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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北新报》是“北满”较有影响的纸质媒体。

1933 年 3 月 10 日报道，“呼海路沿线居民贫困万
分，所有的牛羊与狗都吃了个精光！大多数的马都
瘦得不成形，几乎不能再耕地了。许多村屯已无人
住了，海龙一带常有易子而食者。”1933 年 6 月 27
日伪《满洲报》报道，“黑龙江省富庶之区域如绥化、
青冈、望奎、拜川等县饥饿很厉害，居民以草根树皮
为食。春荒时饿死甚多，以至许多地方没有人烟。”

值得注意的是，呼海沿线是土质肥美、人烟稠
密，是晚晴政府优先垦放的区域。光绪后期，“北满”
官荒全面向民人垦放，其基本原则是先丈放土质肥
美，交通便利且较为安全的整块荒段，其次呼伦贝
尔、瑷珲、蜂蜜山等边境荒段，再次是条荒、林荒、夹
荒及零荒。呼兰、海伦、绥化、青冈、望奎及拜川即属
第一类地段。在被日伪侵占后却沦为人间地狱，真
不知道所谓的“王道乐土”如何体现。

另外，九·一八后，关内民人在东北做工已很困
难了。1934 年 10 月号《满铁调查月报》说，很多雇
农、佃农都失业了，并进一步分析到，即使有雇农勉
强维持，也是基本不知道出路在何方。“雇农再也没
有购进耕地的可能。因为年工工资是五六十元，而
一垧地一百元以上，养家都不够。”同年 12 月，《满
铁劳务时报》载，“东北现有失业群众 40 万，内中有
很多是失去土地的农民。”关内移民的主要生存方
式是以雇工或租种土地为生。所谓的“要幸福，闯关
东”已成为历史。

同时，此等现象迫使关内民人纷纷返回关内。
1935 年 1 月 27 日，《中华日报》载，“本年度山东农
民被驱逐出境的含有永久驱逐之意义。前年（1933
年）4 月至 11 月前赴东北的仅 10129 名，同年 4 月
至 11 月被驱逐出境者超过 84000 名。特别是去年
10 月至 11 月被驱逐之人数较前年同期多三倍。”日
属报刊大连《工商月报》1935 年 5 月 225 号亦载，
“1930 年出关的华北农民有 75 万，回来的只有 49
万。1932 年出关的 41 万，回来的有 50 万。”这样看
来，1930 年留在东北的农人还有 26 万，但 1932 年，

净流出近 9 万人。禁止关内农民的移入，显然是为
其移民侵略创造条件。

民国舆论关注日本移民侵略的另一主要方式，
就是试图呼唤起农民的民族意识，自觉的与日本帝
国主义作斗争。1937 年出版的《倭寇在东北的暴行
记》第二篇“东北同胞的亡国奴生活”，文中凡涉及
“日人”、“日本”等字眼，统统用××代替，显示了极
其强烈的民族责任感。陈正谟编著《日本铁蹄下之
东北农民》，全篇分六部分，约一万五千言。书中涉
及了前两次日本“武装移民”，并对日本的土地掠夺
进行了分门别类的介绍。在序言中，“中国的民众
80%是农人，农人民族的意识尤较薄弱，不能不就他
们所关切的事实言之。”[1]认为中国之所以被日本所
侵略、所侮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农民太
多太分散，且民族意识薄弱，希望该书能在农村广
泛传阅，增强民族意识，最终彻底摆脱被奴役被压
迫的命运。

在民族认识上，民国学术界、舆论界很有时代印
记，不约而同地将日本移民与朝鲜移民等同起来，并
认为朝鲜移民是日本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刘思慕撰
写了《七年来日寇对东北经济侵略的结算》，在第六
部分“日鲜移民的阴谋”中将日人与朝鲜移民等同论
述。王海波《东北移民问题》更是将长期生活在我国
东北的朝鲜民众，与日人一样，皆称为侨民。

民国舆论之所以如此认识朝鲜人，笔者认为原
因不外有二：其一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蓄意挑拨
鲜人和汉人的关系，并推行“扬鲜抑汉”的政策，致使
我国舆论错将朝鲜人视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同
谋。另外，也是日本殖民主义者长期推行的“日人殖
鲜，鲜人殖满”换位移民策略的影响。所以，多数人就
将反对朝鲜人看作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官方也始
终将在东北的鲜人、日人并称为“韩侨”、“日侨”。

在日本移民侵略的实质上，刘思慕认为日本移
民东北的目的是侵略苏联。“日本占领‘满洲’后极
力奖励日人移殖满洲从事农业，固然是有一部分想
欺骗在国内备受压迫无法生活的农民，但更有一个
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充实伪满的‘国防’。”[2]为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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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为完全吞并中国东北，实施了移民侵略之策，引起国人强烈的关注。民国

舆论首先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对日本侵占后的东北农村，其次是深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移民侵略的实质，警醒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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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3 页）其主张具有实用的特点，这一特点主
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注重服饰的实际功用。墨
子认为“为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煖；
夏则絺绤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13]由此可
得，墨子认为做衣服的原则就是讲究实用，过于讲
究是没有必要的。第二，以简为美。墨子主张凡“简
单实用”的东西才为美，以此为标准，他判断事物完
全是从对物质生活没有实际效用出发，他认为“简
约”在当时是最实用的，故人们在衣食住行中应保
持简约的水平。

墨子的这种看似功利的思想，实际蕴含了朴素
而又古老的民本思想。在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墨
子“以简为美”的思想，表明自己同情人民的立场，
进而从人道主义出发，自觉反对剥削阶级挥霍浪
费，引导人们一切从简，这比儒家更具人文关怀。

总言之，墨子的服饰观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表
现出了其朴素实用的一面，是其思想的一个重要组
成部分，有着极大的实际价值和重要的现实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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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满洲”寻找了一个充分的借口。
对于日本移民政策的最终结果，学术界认为是

断断成功不了的。张海波认为，“其一，日本的最低
工资也比我国东北高数倍，所以劳动者不愿去东
北，东北的生活，更不宜日人居住。其二，日本每年
在东北获得极为可观的大宗利益，但这种利益皆入
了三井、三菱、大仓及安田诸大公司手中。”[3]不管其
分析是否合理，认为日本移民政策不符合经济学常
理，却是有道理的。

二
创刊于 1904 年的《东方杂志》，对日本移民侵

略政策多次作专题性报道，其中 1933 年第 17 号王
检《东三省日本移民的过去和将来》、1935 年第 19
号瞿明宙《日本移民急进中的东北农民问题》，是目
前学术界关注度最高的两篇文章。

王文回顾了九·一八前日本移民失败及其失败
的原因，并对事变后日本的移民计划进行详细的说
明、分析，包括为其移民进行的前期实地调查，为日
人、鲜人强收东北农户的土地，训练武装移民团，建
立朝鲜移民村，移民国内失业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工
人等。最后作者认为“日本为永久占领东三省，以实
现其移国大陆的计划起见，上述移民计划势必积极
实行。我们的根本办法还是希望政府能够设法在短
期内收回东三省和热河。”[4]

瞿文认为，日本移民我国东北有急进、缓进之
分。“急进派主张以和平方式的移民完成军事计划
的初步，因此不惜以武力作移民的后盾。缓进派主
张在整个的南满、关东产业开发政策下，设立移民
试验区，由试办而徐图进展。”[5]九一八前是缓进，之
后是急进。该文特别对日本控制下的朝鲜移民的势

力扩张进行详细的梳理，是瞿文的一大特点。
1944 年 1 月，马毅在《东北现势》第五章“日寇在

东北垦殖概况”，重点论述了日寇之“百万移民计
划”，内容有宏观计划、第一期移民基本状况及第二
期的规划。其中包括到目前为止很少关注的“满洲建
设勤劳奉仕队”、“大陆归化农”、“花嫁训练所”、“开
拓女塾”，都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另外还对集团移民、
集合移民和分散移民入侵时间、地点、计划户数、实
际户数、现有人数、移民团名称、移民村自身管理机
构及交通情况，以列表的形式分别作了介绍。

当然，这只是不完全性论述，还有很多是笔者
所触及不到的。如 1933 年陈彬龢所编著之《满洲伪
国》，由“九三叟”之爱国人士马相伯作序，是九·一
八后国内首次全面介绍伪满洲国结构的著述。沈学
源在《东三省物产资源与化学工业》中说，日人认为
东三省资源丰富，是“东洋的蜜库”，组织专家学者
用数十年之时间将东三省资源调查个无遗，我国却
无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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