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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新闻·城事

昨天上午，数百人在衢州市殡仪馆，吊唁逝去的长者杨大方。

2月10日晚6时许，外出散步的杨大方突发脑溢血经抢救无效，溘然长逝，享年85周岁。

这位原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受害者协会首任会长，为日军细菌战受害者发起了十年诉讼之路。不为结果，

只为那段黑暗的历史能为世人所知。

老兵走了！我们惟有纪念，才能对得起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十年内四次去东京控诉日本政府，衢州老兵杨大方去世

为细菌战受害者抗争
他燃尽生命最后点滴

通讯员 李啸 本报记者 盛伟

65 岁的著名社会活动家王选和杨大方

的家属一起向杨老鞠躬默哀。

1996年，王选来衢州调查细菌战时与杨

大方相识，此后他们并肩战斗了20多年。王

选回忆，当年自费去日本打官司时，杨大方总

是带着一箱泡面，宾馆的抽屉里塞满了椒盐

花生、鸡蛋干这样的干粮，“他是一个为细菌

战中受害的同胞们讨还公道而不知疲倦的老

兵，他永远保持着艰苦朴素，直到战斗到最后

一刻。”

现任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受害者协会会

长吴建平接受钱江晚报记者采访时说：“杨老

留下的那句流传较广的名言可以概括他的一

生——‘我们起诉的目的并不是想获得多少

赔款，我们是想让日本政府能够直面历史，还

受害者一个公道’。”

惊悉杨大方去世后，日本民间友好组织

“731 部队细菌战资料中心”向衢州发来一份

唁电，唁电说：“我们将继承您的遗志，将事业

推向前进。中日友好！携手并肩共同奋斗！”

原诉讼团团长王选：他是战斗到最后的老兵

杨大方去日本参加诉讼时看到日本人在

靖国神社里祭拜战犯。他意识到要修建自己

的纪念馆，让后人铭记那段历史。

在长达十年的诉讼中，杨大方经常走村

入户调查细菌战受害者的情况。日军制造的

病菌，使他们患上了腿部腐骨蚀肉、难以愈合

的“烂脚病”。有些人在患病之初就悲惨离

世，有些熬不住折磨选择自杀，有些迫于无奈

只能截肢，惨不堪言⋯⋯

杨大方将调查成果一笔一笔记录在日记

里，这些都成了衢州当地珍贵的史料。

2005年清明节，由杨大方和原衢州卫生

防疫站站长邱明轩、细菌战受害者遗属吴世

根共同发起创办的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展览

馆正式开馆。这座面积仅 30 余平方米的简

陋纪念馆位于衢州市区罗汉井 5 号（当年鼠

疫爆发的重灾区），并对公众免费开放。后历

经多次修缮升级，于 2014年 9 月跻身第一批

国家级抗战纪念遗址名录。

2014 年，杨大方找到吴世根的儿子、时

年52岁的吴建平，要将衢州细菌战受害者协

会会长的位置让给他。“杨老在2014年10月

4 日将这个重担交给我，因为那天正是日军

在衢州发动细菌战的日子。”

吴建平说，杨大方在垂暮之年经常叹息

“心中有憾”：时至今日，依然有超过160名风

烛残年的衢州老人，仍在强忍日军细菌战的

摧残与折磨。

在吴建平的牵线下，由中国工程院院士

付小兵和上海瑞金医院教授陆树良领衔的中

国医师协会创伤外科医师分会志愿者团队，

正在为衢州历史遗留“烂脚病”患者进行创面

诊治。

建细菌战展览馆 关爱“烂脚病”患者

1932年，杨大方出生在衢州。

1940 年，侵华日军 731 部门发动细菌

战，导致衢州等地的鼠疫越来越严重，不仅传

到了衢州各县，还传播到了临近的金华、义乌

等地。

据统计，1940 年－1945 年期间，日军在

衢州的细菌战造成衢州各地连续八年传染病

大流行，传染病患病者达 30 万人以上，死亡

5万以上。

时年8岁的杨大方亲历这起惨剧。

杨大方的父亲当年在衢州城里修钟表，

因为舍不得生意，就没有逃亡。疫情爆发后，

只有 2 万多人的衢州城死了 2000 人。1941

年 3 月，杨大方的父亲染鼠疫去世了。逃到

乡下的叔叔，也因鼠疫而去世。

1949 年 5 月，杨大方参加了人民解放

军，并成为新中国空军第一代飞行员，他曾于

1951 年国庆阅兵时驾驶轰炸机飞越天安门

广场受阅，还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战斗。转业

后，他担任衢州市体委副主任。

1996年，曾受过日军细菌战灾难的义乌

崇山村村民率先发起了对日诉讼，当时在日

本留学的王选担任总代表。那天，王选带队

到衢州调查取证。杨大方第一时间报名参加

了调查会。

1997 年 8 月 11 日，108 名由浙江和湖南

的受害者代表组成的“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

受害诉讼原告团”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正式

起诉，强烈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并赔偿。65 岁

的杨大方是诉讼原告团的成员之一。

2007年，日本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了受害

者索赔及要求道歉的诉求。

十年间，杨大方共去了四次日本。他在

东京接受世界媒体采访时说，“我们起诉的目

的并不是想获得多少赔款，我们是想让日本

政府能够直面历史，还受害者一个公道。最

重要的是，我们想让更多人知道事实真相。

尊重历史，以史为鉴！”

国恨家仇令其走上漫漫上诉路生平

功绩

2010 年 8 月

5 日，杨大方

代 表 细 菌 战

受 害 者 赴 日

参 加 反 战 和

平大会。

杨大方在东京出席记者会时控诉细菌战。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