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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虹⼝的这家慰安所旧址 是拆？还是留下来做证？

“海乃家”

“海乃家”位于上海市虹⼝区公平路425弄12号内，由⽇本⼈坂下熊藏⾃1939年经营⾄⽇本战败，最多

时有40多名“慰安妇”，曾是上海⽇本海军指定慰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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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海乃家”形成完整历史证据链 很不容易

⼀次引起轩然⼤波的拆迁

今年年初，上海⼀幢建筑的命运曾在⽹上短暂地掀起波澜。

这座在旧房改造拆迁过程中被紧急叫停的，是⼀座叫做“海乃家”的慰安所旧址。⼀时

间，媒体上⼜展开了⼀轮关于城市改造和历史保护之间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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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嚣过去四个⽉后，我们来到拆迁现场。⼀⽚废墟中，仍还矗⽴的这幢就是“海乃家”，

现场还保留着⼏个⽉前拆迁突然中断时的场⾯。

▲⼀⽚废墟中的“海乃家”

上海虹太建筑⼯程合作公司董事⻓ 苏建忠：我们是从去年12⽉份开始拆除的，晚⼀天通

知我的话，这房⼦今天就不存在了。

苏建忠是这个拆迁⼯程的负责⼈。这幢两层楼⾥拆迁前密密麻麻地挤着15户⼈家，楼⾥

没有抽⽔⻢桶、没有煤⽓管道、⽤厨房得排队、洗澡也得排队。苦不堪⾔的居⺠们为了

能够早⽇实现拆迁，曾向政府请愿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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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拆掉以后呢我觉得是真的很好，⼤快⼈⼼！给你那个公房，⼜什么都有，我这⾥

这么⼩的房⼦，那肯定是拆掉好。

▲“海乃家”内部

拆迁顺利进⾏过程中，“海乃家”上了新闻。

上海虹太建筑⼯程合作公司董事⻓ 苏建忠：这个时候虹⼝区征收事务中⼼的⼯程部部⻓

打电话给我，叫我⽴即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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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乃家”位于上海虹⼝区公平路公平⾥弄堂，距离外滩仅有2.6公⾥。这座建于上世纪

20年代的⽯库⻔建筑，在⼆战时曾被⽇本海军占领，委托经营为慰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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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乃家”内部

海乃家的身份曝光后，质疑强拆⽂物的声⾳指向了虹⼝区旧房改造中⼼。

上海虹⼝区旧改指挥部房屋征收中⼼ 林建新：资料没有任何的特殊之处，有关部⻔反馈

给我们的意⻅也没有列出来是保留建筑或者保护建筑。我们的虹⼝区政府对历史的保护

建筑、保留建筑⼯作⾮常重视。

记者：所以当时其实咱们在做征收计划之前，也对这⼀⽚区的房⼦都进⾏过事先调查？

上海虹⼝区旧改指挥部房屋征收中⼼ 林建新：调查！调查！调查！

查阅⽂件，“海乃家”的确不在⽂保建筑之列，批评声⾳转⽽指向政府对待历史的态度。

上海市虹⼝区⽂物遗址史料馆馆⻓ 何瑛：等于说国家罪⼈了，就等于是把我们上纲上线

到这样⼀个地步。

作为虹⼝区⽂物遗址史料馆馆⻓，何瑛觉得委屈。据她介绍，近年来虹⼝区在⽂保⼯作

中投⼊很⼤，在2011年结束的第三次全国⽂物普查中，共认定了三百多个“不可移动⽂物

点”。她说，关于“海乃家”，他们并⾮这次才知道，没有将其划进保护范围，并不是⼀种

遗漏。



22. 10. 6. 오후 1:46 上海虹口的这家慰安所旧址 是拆？还是留下来做证？

https://mp.weixin.qq.com/s/8jQnYv-CsUZhqLGrPd7fVA 7/28

上海市虹⼝区⽂物遗址史料馆馆⻓ 何瑛：什么东⻄可以作为⽂物，可以保留下来的，它

是有⼀个标准的。从它的⼀个是科学价值，⼀个是艺术价值，还有⼀个就是历史价值。

“海乃家”是⽇军强征慰安妇的重要证据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主任 苏智良：今年初，听说要拆了，我们⼜来了。

▲苏智良指出的就是当年慰安妇使⽤的房间

苏智良的相机曾记录下许多如今已经消失的慰安所旧址。他是上海师范⼤学“中国慰安妇

问题研究中⼼”主任，是中国研究“慰安妇”问题最权威的专家，也是“海乃家”的发现者。

这些年来，苏教授数不清来过“海乃家”多少次，这样的调查寻访他做了⼆⼗多年，⼀点

⼀点地将⽇占时期上海的慰安所开设情况还原了出来。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主任 苏智良：这⼀张呢，是我们经过20年的调查，对上海的

⽇军慰安所进⾏的⼀个认定。像“海乃家”就应该是在这⾥，公平路。然后离它⼀公⾥的

地⽅应该还有⼀个“海乃家”的分馆。那么到⽬前为⽌我们能够确认的上海的⽇军慰安所

是166个，这是世界上慰安所最多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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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上的红点就是慰安所的旧址

曾经是世界上慰安所最多城市的上海，如今已经跨⼊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都市的⾏

列，对于不少⼈来说，从新闻⾥了解到慰安所的历史后，对于是否有必要留下“海乃

家”，态度更加暧昧。

居⺠：我听说上海市这个“慰安妇”的地⽅很多很多的，我们这地⽅呢，我觉得利⽤价值

不是很⾼，不是⼀定要留下来。

上海虹⼝区旧改指挥部房屋征收中⼼ 林建新：如果每⼀个慰安所都保留下来，肯定会影

响到整个区域的经济发展。

上海⾃⼗九世纪开埠以来，地位卓然，繁华⾄今，⻅证过⽆数⻛云变换，也留下了许多

历史遗迹。这座慰安所旧址究竟特殊在哪⾥？真的值得留下吗？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主任 苏智良：“海乃家”呢，它的重要性是形成了⼀个完整的

历史的证据链。1994、1995年的时候，我在⽇本买了⼀本书，《⽇本海军慰安所的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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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这个⼩男孩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化名“华公平”的坂下元司，他的⽗亲就是“海乃

家”慰安所经营者坂下熊藏，这是当年“海乃家”成员的合影。在这本书⾥详细记载了当

年“海乃家”的建⽴和经营情况。苏智良就是根据书中的旧照⽚对照寻访，找到“海乃

家”的。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主任 苏智良：“慰安妇”的照⽚，经营者的照⽚，海乃家的情

况，再加上周边的中国住家的这样⼀个记忆，就形成了⼀个⽐较完整的证据链。

记者：这样证据链的搜寻，和让它们之间相互印证，并不容易。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主任 苏智良：很不容易的，这个是要经历有时候⼏年，甚⾄

于⼗年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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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存者仍未得到应有赔偿和道歉

然⽽⼈们或许会问，如今战争已经过去多年，为什么还需要保留“海乃家”这样的证据，

这段历史还没被揭过去吗？

这个影像不是⼏⼗年前的历史资料，⽽是今年2⽉16⽇联合国会议上的纪实，发⾔者正

是现任⽇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的杉⼭晋辅。他认为“‘慰安妇ʼ问题上所谓的强征的证据，根

本不存在。”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主任 苏智良：“慰安妇”问题不仅仅是历史，它也是当下的⼀

个话题，为什么这么说呢？⽇本的历届政府，他的主旋律是否认、歪曲，⼀直到现在它

还在否认，它还不停地在否认。

为了揭露罪⾏，这些年来，⼀些幸存者也陆续勇敢地站出来追讨正义。中国“慰安妇”受

害幸存者万爱花⼤娘先后⼏次在东京公开举证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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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5年开始，万爱花、赵润梅、刘⾯换等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先后就⽇军五⼗年前

实施的性暴⾏提起诉讼，要求⽇本政府为此进⾏谢罪和赔偿。

16年前，《新闻调查》栏⽬曾探访受害幸存⼤娘，记录下她们的坚毅和决⼼。

董倩：⼤娘，那假如⽇本⼈也不谢罪，也不赔偿，那怎么办？

赵润梅：总要和他打，打赢了。只要我活着，就要和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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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爱花：总要有⼀天。总有⼀天，他不能就这么放着。

然⽽对正义的追讨，⽐想象中艰难许多。⼤娘们的诉讼⼀路从东京地⽅法院打到东京最

⾼法院，均以败诉告终。她们直到去世，也没有等到应得的道歉。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主任 苏智良：要和⽇本的这种遗忘，甚⾄是歪曲，历史的修

正主义做⽃争，所以我们必须要保留我们的历史记忆。

记者：在您这⼉我也看到了好⼏个书架的书。有⼈就会说这些证据还不够吗？我们为什

么还需要持续地挖掘证据和保留证据？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主任 苏智良：尽管历史已经过去70多年，我们对于抗战的研

究刚刚开始。

慰安妇问题的证据在加速消逝

为了在节⽬中呈现“慰安妇”受害⼈群的确切⼈数，我们查阅了许多研究资料，却发现⾄

今尚未有公认的答案。不同学者估算的⼈数之差，有⼗倍之多。这只是“慰安妇”问题研

究艰难现状的⼀个缩影。和许多其它⼆战相关研究相⽐，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在全

世界范围内，起步要晚得多，也艰难得多。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主任 苏智良：在1991年以前，由于⽇本政府的隐瞒，所以⼤

家都不太知道有“慰安妇”。⼀直到1991年，像⾦学顺等韩国“慰安妇”的站出来，引发了

⼤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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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的勇敢，使这段⾎淋淋的历史在战后四⼗多年终于被揭开。⼆⼗多年来，中国、

韩国、⽇本等国学者合⼒进⾏着挖掘研究。作为国内唯⼀的研究“慰安妇”问题的专业学

术团体，苏智良和他的学⽣四处奔⾛，调查考证，不断更新着对历史的认知。《新闻调

查》也曾和“慰安妇”受害幸存⼤娘⼀起，寻访过发⽣战争性奴役罪⾏的旧地。

慰安所旧址是战争性暴⾏的沉默罪证，但对证据的搜集和寻找，着实是⼀场与时间的较

量。2000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成⽴不久后，曾邀请万爱花⼤娘参观，那时在上

海发现的慰安所旧址有83座。16年过去了，这个发现翻了⼀倍，但证据也在加速消逝。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主任 苏智良：1991年坂下元司回到上海，试图要去找⼀公⾥

以外的分馆，结果他没找到。两三年以后，我们找到了这个建筑，很可惜的，这个建筑

也已经拆掉了。这些年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虽然拆迁暂停，但“海乃家”将来是去是留，还并⽆定论。苏智良和学⽣曾趁着拆迁混乱

时，从现场捡回了⼀些窗户⻔板，堆在上海师范⼤学的⼀个资料馆的⻆落⾥，算是以防

万⼀。这个由地下室改造成的陈列馆⾥，还展出着苏教授他们的其它馆藏和研究成果。

颇为简陋的这⾥曾在很⻓⼀段时间内是中国唯⼀的“慰安妇”受害者纪念馆。 

慰安妇遭曲解 幸存者仍承受羞辱

在苏智良眼⾥，证据链条完整的“海乃家”，其去与留值得慎重考量。但对于不少⼈来

说，正是“海乃家”曾经的身世，让⼈们质疑它保留的必要。

原住户：好像过去做过⽇本⼈妓院什么的。

郭阿姨：它就是⼀个耻辱，是我们国家的耻辱，对不对，就是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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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然后觉得这耻辱的东⻄。

郭阿姨：不能放在学校⾥⾯。

郭阿姨提到的“学校”，指的是和“海乃家”⼀墙之隔的澄衷中学。按照规划，“海乃家”所

在的地块将作为教育⽤地划归给澄衷中学。如果“海乃家”留下，或许将会成为校园的⼀

部分。

郭阿姨：“慰安妇”的房⼦放在学校⾥⾯总归好像不⼤好。

记者：影响不好在哪⼉？

郭阿姨：因为学⽣他⼩，他需要的是正能量的教育。

记者：“慰安妇”这事不正能量？

郭阿姨：不是正能量的。

任何事情，⼀旦和“教育”、“孩⼦”联上关系，就显得格外关乎重⼤。那么这些孩⼦们⾃

⼰怎么看呢？在澄衷中学校⻔⼝，我们遇到了四位正上⾼⼆的男⽣。

记者：你们听说过“海乃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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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海乃家”，听说过⼀点传闻。学校旁边有这么⼀个遗址，然后是关于⼀些⽆法回

忆的过去的。

记者：觉得这个词说不出来是吗？ 

学⽣：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这个孩⼦们觉得说不出⼝的词语，在历史上的确曾引起过许多误解和争议。“慰安妇”⼀

词来源于⽇语，原意是随⾏慰劳军⼈的妇⼥。这个词字⾯上看起来⼀团和⽓，但在历史

上，绝⼤多数所谓“慰安妇”是被⽇军强征或诱骗⽽来，供官兵发泄兽欲。在受害⼥性

中，有着难以计数的未成年少⼥，甚⾄还包括⼥童。

据澳⼤利亚学者乔治·希克斯所著的《慰安妇》⼀书记载，被抓来当“慰安妇”的少⼥饱受

凌辱，有的甚⾄每天要遭受⼏⼗⼈轮奸，数以万计的⼥性就这样被凌虐致死。如今这场

惨剧已过去半个世纪，但直到今天，在调查“海乃家”的拆迁时，我们仍不时会听到这样

的表达。

弄堂居⺠：是妓⼥啊，“慰安妇”就是妓⼥啊。

上海市虹⼝区⽂物遗址史料馆馆⻓ 何瑛：据说是⼀个⽇本⼈到中国来开了这样⼀个妓

院。你在学校⾥⾯放了这样⼀幢房⼦在那⾥⾯，那你对学⽣，你到底是要起到⼀个什么

教育作⽤。

看来，⼀座慰安所的去与留，不仅关乎着历史和现在，也关乎着孩⼦和未来。它究竟扮

演着怎样的⻆⾊，会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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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慰安妇”受害者称为“妓⼥”，将“慰安所”称为妓院，是对战争性奴役制度的极⼤曲

解。但令⼈难以忽视的是，这种对性暴⼒受害者的曲解并不罕⻅。它使侥幸活下来的幸

存者，在余⽣中也继续遭受漫⻓的羞辱和折磨。

⻙绍兰：（⽉经）刚刚⼲净，就被⽇本⻤⼦抓去了。拿去那房被强奸的啊。就这样怀上

孩⼦了。

罗善学：1945年我出⽣，（现在我）68岁，想结婚没有办法，谈了六个妹⼦，都没成

事，“嫁什么⼈不好，嫁⽇本⼈，这个名誉好听吗？”⼈家讲。

这部讲述“慰安妇”受害幸存者⻙绍兰⼤娘和她⼉⼦故事的纪录⽚，是⼋零后导演郭柯的

作品。影⽚⽤了⼀个特别的数字命名，《三⼗⼆》。

郭柯：2012年的7⽉份，在我准备拍这个的时候，我问了苏教授，我说现在这些⽼⼈还

剩多少，他说32。我也没多想，这个⽚⼦就叫《三⼗⼆》。

记者：我们在战争期间遭受过⽇军性奴役的⼀共是？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主任 苏智良：我们推测有20万以上的受害者。

32，其实指的并不是受害幸存者的全部数量，只是当时尚在世的，且经过苏智良教授等

研究者调查确认的⽼⼈们。和其他曾遭受战争伤害的⼈们⽐起来，“慰安妇”受害者即使

幸存，也往往选择保持沉默，甚⾄隐姓埋名远⾛他乡。逼迫她们做出这种选择的，不仅

是内⼼的屈辱，更有外界的羞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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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不是很光彩的，还是不要特别了解⽐较好。

记者：你提到不太光彩，会觉得可能⽐如说，如果⼀个是抗战英雄……

学⽣：那可以。

记者：如果是个抗⽇烈⼠的。

学⽣：主要是这个题材。

记者：会觉得“慰安妇”它涉及到性侵犯这种。

学⽣：对，学⽣还是不应该知道太多。

孩⼦们会对于⼥性遭受的性暴⼒产⽣耻感，并不是⼀件令⼈意外的事情。即使在今天，

性侵受害者在⾯对⼤众时，都时常需要做好被羞辱的准备，遭遇各种苛责和质疑。在这

样普遍的、对被性侵者进⾏⼆次伤害的语境下，我们或许很难奢望孩⼦们凭空产⽣对战

争性暴⼒受害者的同情和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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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只要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了，你要是⾮把它拍成⼀个影像资料让我们去看的话，

好像有⼀点点过分。

学⽣：就是说，在这种没有成年的情况下浏览这种东⻄，对性格或者是⼼理上会造成⼀

些影响。

⽽这些听上去像是混淆了“战争性暴⼒”和“淫秽⾊情”两个概念的印象。

中国⼈⺠⼤学副教授、⼥权主义学者宋少鹏曾检索研究国内媒体对“慰安妇”的报道，发

现“慰安妇”在⼤多时候，只是作为⺠族压迫的符号出现，但其个⼈经历和感受却鲜少被

记忆和挖掘。对于⾯⽬模糊的受害者，⼈们往往更不容易⽣出感情，甚⾄有可能将受害

者与性暴⼒本身混为⼀体，觉得肮脏，希望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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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慰安妇”强征制度最⼤的受害国

中国是“慰安妇”强征制度最⼤的受害国，然⽽，在很⻓⼀段时间内，世界范围内都很少

有⼈知道庞⼤的中国“慰安妇”受害群体的存在。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主任 苏智良：从90年代初开始，整个的研究的队伍并不乐

观，没有多少⼈关注，主要就是我们上海师范⼤学的⼀个团队。这个研究有很多条件的

限制，需要⼤量的⽥野考察。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主任 苏智良：幸存者⼤多⽣活在农村，有很多⼈是没有⽣

育，因为她们的遭遇。所以她们的⽣活状态是⾮常糟糕。我们对这些我们所发现的幸存

者，也开始⽣活费的援助，从2000年⼀直到现在，17年没有间断过。像海南的陈亚扁⽼

⼈，她多次地对来访者说，如果没有这些援助费，我早就死了。

90年代进⼊这个领域时，苏智良刚过完第三个本命年，⻛华正茂；如今，他也步⼊了花

甲。这些年来，他和夫⼈陈丽菲教授与⼤娘们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问寒问暖，捐物添

⾐，探病送药，直⾄陪她们⾛完最后⼀程。除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募集来的资

⾦，苏教授夫妇也⼀直⾃⼰出钱补贴取证费⽤和⽼⼈们的⽣活，⼀篇2005年的新闻中曾

提到，截⾄当时，他拿出的花费就已有30万之多。今天再问起，他却不愿多谈，只回复

说，“遇⻅受害者群体，作为⼀个中国⼈，你就不能转身离去。”

这两年，苏教授也曾尝试利⽤⽹络平台发起捐助，获得了数千⽹友的⽀持，但离“彻底解

决⽼⼈们⽣活”的⽬标仍有差距。令他意外的是，今年年中，有⼈主动找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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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场宣布资助“慰安妇”受害幸存者的新闻发布会，发起⼈是在华经商的韩国企业家梁必承、梁东霞

⽗⼥。

记者：⼤概是在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契机,⽣出了想要帮助她们的⼼情？

梁东霞：⾮常最近的事情，我们⼀家⼈看了这个电影之后。

梁东霞指的电影，是今年春天在韩国上映的《⻤乡》。这是⼀部讲述朝鲜少⼥被⽇军强

征为“慰安妇”的故事。战时朝鲜是中国之外的另⼀个“慰安妇”受害⼤国，近年来，“慰安

妇”问题在韩国⼀直⼴受关注。电影《⻤乡》中，中国少⼥被强征为“慰安妇”的情节，使

许多韩国⼈第⼀次知道了中国也有“慰安妇”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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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必承：看了以后，我、我的太太⼀起哭了。那时候我找（到）苏教授，（问）什么⽅

⾯我们可以合作，他说⼀个问题是⽣活费⽤，第⼆个问题医疗。

梁必承联系了⾃⼰的多位中国企业家朋友，以及清华⼤学第⼀附属医院的领导，他们决

定⼀起出⼒，负责⽼⼈们接下来的⽣活和医疗问题。他们为这个专⻔的救助机构取名

叫“22⼈的朋友会”，是从中国“慰安妇”幸存者的⼈数得来。

⼆⼗⼆，也是郭柯第⼆部纪录⽚的名字。在拍完记录⻙绍兰⼤娘⺟⼦⽣存状态的《三⼗

⼆》后，郭柯决定把其他“慰安妇”幸存者的故事也记录下来。

郭柯：希望它能进⼊院线，⽬不转睛地去接受观众的这种凝视。

纪录⽚进⼊院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为了增加知名度和上映机会，郭柯报名了许多电

影节。

在莫斯科电影节、釜⼭电影节等不少国外知名电影节上，《⼆⼗⼆》都曾获得提名甚⾄

拿奖；但报名国内电影节，却总被拒之⻔外。

难得的是，今年四⽉，北京⼤学⽣电影节通知影⽚⼊围，并邀请该⽚在北京师范⼤学进

⾏展映。

观众：在这个艺术⽐较浮夸的年代，看到这么样⼀个⽚⼦，我感觉到很荣幸。

郭柯：其实我报了很多电影节，我不知道⼤学⽣居然是能认可这个⽚⼦，真的要感谢⼤

学⽣朋友。

观众：很希望能来我们学校。

郭柯：⾟苦啊，从⽯家庄跑过来。

《⼆⼗⼆》在这次电影节上获得了“纪录单元组委会特别推荐奖”，但随后在国内⼜迅速

沉寂下来。

因为上映⽆期，《⼆⼗⼆》的微博⼀直没能像其它影视作品的官⽅微博⼀样，发挥太多

造势宣传的作⽤，反⽽因为主创⼈员时常回去探望⽼⼈，⽽成为微博上关于“慰安妇”幸

存⽼⼈⽣活现状的，最及时详细的消息来源。只是，这些传来的消息，不时会让⼈⼼⾥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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讣告发出后，往往不会收到太多回应。它们迅速⽆声地消失在⼈们的视线外，正如⽼⼈

们静静的告别。⼆⼗⼆这个数字，在沉默中正⼀格格继续向下跳动。

梁东霞是郭柯的同龄⼈，她与“慰安妇”⽼⼈们的缘分，则要追溯到更早。

梁东霞：⼤⼀的时候看我过⽗亲写的⼀篇⽂章，关于“慰安妇”的⼀个⽂章，我看了这篇

⽂章之后，觉得哎呀我必须要研究“慰安妇”的问题。

梁东霞的⽗亲梁必承从商前曾在⼤学担任历史教授，梁东霞继承⽗业，本科时在美国达

特茅斯⼤学攻读历史。

梁东霞：我发现它是⼀个⽐较综合性的问题，它涉及到外交关系，⼥性权利，还有社会

上的地位的问题，当时我们学校是没有专⻔研究“慰安妇”的⼀个课程，然后我独⽴申请

了⼀个课程。

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帮助梁东霞赢得了达特茅斯⼤学的奖学⾦。她⽤⼀年半的时间

⾛访了韩国、⽇本、美国等地，进⾏深⼊调查。

梁东霞：当时发现那个80%是韩国的，然后剩下的是有中国的，还有印度尼⻄亚的荷兰

⼈。

探访韩国“分享之家”

数量庞⼤的中国受害者，在当时尚未被国际学界所知，梁东霞和中国⽼⼈们的结缘也因

此推后了多年。不过从⼗年前起，当时只有⼆⼗⼀岁的她就已开始关注韩国的“慰安

妇”幸存⽼⼈。

梁东霞：在韩国有⼀家是叫“分享之家”，它是我经常去的分享之家拜访了“慰安妇”奶奶

们。⼩朋友们也在，都是跟奶奶和孙⼦、孙⼥在⼀起这样的环境，很⾃然的。



22. 10. 6. 오후 1:46 上海虹口的这家慰安所旧址 是拆？还是留下来做证？

https://mp.weixin.qq.com/s/8jQnYv-CsUZhqLGrPd7fVA 23/28

梁东霞提到的“分享之家”坐落在韩国京畿道⼴州市，由韩国⺠间机构修建，除了历史纪

念馆，主要供幸存的“慰安妇”受害⽼⼈起居⽣活。“分享之家”在韩国⼏乎⽆⼈不知，甚

⾄还登上了著名旅游书籍《孤单星球》的推荐景点名单。但从⾸尔出发，⼀⼩时的⻋程

越⾛越荒凉，我们⼀度担⼼⾃⼰会成为唯⼀的访客。到了之后发现，看来是多虑了。这

⾥到处是孩⼦，⼀⽚活泼的⽓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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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我是⾸尔中⼭⾼中志愿者协会的，我们每个⽉来⼀次分享之家，为这些“慰安

妇”幸存⽼⼈做志愿服务，在韩语⾥我们叫她们“奶奶”。我会陪她们聊天，为她们倾听。

学⽣：我们不是唯⼀来做志愿服务的⾼中，每年还有很多其它学校的学⽣来这⾥。

纪念馆内还有孩⼦们在做讲解志愿者，他们的笔记本上记得密密麻麻。

在⽹上搜索，我们看到了许多年轻⼈与⽼⼈们的照⽚，⾥⾯还有不少⼩朋友。

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众，尤其是年轻⼀代，对“慰安妇”的历史产⽣兴趣和了解并不

是⼀件天然的事。和中国同龄⼈⼀样，韩国中学⽣的升学压⼒也极⼤。为什么这些孩⼦

愿意牺牲娱乐和游戏等更有趣的事情，将时间花在这⾥？

学⽣：这件事不能⽤有趣没趣来衡量，这是⼀件我们应该做的事。

学⽣：那些有意思的事情，像游戏和爱好，以后都能以后再说，但对于奶奶们，这可能

是我最后⼀次⻅到她们了。

每年的⺟亲节和⽼⼈的⽣⽇，孩⼦们也都细⼼惦记着。

学⽣：我对她们有种特殊的感情。六七⼗年前，她们曾是别⼈的姐妹，是⼥⼉，是妻

⼦，每当想到这些都让我⾮常难过。我也能想象她们的兄弟、⽗辈会因此多么痛苦。

学⽣：我有⼀个姐姐，⽽我的奶奶只⽐他们⼩五岁。有时会想，如果我的奶奶当年被抓

去做“慰安妇”会怎样，光想想就很痛苦。所以我感到⾃⼰有责任去抚慰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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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受害者当作家⼈，毫不忌讳地⾃我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对性暴⼒受害者的

羞辱和污名，在各时各地都不罕⻅；相反，想要避免漠视、产⽣共情，可能需要付出极

⼤的努⼒。在电影《⻤乡》中，主⼈公就曾受过这样的羞辱。

▲志愿者擦拭慰安妇幸存者塑像

许多成年⼈都曾做错的事，为什么在孩⼦们这⾥这样⾃然？或许是因为这些放置在⼴场

和公园中的“慰安妇”少⼥塑像，或许是因为这些“慰安妇”幸存者笔下的故事，或许是因

为这些艺术家的创作。

韩国动画作品《⽼奶奶的夜》中，那些在最美丽的年华因战争性暴⼒⽽凋零的少⼥的形

象，使沉重的历史能更直接地击中当代⼈的⼼灵。或许正是它们让孩⼦们在跨越半个世

纪后，能够对⽼⼈产⽣深切的怜惜和共鸣。

“分享之家”还有⼀⾯墙，上⾯刻着许多捐献者的名字，我们在其中发现了不少韩国流⾏

偶像。明星的榜样举动，对年轻⼈来说⽆疑是极好的示范。

在“分享之家”，出于对⽼⼈的爱护，我们这样初次到来的陌⽣⼈通常不能进⼊她们屋

中，以免打扰。

被看⻅、被感知、被触动是如此的重要。去年年底，在经历了⼗年的筹划和争取后，中

国第⼀所经幸存者指认的“慰安妇”纪念馆在南京开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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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陈列馆是由亚洲保存最完整的利济巷慰安所旧址改建⽽成，位于南京市中⼼，对⾯

就是总统府，⼨⼟⼨⾦。在⼗年间，曾有许多⼈对这⾥建纪念馆提出反对，认为是城市

的耻辱。

男观众：我觉得是城市⽂明的象征，懂得记住历史的⼀个城市的象征。

⼥观众：这怎么能是城市的耻辱。

⼥观众：这个地⽅我感觉挺有意义的，如果要是搬离的话，或者什么的话我就不会来南

京了。

慰安妇问题研究之路任重道远

“利济巷”的成功保留历经10年，其背后凝聚着南京这座城市对历史的思考，以及⼀种价

值观的坚守。⽽对于《⼆⼗⼆》，郭柯也不打算放弃。他希望⾃⼰的⽚⼦能像《⻤乡》

⼀样，使中国的⼤众对“慰安妇”⽼⼈们有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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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街头挂着《⻤乡》的巨幅海报

《⻤乡》今年在韩国曾引发了全⺠观影热潮，票房甚⾄超过了同期上映的好莱坞⼤⽚

《疯狂动物城》和《死侍》，但它的上映之路其实也⾮常坎坷。导演赵东来从⼗四年前

就想制作这部电影，却始终不被市场看好、得不到投资，最后是靠⼏万⺠众的众筹才得

以拍摄完成。受《⻤乡》的⿎舞，郭柯也打算试试这条路。

对于众筹结果如何，郭柯不是很有底，毕竟这⼀年多来，它经历了太多来⾃国内发⾏商

的否定。不过，在这个世界上另⼀个奇妙的⻆落，它的作品正以⼀种意想不到的⽅式被

热烈讨论着。

在经历了夏⽇梅⾬和秋冻之后，上海⼊冬了。10⽉底，苏智良教授筹备了⼏年的博物馆

在上海师范⼤学开馆了。之前⼗多年屈身在地下纪念馆的展品，终于有了更得体的陈列

台。苏⽼师和学⽣年初从“海乃家”捡回来放在地下室⻆落的⻔窗，也被陈列了出来。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主任 苏智良：像“海乃家”这样的地⽅，⾸先是要把它记录，

把它记录然后再来论证有没有必要。

记者：您不觉得它⼀定要保留在那⾥。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主任 苏智良：对，有些东⻄它不可能永久保留。建筑可能会

消失，记忆应该得以保留。⼀个历史的再现，就是要靠⼀个⼀个“海乃家”的调查和考

证；如果没有这样⼀些细节和局部，我们不可能再现它的全部，这就是我们的当下的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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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此内容的⼈还喜欢

记者：所以我们其实依然在路上。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主任 苏智良：对，我们还刚刚开始。

截⾄⽬前，“海乃家”的去留仍未确定。

来源：央视新闻《新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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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学学⽣争相遛狗，狗⼦：1天遛8遍，我都瘦了！发⽣了什么？

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