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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强调迁移措施 ,把他们迁徙到陌生的异地他乡 ,远东地区朝鲜人就是其中之一。在迁移过程中 ,朝鲜移民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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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苏联强迁远东朝鲜人的历史

背景

　　中俄签署 1858 年《瑷珲条约》和 1860 年《北

京条约》后 ,俄国从清政府手中夺取了外兴安岭以

南和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为

了巩固新占领领土 ,必须加快新占领土地的俄国

化进程 ,为此向远东地区加紧移民是非常必要的

手段。在迁往远东的移民中 ,大部分是来自俄国

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中西部的移民 ,但国外移民

也占有一定比例 ,其中绝大多数外国移民来自邻

近的亚洲国家 ,即中国、朝鲜和日本。

朝鲜人移居俄国远东地区就是这个时候。朝

鲜人向俄国迁移是从 1863 年开始的 ,地点大致在

同朝鲜临近的南乌苏里地区。之后 ,移居远东的

朝鲜人越来越多 ,分布地区越来越广。1906 年 ,

朝鲜移民达到 6 万人。在日本吞并朝鲜后 ,不愿

做亡国奴的朝鲜人开始大规模向外迁移 ,1912 —

1915 年朝鲜移民数量达到 712 万人。1915 年 ,由

于兵源紧张 ,俄国政府开始征集朝鲜人当兵 ,一些

朝鲜人为逃兵役而返回国内。1916 年朝鲜移民

数量降至 6 万人左右[1 ] 。十月革命前 ,在远东生

活的朝鲜人数量仅次于中国移民人口数量。1917

年 ,在远东居住的朝鲜人总数为 9 万～ 10 万

人[2 ] 。根据 1923 年人口普查资料 ,远东地区有朝

鲜人109 943人 ,占远东人口总数的 1017 %
[3 ] 。

朝鲜移民都是举家迁徙 ,以定居为目的。他

们绝大部分从事农业 ,以种植水稻为主 ,也有少部

分人从事采矿和捕鱼等行业。随着苏维埃俄国的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展开 ,朝鲜工人的数量也开

始上升。1930 年 ,在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中 ,朝

鲜人村庄也开始了集体化进程 ,到 1934 年基本完

成。全盘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政策 ,虽在一定程

度上造成一些朝鲜人外逃和劳动积极性的降低 ,

但由于朝鲜人的勤奋和国家的扶持 ,朝鲜人的集

体农庄在农副业生产上都有了较快发展。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迅速占领全东

北 ,苏联远东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东北生活着

众多在十月革命后逃出国的流亡者 ,这些人被称

为“白俄”。其中一些人投靠日本人 ,为其在苏联

远东从事间谍和破坏活动。除白俄外 ,被日本人

利用的还有一些朝鲜人。尤其是远东的朝鲜人和

日本统治下的朝鲜人存在亲缘关系 ,易被日本人

利用 ,因此他们被认为在政治上极不可靠。而远

东与伪满洲国间漫长的边界线使日本间谍的渗透

活动非常容易。尤其是 1937 年日本发动对中国

的全面进攻 ,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使斯大林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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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虑 ,为免除一旦对日开战后的后顾之忧 ,他决定

将这些朝鲜人迁到大后方去。中亚的哈萨克、乌

兹别克共和国的气候和远东差别不大 ,可以种植

水稻 ;加之地广人稀、劳动力极其缺乏 ,是一个比

较合适的接收朝鲜移民的地方。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知道 ,斯大林强迁远东朝

鲜居民的理由 ,是出于国家军事安全考虑 ,担心远

东边境的朝鲜人被日本利用 ,成为潜伏在苏联境

内的“第五纵队”,进而危害苏联的国家安全。其

理由看似有其合理性 ,但以所谓保护“国家利益”

为借口 ,轻视、忽略甚至践踏少数民族的民族权

益 ,使其举族迁移的简单、粗暴做法 ,则完全是斯

大林模式下民族沙文主义政策的结果。

强制迁徙的做法早在沙皇俄国时期就使用

过。随着国家领土的不断扩张 ,俄国政府采用强

制手段把大量人口迁到这些边远地区 ,来开发和

防卫这些新占领土。另外 ,俄国政府还把大量政

治犯、刑事犯流放到边远地区。一战时期 ,俄国政

府曾把几十万德意志人、奥地利人、匈牙利人、犹

太人、波兰人和土耳其人等从乌克兰、白俄罗斯、

波罗的海沿岸等地区驱赶至俄国的中部、北部和

东部地区。

当然 ,我们不能因为俄国历史上存在过这样

的现象 ,就认定苏联也必然会产生。但至少我们

可以断定苏联的强制移民与沙皇俄国的强制移民

之间存在着某种历史上的延承关系。

　　二、苏联强迁远东朝鲜人的过程

及结果

　　1937 年 8 月 21 日发布的由联共 (布) 中央委

员会总书记斯大林和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

夫共同签署的将朝鲜居民迁离边境地区的第

1423 - 326 号绝密文件 ,“建议联共 (布) 远东边疆

区委员会和远东边疆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

员会及内务人民委员部 ,将远东边疆区边境地区

的全部朝鲜居民 ⋯⋯迁往南哈萨克斯坦州、咸海

和巴尔喀什湖各区以及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

共和国”。文件中指出 ,“迁出行动立即着手 ,并于

1938 年 1 月 1 日结束”;“对于愿意前往国外的朝

鲜人不设置障碍 ,可以简化其出境手续”[4 ]364 ,以

方便朝鲜人出国 ,减轻苏联政府的负担。

根据这一决议 ,第一批迁移朝鲜居民工作迅

即展开。迁出工作头绪繁多 ,在短短的四个月内

迁出如此多的人口 ,并安排好他们在移居地的生

产、生活 ,时间紧、任务重 ,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

首先要解决的是迁出和迁入资金问题。根据莫洛

托夫签发的第 1571 - 356 号绝密文件 ,苏联人民

委员会决定从其储备基金中拨款6 280万卢布用

于迁出朝鲜人 (11 800户) 的开支。从远东地区移

居哈萨克共和国和乌兹别克共和国的朝鲜人的搬

迁费标准确定为平均每户6 000卢布。在这份文

件的附件中 ,罗列了具体的迁出和迁入开支预算。

迁出开支每户4 000卢布 (其中包括建筑物、农作

物、用具的补偿费 ,铁路运输费用及途中的饮食、

医药等的花费) ,迁入费用为2 000卢布 (包括房屋

建筑、庭院建筑和供水开支) [4 ]370 。根据莫洛托夫

1937 年 10 月 7 日签发的第 1772 - 388 号绝密文

件 ,苏联人民委员会决定从其储备基金中拨款

1126 亿卢布用于迁出朝鲜人 ( 21 000户 ) 的开

支[4 ]377 。

对于朝鲜人不能带走的动产、不动产和没有

收割的庄稼按价给予补偿 ,迁移者的全部牲畜由

畜牧收购站接收 ,然后在迁入地用实物补偿。在

机关和企业中工作的朝鲜人职员、工人及其家属

的搬迁标准参照农户的搬迁标准 ,并给这类家庭

提供每人每天 5 卢布的补助费[4 ]369 。将朝鲜人迁

出后所空置的朝鲜族学校和房屋划归俄罗斯学校

和边防部队使用。就这样 ,朝鲜人在仓促间踏上

了长达一个月的艰苦之旅。

由于时间紧、工作计划不细致 ,移民安置工作

招致各方面的指责。在整个迁徙过程中 ,共发出

列车 124 列 ,共迁移171 787人 (36 442户) 。其中 ,

被安置在乌兹别克共和国76 525人 (16 272户) ,

95 256人 (20 170户) 被安置在哈萨克共和国。移

民安置工作异常糟糕。斯大林曾接到库斯塔奈州

朝鲜移民的报告 ,恳求斯大林过问以下问题 :他们

“于 11 月 30 日从远东到达车站 ,风餐露宿 ,拖儿

带女 ,在严寒中苦撑了 5～6 日。⋯⋯他们目前正

处于毫无出路的境地 ,既没有固定的工作 ,又没有

护照不能安排工作。没有任何机关和生产部门接

纳他们工作 ,而州组织对有关朝鲜移民的问题不

处理 ,甚至不感兴趣”[4 ]384 。对此 ,哈萨克人民委

员会主席伊萨耶夫于 12 月 2 日就安置朝鲜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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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打电报给苏联人民委员会做出说明 :“我们没

有经费、贷款、建筑材料、建筑机械、农业机器来实

行安置朝鲜人经济生活的措施。请求您加速解决

我们在上述信函中提出的问题”[4 ]385 。苏联农业

银行行长也就使用朝鲜移民资金和贷款出现的问

题致信给丘巴尔 :“朝鲜人处境困难 ,没有得到用

以补偿留在原地财产的钱 ,教师没有领到工资 ,集

体农庄庄员没有工作 ,城市中买面包的队伍接连

不断 ,有疾病流行 ,住房的情况糟透了。”[4 ]394

而乌兹别克的组织工作也好不了多少。12

月 14 日 ,苏联副内务人民委员的业务秘书格里沙

宁向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切尔内绍夫电话汇报了

乌兹别克的朝鲜移民安置情况 :“尽管有我的多次

警告 ,尽管有乌兹别克斯坦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

员会的决议 ,移民的经济生活安排仍然特别不好。

农业人民委员部阻挠移民经济生活的安排工作。

移民集体农庄的组织工作至今尚未完成 ⋯⋯水利

灌溉工程没有进行 ⋯⋯移民对他们在远东边疆区

居住点交出的牲畜和工具的索赔要求未被考虑。

急需的种子贷款未被考虑 ,而几百户人家急需粮

食支援。以阿利耶夫为代表的农业人民委员部领

导 ,表现出组织工作上的无能 ,以及对待政府安置

朝鲜人生活决定的令人不能容忍的莫不关心 ,其

结果是移民产生不满情绪。”[4 ]389

在各方的压力下 ,哈萨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

主席伊萨耶夫就朝鲜移民安置问题致信丘巴尔 ,

为在移民工作中的失误进行开脱 ,并向中央要求

财政支持 :“必须给工人和职员发放建筑贷款 ,按

每户平均1 000卢布计 ,总共 130 万卢布 ⋯⋯为农

庄购买马匹和车具的贷款总额为 46917 万卢布 ,

为修建浴室规定的贷款总额为 210 万卢布 ⋯⋯并

请求苏联人民委员会补充拨给迁居款额 40213 万

卢布。同时要求 :苏联财政委员会将 1938 年按国

家预算拨款的总额定为1 307154万卢布 ,用于移

民的行政管理、经济建设、学校建设和医疗卫生建

设。农业银行在 1938 年对朝鲜人的集体农庄发

放长期贷款 ,总额为7 45817万卢布 ,用于文化生

活建设”[4 ]392 。

鉴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在移民工作中的拖

沓 ,苏联人民委员会为统一管理朝鲜人移民问题 ,

决定由切尔内绍夫等七人组成专门委员会 ,制订

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安置从远东边疆区移民到哈萨

克和乌兹别克苏维埃共和国的朝鲜人的措施 ,委

员会的工作期限为七天。莫洛托夫就朝鲜移民安

置问题发电报给乌兹别克共和国人民委员会 ,对

其工作提出严厉批评 :“乌兹别克斯坦的朝鲜移民

经济开发进行得很不像样。调拨资金和物资的消

耗毫无计划 ,不考虑移民的需要和要求。”

鉴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共和国在移民安置方

面的混乱 ,1938 年 1 月 5 日 ,苏联人民委员会发布

《关于在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朝鲜族

移民的住处和经济安排的措施》和《关于在乌兹别

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朝鲜族移民经济安排

的措施》,责成乌兹别克、哈萨克对移民做出经济

安排。该文件明确指出 ,将大部分朝鲜人的农业

单位分别安插在哈萨克人的农场和集体农庄中 ,

其余组成朝鲜人独立的集体农庄、渔庄 ,并由苏联

农业银行向集体农庄提供贷款用于经济发展 ;保

证迁居朝鲜人中工人和职员的就业安排。

但哈萨克、乌兹别克却对移民安置工作没有

采取有效措施 ,甚至宣传工作也没有跟上 ,导致移

民强烈不满。1938 年 1 月 29 日 ,朝鲜移民代表朴

义利就朝鲜移民安置问题致信莫洛托夫 ,就移民

的困顿、迷茫、焦虑和今后的移民安置问题向莫洛

托夫提出请求。信中说 :“由于处在束手无策的境

地和极其困难的情况下 ,我特向您 ,政府领导人请

求解决我们民族以后的命运问题。⋯⋯我们至今

没有找到任何工作 ,因为这地方只是一片黄沙 ,在

那上面什么也种不出来。不仅如此 ,连水也是咸

的 ,任何地方也找不到一滴淡水。⋯⋯我们是定

居者而不是游牧者 ,我们不习惯这里的气候条件

和其他生活条件 ⋯⋯所以让我们在这个地方定居

丝毫不能朝好的方向解决我们今后的民族命运问

题。⋯⋯因此 ,恳求国家 :第一 ,把我们迁移到亚

速海的渔场 ,阿斯特拉罕州加姆扎特区 ,或者到什

么地方栽种稻谷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去务农 ,我

们可以在国家认为需要的地方组成集体农庄或国

营农场。第二 ,发给我们生活津贴 ,我们中间有人

在挨饿。”[4 ]412 2 月 10 日 ,苏联内务人民委员叶若

夫就这封信提出的问题向莫洛托夫建议 ,“必须责

成米尔佐扬同志和伊萨耶夫同志立即实际着手朝

鲜集体农庄庄员的经济安排”;并认为“眼下他们

的活动只表现为写信和提出不同建议 ,没有任何

具体措施”;在此基础上他向莫洛托夫忠告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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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确实有破坏朝鲜人集体农庄的春播运动的

危险 ,还会使他们的经济安排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和代价更高”[4 ]413 。

1939 年 1 月 8 日 ,切尔内绍夫就朝鲜人移民

经济安排问题致信莫洛托夫 ,对朝鲜人安置问题

做出总结。他认为 ,在朝鲜人迁到中亚一年后 ,朝

鲜人的生产、生活逐步稳定 ,但也有问题 ,如哈萨

克共和国“还没有发给朝鲜人集体农庄土地永远

使用证。这在农庄庄员中引起担心 ,担心他们的

土地规划带有临时性 ⋯⋯部分集体农庄中 ,学龄

前儿童和学生营养问题十分尖锐 ,那里的收成很

低”。而在乌兹别克共和国 ,“朝鲜人对分与的土

地和定居的地区是满意的。许多集体农庄庄员认

为 ,在新的居住地比迁移以前生活的更好

⋯⋯”[4 ]431 。

朝鲜移民被迁到中亚后 ,在当地生疏、恶劣的

自然环境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 ,但在苏

联政府的帮助和本身的努力下 ,克服房屋、粮食、

种子不足等困难 ,终于在中亚又开辟出一片新的

天地。大量的荒地被开垦出来 ,水稻也开始在中

亚种植。朝鲜移民凭借自己的辛勤劳动 ,终于在

中亚站稳了脚跟。

但我们要指出的是 ,朝鲜人背井离乡来到中

亚 ,不仅遭到经济损失 (如离开远东时所交出的牲

畜 ,在中亚大部分一直没有得到补偿) ,而且朝鲜

移民的人身自由也受到一定限制。朝鲜人虽然持

有身份证 ,但必须在定居地生活五年 ,不得随意迁

徙外地。这种歧视性状况到 50 年代后才得以改

变。苏联解体后的 1993 年 4 月 1 日 ,叶利钦签署

《关于为俄罗斯的朝鲜人恢复名誉》的总统令 ,压

在朝鲜人身上的精神重负终于得以卸下。

　　三、对苏联强迁远东朝鲜人的历

史反思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 ,苏联对朝鲜居民强

制迁移的做法并不是孤立的事件 ,与朝鲜人命运

相似的少数民族还有很多。但通过对朝鲜居民在

苏联的命运考察 ,却能非常好地折射出当时的历

史映像。

近代以来 ,因为各种原因移居到俄国远东地

区的朝鲜人 ,通过其不懈努力已经完全融入了当

地社会生活 ,并通过其辛勤劳作对俄国远东的开

发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十月革命爆发后 ,朝鲜

人积极参加了对白卫军的武装斗争。国内战争结

束后 ,朝鲜人积极参加远东的经济建设 ,并配合苏

联政府各项政策的实施。在推动了当地经济和文

化事业发展的同时 ,朝鲜居民的经济和文化也得

到了相应的提高。

但苏联最高当局却不顾上述事实 ,在日本军

事威胁下竞以“国家安全”为借口 ,置全体朝鲜人

利益于不顾 ,将其迁移到荒凉的中亚。当然 ,苏联

当局为安置迁移到中亚的朝鲜人而制定的计划中

规定得还是比较周到的。虽然主观上要保障朝鲜

人的利益 ,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对朝鲜人的利

益造成严重损害。如苏联政府为迁移朝鲜人专门

做出预算 ,给每户朝鲜人发放补偿费和目的地安

置费 ,在路上发放伙食补贴。但在转运途中和在

目的地安置工作上 ,由于时间紧、准备仓促 ,加之

政府工作人员工作方法的简单、粗暴 ,朝鲜人的利

益遭到很大损失 ,甚至一度将朝鲜移民作为“特种

移民”进行管理。

从朝鲜人在苏联的遭遇可以看出 ,斯大林在

处理民族问题时犯下了一系列错误 ,如以阶级矛

盾代替民族矛盾 ,以对待敌我矛盾的方法解决出

现的民族问题 ;以国家利益代替民族要求 ;以逐渐

增长的大俄罗斯主义代替了平等、相互尊重的民

族关系。过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使整个国家变成

了一架容易操作的大机器 ,使国家凌驾于整个社

会之上 ,并由它管理和统治一切。所以 ,我们说斯

大林模式是苏联强迁少数民族历史现象能够发生

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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