性奴隸是慰安婦還是性奴隸

日本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誘騙、劫持、徵召、強迫女性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而這些女性主

要來自日本本土、殖民地（臺灣、朝鮮）、軍事佔領區（中國、東南亞國家）。

根據作者調查，當時中國被日軍抓去的女人，少的關押十幾天，多則關押一到兩個月，特殊情況

也有一兩年。侵華期間日軍佔據過中國至少1000個縣，以1個縣有10個據點計算，一年內在一個

據點被抓的女人預計有100多個。這樣計算下來，僅一年在中國就有100多萬的無辜婦女被強征

為｢慰安婦｣。日軍侵佔東北14年，全面侵華8年，照此計算，強擄｢慰安婦｣當以數百萬計。因

此，許多學者將「慰安婦」定義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迫為日本軍人提供性服務、充當

性奴隸的婦女，日本軍隊專屬的性奴隸。」

慰安婦為何存在慰安婦為何存在

用現代價值觀回顧這段歷史是不可行的。所謂歷史是時代環境下的產物，無法適用現今社會討論

的男女平權、人道主義等觀念。觀看一件事情必須回到當時的時代背景，並非將行為合理化，而

是以當時的時代背景去思量因果，否則義正嚴詞將會被當作偏見的展現。

日軍侵占中國為何需要「慰安婦」？在殺戮戰場中必須時刻戒備，精神壓力無處解決，身為男性

軍人有生理需求，才需要藉此管道紓緩長期的精神壓力。但是，關於日軍如何在中國「徵求」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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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編輯的話總編輯的話  ╱╱  鄧涵文鄧涵文

本期喀報第兩百四十

七期，共二十二篇稿

件。包含藝文評論一

篇、文化現象五篇、

科技新知五篇、人物特寫三篇、照

片故事兩篇、自由創作五篇及影音

新聞一篇，側欄廣告為「2016哈
客流行列車音樂會」。

本期頭題王本期頭題王  ╱╱  凃易暄凃易暄

試圖成為新一代文青

本期疾速王本期疾速王  ╱╱  林宥成林宥成

宥成是我，在一個香

火鼎盛和四周都是田

地的地方長大，不管

如何，開心的過每一

天，才是最重要的！ 再怎麼平凡
的事情，一定含有其不平凡的內

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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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婦又是另外一回事。

書中在「進圭據點受害者調查報告」中提到，這些日軍多半沒有進行安全性行為防護措施。因為

日軍知道這些鄉村女人都是「良家婦女」，受封建思想的束縛而保持貞潔，與其發生性行為而罹

患性病的機率低，因此更加肆無忌憚。「慰安婦」就算本身是「良家婦女」，也有可能因為這些

男人本身罹患傳染病，再經過凌辱導致慰安婦被傳染。在那個時代的男人只想著逞慾，女人處在

驚慌的情況中，除非傳染病發生，否則相對之下這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問題。

日軍於二戰時期建立慰安婦制度（照片來源／鐵血軍事）

喪失成為正常女人的勇氣喪失成為正常女人的勇氣

這些成為日軍性奴隸的中國婦女並不認為自己是日語本義上的「慰安婦」，她們對於日軍恨之入

骨，怎麼還會「慰問」這些軍人？

「盂縣調查實錄」中，分為進圭、河東、西煙、上社據點。在現代，擁有美貌的女人令人忌妒；

但是在當時的中國，女人的美貌是禍根，幾乎所有受訪者在回憶當年的情況時，都表示日常生活

中根本不想露面，甚至每天拿鍋底灰抹在臉上，以醜活命。

在被日軍不斷凌辱、挨餓受凍時，她們沒有選擇死亡，想死卻又怕死，單純只是為了家人活下

去。從據點回來的女人，一輩子都喪失生育能力，日軍徹底奪走她們擁有家庭的機會，受到嚴重

刺激的甚至罹患精神疾病，而這些被日軍抓去的女人都是15至17歲的「女孩」。

篇章條理分明　內容實而不華篇章條理分明　內容實而不華

張雙兵以鉅細靡遺的文字記錄一篇篇人生故事，作者的自述與當事人的口述利用「敘述整理的資

料如下」加以區別，讓讀者清楚明瞭目前使用第一人稱的主體是哪方。除了當事人口述外，也將

其他人的口述融入，加以佐證，讓事件更加完整。調查記錄中，張雙兵首先交代當事人姓名與籍

貫，接著依照時序串寫。

受訪者年事已高，採訪時通常不會講得很完整、有條理。而在口述中出現的人物、場景、情緒，

張雙兵以精鍊又平衡的字句描寫，不避諱惡人的角色，如出賣劉二荷、馮壯香等人的林士德，記

錄其出生背景、成長經歷、投日的心境轉折，以及為日軍效命後的惡行。

張雙兵不單是記錄慰安婦，對於相關人士，甚至是日軍的反應都嚴謹地書寫。下社鄉千口村的曹

黑毛懷上日軍班長的孩子，原以為會被殺，但讀著張雙兵記錄的日軍反應：「他搖搖頭，還是甚

麼也不說，對我笑了笑，回來時也把外面發生的事告訴我，還把家裡吃的東西拿給我。」張雙兵

仔細記錄，並無過多的猜想，留給讀者解讀的空間。

女人們所受的屈辱或日軍的作為，張雙兵同樣誠實的依照採訪的內容記錄，不單是事件的經過，

當時慰安婦們所承受的身理與心理過程也同樣被記錄，不過在閱讀時並不會產生不舒服之感。張

雙兵點到為止，將事情經歷記錄後，接著描寫當事者的心境，最後提及結果；這種寫作方式反而

能讓讀者更設身處地感悟到她們當時的心情。

封面為白底黑字的設計，代表這些受訪者的清白，同時利用白紙黑字將過去日軍的罪狀攤在大庭

廣眾之下。因涉及當事人隱私，整本書的相片寥寥無幾，但透過張雙兵的文筆可清楚體悟當時的

情形與心境。作者藉由此書向讀者傳達：每個人生都不容易。要說出過往經歷並寫成書並不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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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書籤記憶書籤

在歲月的流沙中，那一個個陌生又含糊的名
字。

單，必須跳脫傳統思想、不畏精神與社會輿論的壓力，而張雙兵擔起一個名為「歷史」的重擔，

為此努力不懈，也讓當時代的憤恨、無奈、坎坷終於被世人看見。

要的不是賠償　是一個公道要的不是賠償　是一個公道

過了幾十年將事實公諸於眾，不是為了搏取同情或金錢賠償，想要的只是一個能還她們清白、洗

淨冤屈的聲明，侯冬娥曾說：「是日本侵略軍把我抓到他們的據點，用刺刀和大槍逼迫我屈從

的。」她們想要告訴世人，自己依舊是當年那位花樣年華、純真無瑕的女孩，這一生可以抬頭挺

胸地活著。張雙兵書中也寫道：「她們要為自己洗刷恥辱，爭回自己的尊嚴，討回公道。沒有甚

麼更好的辦法幫助她們，只能將此調查報告公諸於世，藉以喚起人們對這一慘痛史實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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