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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次武装移民透视
日本 “满洲移民” 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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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和伪满洲国的成立， 加速了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系统化移民。 从第一次武装移民

的实施过程来看， 该团体既是以村屯为载体的政治殖民组织； 又是以缓解人口危机为桥梁的经济组织； 同时也

是以 “移民” 身份为掩护的关东军后备组织， 所暴露出的是日本殖民手段的多重性， 其中既有政治同化、 经济

掠夺， 还伴随军事欺压。 “满洲移民” 相较其他破坏和平、 掠夺资源、 侵占利权等方式， 更显复杂性和多元性，
但无论何种手段， 都是服务于永久占领中国东北这一究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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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３２ 年， 日本组织 ４９３ 人的移民团前往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永丰镇， 并将此地命名为 “弥荣村”， 因此次移民为日本在发动九一八

事变全面占领东北后的首次移民， 加之移民团成员均为退役军人， 军事色彩较重， 因此称之为 “第一次武装移民”。 但部分日文史料为弱

化此次移民的军事侵略色彩， 称其为 “第一次移民” “第一次弥荣村” 或 “第一次满洲农业移民”。
②　 相关研究成果主要有： 孙炜：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 “满洲农业移民” 动机探析》， 《理论学刊》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徐茂宇、 李勇军：

《 “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向中国东北农业移民的舆论因应》， 《古今农业》 ２０２１ 年第 ４ 期。 耿雪： 《日本 “开拓团” 应译为 “殖民扩张团”》，
《中国社会科学报》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８ 日第 ００２ 版。 王胜今、 高瑛： 《以 “开拓” 为名的日本移民侵略———日本移民侵略档案分析》， 《东北亚

论坛》 ２０１５ 年第 ２ 期。 沈海涛、 衣保中： 《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的侵略本质》，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２０１４ 年第 ３ 期。 郑毅： 《帝国

意识支配下的东亚人口移动问题研究———以日本 “满洲移民” 政策为中心》，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１４ 年第 １０ 期。

　 　 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势力手段有两端， 一为军事

占领； 二为人口增殖。 长期觊觎中国东北的日本更

是深谙其道。 就人口增殖———海外移民而论， 早在

日俄战争后， 日军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 “满铁”
总裁后藤新平便积极经营谋划向中国东北移民。 九

一八事变前， 日本曾在 “关东州” 及 “满铁附属

地” 组织了几次试验移民， 但因规模小、 资金短

缺， 加之移民东北计划尚未在日本国内达成公决，
最终告败。 １９３１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和伪满洲国建

立后， 日本殖民者审时相机， 策划了武装移民计

划， 自 １９３２ 年始， 陆续向 “北满” 地区发动了五

次武装移民。
其中第一次武装移民①作为以伪满洲国为依托

发动的首次移民活动， 在日本 “满洲移民” 计划

中具有特殊意义。 首先， 此次移民是在总结了前期

试验移民失败基础上出台的， 体现了日本 “满洲

移民” 的战略调整； 其次， 它为后期移民计划提

供了经验和方向。 第一次武装移民在实行期间常有

日本官员、 学生团体视察参观， 留下了大量的视察

报告， 以及详细记录移民团生产生活的资料和图

片， 这也从侧面证实了此次移民的重要性。 关于

“满洲移民” 殖民本质的研究， 学术界已有相当成

果②问世， 但借助具体移民团实例， 剖析 “满洲移

民” 本质的成果尚不多见， 且现有对第一次武装

移民的专论性研究也大多停留在概况性介绍。 本文

试图以此次移民为例， 从移民团在殖民地的具体实

态入手， 揭露日本 “满洲移民” 政策的本质。

一、 基层政治殖民组织

日本发动 “满洲移民” 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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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独占中国东北。 在政治从属权方面， 永久定居需

“最终彻底改变移入地的人口结构， 民族结构， 社

会结构， 并影响其社会走势， 确保永久定居持续

性。” ［１］（Ｐ３２）日本殖民者深谙此道， 移民东北的企图

之一便是依靠本国民众在他国殖民地小范围构建独

立日本农村， 继而为中心向外辐射， 最终形成大面

积占领区， 而第一次武装移民的首要任务便是构建

以移居地为核心的村屯组织。 此外， 永久居住还需

满足 “群体性” 条件， 即大量日本民众自发移居

“满洲”。 为此， 日本殖民者在国内大力宣扬利用

在 “满” 移民 “建设优秀日本民族参加指导的真

正王道乐土。” ［２］（Ｐ１） 煽动国内民众投身 “满洲移

民” 事业之中。
（一） 构建独立日本农村

构建独立日本农村是日本殖民者策划 “满洲

移民” 的主要形式。 此举一则可以高度团结日本

移民， 方便共同行动； 二则可以深入东北内地， 同

化当地民众。
第一次武装移民从提出至实施， 经过了日本

军、 政各界反复讨论、 筹谋， 以至移民团在到达预

定地后， 便能旋即开展各项事务， 一改前期试点移

民零散分布的特点， 构筑起符合战争所需的村落组

织。
第一， 名称上。 为掩饰作为 “移民团” “屯垦

队” 的侵略性质， 殖民者将入侵地———永丰镇改

名为 “弥荣村”， “弥荣” 一词来自日本神道教，
取 “繁荣昌盛” 之意。 日本殖民者通过赋予移民

村 “日本化” 的名称， 试图在保持自身民族特征

的同时， 对当地民众进行 “去中国化” 的宣传，
达到在思想上同化中国民众的目的， 这也是日本

“满洲移民” 计划背后的险恶用心。
第二， 人员组织上。 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入殖

“弥荣村” 后， 并未着手扩大规模， 而是先以团体

形式协同工作， 通过一年生产经营后建立起了一套

完整的行政组织体系， 并逐步招募家属入殖。 初期

所招募成员仅限于 ３０ 岁以下有农业经验、 受过教

育的男性退役军人， 要求身体健康、 品行端正、 思

想坚定、 能吃苦耐劳。［３］ 对所募人员的明确限制坦

露出该移民团绝非普通农业移民。 后期由于移民成

员无法忍受 “开拓地” 的种种困难， 相继出现退

团现象。 为安抚移民情绪， “改善团员不安定的状

态， 同时进一步补充劳动力， 根据东宫铁男提案，
开始招募花嫁①。” ［４］（Ｐ６）由此将妇女纳入计划之中。

第三， 村政建设上。 设立了中枢机构———村公

所， 公所下设部落， 成员按照出生地被划分为 １３
个部落， 部落名称采用移民成员出生地的日本地

名， 如青森、 岩手、 秋田、 山形、 福岛等地。 此举

同样带有明显复刻日本农村的意图， 不啻为日本农

村的延长。 公所内设村长一名， 统筹移民事项， 另

外配备会计师、 宪警、 土木建筑师、 学校勤杂工，
以及产业、 邮政、 户籍、 卫生、 教育等行业主管等

维护 “弥荣村” 正常运转。 此外， 移民团还定期

召开村会、 区会， 商讨相关事宜。
为进一步完善组织管理， 移民团负责人另外设

置了具有针对性的管理机构。 具体包括：
“弥荣村共济会”， 为遭遇困难的移民提供借

款， 该会会员需定期缴纳钱款作为保金。 进德会，
旨在加强移民成员 “开拓” 信念， 通过精神控制

增强内部凝聚力。 除进德会外， 为进一步约束成

员， 移民干部还颁布了防止团员退团的 《屯垦队

惩罚令》。 退役军人分会， 以 “以锻炼军人精神，
提升军事能力为目的” 而创设。［５］ 爱林会， 借 “保
护森林” 之名， 禁止中国民众采伐木材的同时，
为日本移民窃取森林资源行方便之举。 土地委员

会， 负责土地分配、 开垦及改良等业务。 协和会，
为贯彻 “为达收揽满洲原住民之人心、 道义、 民

族的结合境地……以日本国民大量移住， 充当和原

住民实现民族结合之媒介” ［６］（Ｐ３８） 理念而设， 以此

宣传标榜 “五族共和” 的协和会精神， 达成用

“日本民族三千年来培养的大和魂同化其他民

族” ［７］（Ｐ３）的目的。
第四， 生活设施上。 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在政治

管理层面的尝试， 尚不能完全构筑起符合日本殖民

者预期的 “移民村” 整体概念， 为完整建立 “日
本移民村落”， 移民团进行了相关基础设施建设。
其中首要工作便是完善住所， 在移民团入殖伊始，
便低价从当地民众手里收买了两所粮栈， 改造成简

易宿舍， 同时强令当地 ９９ 户居民约 ４００ 人迁出移

民地， 为聊表安慰， 每人仅发给 ５ 元搬家费， 如此

便将当地居民房屋悉数划为己有。 之后， 为建立起

符合日本人生活习惯的村落， 移民团建置了具有东

北特色 （为抵御东北严寒， 保留了土炕） 的日式

住房； 为方便移民生活， 修建了医院、 学校等设

施； 铺设了方便与外界联络的交通、 通信网； 甚至

连文化设施也有所兼顾， 创办了向日本国内民众宣

传 “开拓” 精神的 《北辰》 杂志等。
从种种举措来看， 第一次武装移民团能够在短

时间内构建起一应俱全的村落组织， 无疑是长期谋

划的结果。 所谓 “满洲移民” 实则是以永久占领

东北为目的的侵略移民， 其最终落脚于建立以日本

人为主体的 “新兴社会”， 利用日本人口同化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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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陆花嫁指从日本国内招募的女性， 其中包括移民团员妻

子和单身女性。



当地中国民众。
（二） 粉饰装点下的欺骗与同化

“满洲移民” 是一场由日本陆军省、 关东军及

拓务省联合导演， 诱骗、 引导日本国内民众参与配

合的殖民计划。 为使日本民众积极移民， 计划筹谋

者一度在日本国内大肆宣传移民东北的 “美好愿

景”， 将入侵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吹嘘成 “解放者”
的角色， 将殖民地傀儡国美化为各民族和睦共处的

“理想国” ［８］（Ｐ１３１）。
据参与者松田千卫回忆， “日本政府在国内展

开大力宣传， ……中国地大物博， 土地肥沃， 资源

丰富， 有活干、 有地种， 生活幸福。 凡迁移到中国

去的居民都可分得一份足够的土地、 房屋和车马农

具， 凡随家迁移到中国去的男青年都可以免除当兵

上前线的义务。” ［９］（Ｐ３２ － ３３）同时， 日本殖民者还利用

广播、 报刊、 文学书籍大力宣传 “满洲” 为富饶

宝库， 耕地广阔， 土壤肥沃至可不用肥料便可培育

出优良作物， 电影院还组织专门的 “农村演剧

队”， 不断放映反映 “满洲” 经济繁荣、 工业发

达、 家畜遍地、 生活幸福的影片。 此外， 日本文学

界还掀起了 “大陆开拓文学” 风潮， 文学家秉持

“文学之理想即为政治之理想” 的理念， 创作了大

量反映移民团在 “满洲” 移住地及义勇军训练所

的作品。 其中， 日本文学家佐佐木能理男所作

《武装移民团》①， 汤浅克卫所作 《先驱移民》② 分

别以第一、 二次武装移民为主题， 向日本民众宣传

武装移民的 “理想信念”。
除向国民宣扬移居地 “资源富庶、 生活幸福”

外， 日本殖民者还试图通过 “精神绑架” 方式，
赋予移民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使其忠于 “开
拓事业”。

首先， 被遴选的移民成员要在国内接受不同内

容的培训， 其中便包括 “开拓信念” 的培养。 其

次， 从日本出发至 “弥荣村” 的每一站都要接受

训话。 例如，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３ 日， 移民团在东京聆

听了拓务大臣永井柳太郎的训词： “……满洲农业

移民之重要性勿需多言， 立于我国大陆发展之第一

线， 诸君作为满洲国开发之先驱， 使命极为重大，
持剑 前 进， 秉 锹 而 立， 其 精 神 别 无 选 择 之

所。” ［１０］（Ｐ５５）同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移民团于 “奉天”
接受了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的训示： “此次移民

为满洲国的帝国政府事业之嚆矢， 其成功与否， 不

仅关乎诸君一身一家， 实则会左右大和民族之发展

及日满协和之将来， 诸君责任重大。” ［１０］（Ｐ５５） 最后，
移民团到达 “弥荣村” 后， 着手利用神道教力量，
以神社形式， 在殖民土地上布教实践。 其中， “弥
荣神社” 作为日本在东北建立的首座 “开拓神

社”， 充当了承载移民 “开拓信念” 的现实载体。
神社建成后， 每遇日本传统祭祀日， 移民团员便在

此举行祭拜仪式， 试图借助神道教力量， 使远在

“异国他乡” 的日本移民获得归属感， 在精神信念

加持下， 使其按照既定 “开拓意志” 完成殖民事

业。 除对日本移民的精神控制外， 殖民者同样试图

通过借助神社力量， 大肆宣扬 “日满协和”， 同化

当地中国民众， 摧残、 驱逐中国文化， 消弭中国民

众的民族意识， 最终达到文化统制的目的。
据曾帮助日本拓务省谋划武装移民工作的平井

丰一供述： “关于武装移民， 日本政府表面上的理

由是 为 了 解 决 日 本 农 村 人 口 问 题 和 日 满 协

和。” ［１１］（Ｐ６３５）可见所谓 “实现日满协和” 的口号，
只不过是殖民者企图蒙蔽国际舆论谴责、 弱化中国

民众反抗意志、 招募日本移民的障眼法。 在欺骗性

宣传下， 第一次武装移民计划也在一定程度受挫，
出现了不可控性。

一方面， 大多数移民是在国内耕地不足， 难以

维持生计的情况下， 被政策倡导者承诺的 “能无

偿地得到肥沃土地” 吸引至 “满洲” 的， 但移居

地实际状态却与宣传大相径庭。 东北严寒的气候以

及因水土问题而产生的大量患病情况， 致使移民团

内部发生了大规模 “排斥干部运动”③， 更有甚者

造成 “屯垦病”④ 蔓延， 加之经常受当地抗日武装

袭击， 伤亡时有发生。 种种因素最终使不少移民退

团回国， 入殖第一年 （１９３２） 共有移民 ４９３ 人，
退团 １７ 人，［１２］（Ｐ１９ － ２０） 至 １９３５ 年退团人数激增至

１８７ 人。［１３］（Ｐ１１３）移民退团这一现象便已说明， 日本

殖民者所描绘的 “美好图景” 与移民团成员的期

望存在一定落差。
另一方面， 由于以 “战胜者” 自居的日本移

民所恃有的 “民族优越感”， 以及由这份 “民族优

越感” 所带来的惰性心理， 使得移民并不亲自从

事农业耕作， 而是将大部分土地出租给当地民众为

其耕作。 据统计， 在第一次武装移民团所占的

２７８４． ３ 町步⑤土地中， 出租土地高达 １８３９． ７ 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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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佐々木能理男： 『武装移民団』、 『シナリオ研究』 第 ６
號． 该篇文章为日本国内第一篇以弥荣村为主题的文学作品， 但书

中所述并非作者亲历亲闻， 而是根据当时日本国内相关 “满洲移

民” 进行的二度创作。
湯浅克衛： 『先駆移民』、 『改造』 第 ２０ノ １２ 號． 与佐佐

木能理男的文章不同， 该篇文章为作者亲自走访第二次武装移民入

侵地———千振乡， 以及采访第二次武装移民团团长宗光彦后所做。
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员对组织者在移民事务方面的无计划

性、 专政以及逃避责任等行为表现出不满， 以联名签署请愿书的形

式抗议移民团管理者， 为自身争取 “权益” 的运动。
一种发生于日本移民中间的疾病， 主要是由于移民无法适

应 “开拓地” 生活， 导致出现不良情绪， 甚至自杀、 逃跑等现象。
指日本土地面积单位， 一町步约 ０． ９９ 公顷。



步，［１４］（Ｐ７３）出租率达 ６７％ 。 且不论这一现象已打破

了日本殖民者试图实现的 “开拓民自立自营从事

农业经营” ［７］（Ｐ４）的目标， 单是从试图培养熟练东北

农业的日本移民这一目的而言， 也无疑是失败的。
甚至连殖民政策倡导者东宫铁男也认为， “总体而

言， 过去的三年针对第一次武装移民是一段受难的

历史， ……客观地从与既定计划脱节， 收支核算以

及牺牲者数量来讲， 可以称之为失败。” ［１０］（Ｐ５９）

综上而言， 日本 “满洲移民” 的根本目的在

于永久占领东北， 第一次武装移民作为这一计划的

重要环节， 两者自然 “一脉相承”， 无论是名称、
机构设置， 还是为便利移民生活而筹建的基础设施

都是服务于这一终极目标。 此外， 日本殖民者以高

度功利心， 假借各种手段， 向国内民众宣扬移居

“满洲” 的 “美好生活”， 意图使国内上下一心，
举国投身于 “满洲移民” 事业之中， 其行为的殖

民目的性远大于民众的自发性。 可见， “弥荣村”
是日本殖民者精心规划的畸形殖民村落， 与其一手

炮制的畸形 “满洲国” 无异， 从长远计， 违背社

会发展规律的产物是无法得以延续的。

二、 援战经济组织

恩格斯曾说： “一切社会的变化和政治变革的

终极原因……应求之于各时代的经济。” ［１５］（Ｐ２７９） 正

如日本 “满洲移民” 这一行为， 无不与人口移出、
入地双方经济环境存在密切联系。 作为岛国的日本

受自然条件限制， 耕地狭小， 而与之隔海相望的中

国东北则包藏天然富源， 耕地广阔且资源富足。 东

北之富， 早已成为日本侵略的着眼点， 日本企图借

移民之力， 将东北作为扩大侵华战争的战略后方。
（一） 企图缓解经济压力， 转嫁国内危机

日本耕地、 资源贫乏现状自不待言， 土地、 资

源限制为客观因素， 但因此而大行对外扩张之举，
便是主观侵略的表现。 据当时的统计， “日本现有

国土面积计三千八百十五万四千余公顷， 农地为六

百〇一万五千公顷， 耕地面积， 约占其国土面积之

十五． 五％。” ［１６］（Ｐ１２７ － １２８）在耕地面积无法扩大的情

况下， 造成人均耕地不足的原因只有一个， 即人口

持续增长。 据日本统计， １８６７ 年日本总人口为 ３０，
０００， ０００ 人， 至 １９２７ 年 已 增 至 ６３， ８６２， ５３８
人。［１６］（Ｐ１３０ － １３１）

在日本人口不断膨胀的情况下， １９２９—１９３３
年， 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大规模经济

危机， 作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日本自然难以幸

免。 工农业遭受重创， 工业生产总额从 １９２９ 年的

７６ 亿元骤降至 １９３１ 年的 ５０ 亿元，［６］（Ｐ１７） 外加持续

而来的财政赤字和信用体系崩坏， 导致大量失业、

半失业人口泛滥， 为维持生计， 城市人口开始向农

村逆转。 但农村同样未能幸免， 以水稻和蚕茧为代

表的农作物价格暴跌， 与此同时， 以肥料为代表的

农业购入品价格上涨， 使农业陷入财政赤字境地。
为消解经济危机影响， 日本农林省出台了旨在

平衡农家收支， 转赤为盈的 “农村经济更生计

划”， 但该计划并未取得理想效果， 反而使富农为

节约成本， 大量解雇雇农， 造成农村贫富分化严

重， 发生多次主佃斗争。 上述矛盾加速了日本企图

转移过剩人口的计划， “惟移民一法， 不仅可解决

日本人口过剩与粮食恐慌， 且能发扬国威于海外，
自乐为崇尚武士风之日本民族所采取。” ［１６］（Ｐ２）

但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人口过剩的危机并不能

成为其非法移民中国东北的借口， “满洲移民” 计

划只是日本在蓄谋推进 “大陆政策” 的前提下，
被日本殖民者顺势赋予了 “缓解日本农村危机”
的经济动因。

一方面， 以 １９３０ 年日本人口为例， 该年日本

共有人口 ６， ４４４ 万， 以 ６， ０１５， ０００ 公顷的耕地

面积计算， 人均耕地面积约为 １． ４ 亩， 实则并不

能导致 “土地饥饿” 问题出现。 究其根本， “日本

国内之所以存在着严重的农民土地问题， 只是由于

日本垄断资本和地主统治的必然结果。” ［１７］（Ｐ９９）日本

殖民者之所以大肆散播国内危机， 根本是在为

“满洲移民” 计划寻找合理借口， 如此便可缓解国

际舆论谴责。
另一方面， 从第一次武装移民实际状况来看，

日本向东北移殖的人员并非处于饥饿线的农民， 而

是配有武器弹药、 训练有素的退役军人。 第一次至

第五次武装移民人数基本维持在千人左右， 在移居

地进行的各项活动都是小规模试验， 不符合日本国

内人口严重过剩， 亟待向他国转移人口之况。
关东军于 １９３２ 年制定的 《日本人移民案要

纲》 附件说明书中明确指出： “将我邦人移植到满

洲来的原因， 不仅是为了缓和我国人口过剩的问

题， 在伸张满蒙帝国权益、 开发满蒙、 确保帝国国

防第一线方面绝对是当务之急。” ［１８］ 可见， 人口危

机固然是日本发动 “满洲移民” 的动因之一， 但

也只是驱动因素， 而日本殖民者长久谋划的对外殖

民扩张， 试图鲸吞中国东北的大陆政策才是日本移

民东北的决定性因素， 同时也体现了 “满洲移民”
计划的真正本质。

（二） 作为战略后方， 支援前线战争

为提高战争实力， 日本举国进行增援战争生

产， 但受资源限制， 便蓄谋利用国内人口充当战时

劳动力， 开发利用中国东北富源， 这也是日本发动

“满洲移民” 计划的主要目的之一。 日本所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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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战生产包含两大因素： 加强重工业发展； 扩大粮

食产量。 前者主要是开发钢铁、 煤炭、 石油等战略

资源， 后者则是保证基础物资供应充足， 将两者置

于相同地位， 可知粮食在战争中的重要性。 由日本

炮制的伪满州国毫无疑问地被当作 “粮仓”， 通过

获取大量耕地， 发展农业经营， 就地生产战略物

资。
土地为生计之基础， 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在未建

立 “弥荣村” 之前， 便自觉与移居地建立联系，
通过与当地官宪签订合同， 强占土地 ４５， ０００ 町

步。［１９］（Ｐ９９）在入殖 “弥荣村” 后， 移民团更是利用

专门培训的适用于 “满洲” 的农业耕作方法进行

土地开垦。 初期主要是借助传统畜力， 但由于畜力

不及机械化效率高， 无法满足短期内开垦大量耕地

的目标， 加之东北抗日武装袭击， 农业经营基本采

取防御和耕作相结合的方式， 延缓了开垦速度。
１９３５ 年移民团利用从哈尔滨铁道局借贷的两台拖

拉机开垦土地 １５０ 町步。［２０］（Ｐ１４８） 同年， 日本殖民者

设立了以取得、 管理、 配售移民用地为业的 “满
洲拓殖会社”， 为移民团提供拖拉机 １１ 台， 开垦

土地 １， ０００ 町步。［２０］（Ｐ１４８ － １４９） 据统计， 截至 １９３９
年， 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强占可耕地共计 １２， ０００ 公

顷， 已耕地 ２， ７７０ 公顷。［１］（Ｐ１３２）

占有一定数量土地后， 移民团开始在 “弥荣

村” 实验种植当地作物。 据史料记载， 移民团所

试种作物多达 ５０ 多种， 其中包括为面粉工业、 榨

油工业、 制糖业、 酿酒业等部门提供原料的经济作

物， 以及饲养家畜的饲料作物。 “我国农业移民在

满洲国发展之时， 农民所选作物， 饲育物以及经营

方法是由我国缺乏物资增产的结果。” ［２１］（Ｐ２） 这意味

着移民团的经济行为是由日本国内经济现状所决定

的， 日本国内所缺物资， 只能仰给于 “满洲”。
为最大程度上将掠夺资源在当地加工利用， 移

民团特设置了旨在 “建设健全移民农村， 发展经

济， 培养组合成员独立发展” ［１０］（Ｐ２０７） 的 “弥荣村共

励组合”， 统筹移民团内所有经济事宜。 “组合”
下设消费部、 信用部、 承包部、 贩卖部、 加工部、
事业部， 各部门间相互协作， 构建了一套流水线式

的经济运转模式。 此外， 移民团还挑选出有相关技

能者组成农产品加工班、 炼瓦班、 运材班、 木工班

及传令班， 将所获资源在当地加工利用。 这也体现

了第一次武装移民作为 “特殊移民” 的性质。
除耕地资源外， “弥荣村” 地靠松花江， 渔业

资源富庶， 其中包括鲤鱼、 鲑鱼、 鲫鱼在内的各种

鱼类约三十多种。 且该地大部分为林地， 森林资源

极为丰富， 此外， 该地还富藏砂金及建筑所需的花

岗岩、 石灰岩等资源。 第一次武装移民团选址于

此， 必然与当地丰富资源存在密切关系。
综上， 第一次武装移民团以 “弥荣村” 为载

体进行土地开垦、 农作物种植和资源掠夺， 其居心

不言自明。 正如日本学者所言， “具有结构上脆弱

性的日本资本主义， 为了缓和危机， 便转向了新的

帝国主义战争。 因此， 提出各种作为对农村、 农民

的救济政策， 不仅限于应付经济危机， 而且是作为

完成支撑侵略战争而确立农村、 农民统治机构为目

标的各项政策的一环而出笼的。” ［２２］（Ｐ２２９） 不能否认

日本 “满洲移民” 计划具有转移国内危机的目的，
但在更深层面上依旧是为了服务侵略战争。

三、 关东军后备组织

无论 “满洲移民” 承担的是何种角色， 最终

目的都是服务于军事战争。 日本虽通过日俄战争和

九一八事变确立了在东亚的霸主地位， 却也引起了

战败方沙俄和被压迫者东北民众的反抗， 以 “满
洲移民” 作为非军队人员， 充当维持 “满洲治安”
和对苏防御的后备组织成为日本对外侵略的又一重

要举措。 且九一八事变后， 关东军极具话语权， 其

控制下的东北军事、 政治情况对日本侵略具有重要

影响。［２３］（Ｐ１３９）因此关东军主导下的 “满洲移民” 便

毫无疑问成为其进行对外扩张的重要后备组织。
（一） 镇压抗日武装， 维持 “满洲治安”
１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 作为欧美各国推行东北

亚地缘战略核心的中国受到了国际社会高度关注，
各国将战略重点集中于此， 中国由此成为各国博弈

的竞技场， 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 处于日、 俄两国

领土之间， 地理位置显要， 曾被称为 “远东的巴

尔干”。 因此， 为保证地缘战略平稳运行， 以维护

自身利益， 欧美各国在地缘战略外， 所推行的东亚

均势战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中、 日、 俄之间大规

模冲突的产生。 １９０４—１９０５ 年， 凭借日俄战争战

果， 日本实力骤然提升， 与之长期在东亚角逐的俄

国遭受重创， 东亚均势失衡， 在此情况下， 欧美列

强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制约日本的主要力量。 特别

是在国际关系中拥有绝对实力的美国， 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便与中国东北进行频繁贸易往来， 日俄战

争中， 美国支持日本制衡苏俄， 但战后日本却针对

美国在东北的权益进行了抵制①， 使美国认清了日

本贪婪的本性。
１９３１ 年， 日本蓄谋发动九一八事变， 非法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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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收买 “南满铁路” 未果的事件。 日俄

战争后， 两国代表在美国朴次茅斯进行谈判时， 美国铁路大王哈里

曼前往日本， 同日本首相桂太郎签订了合办 “南满” 铁路的桂哈

合约， 但在哈里曼抵返美国时， 日本废除了这一草约， 决定独立经

营 “南满” 铁路。



制 “满洲国”， 企图独占中国东北， 该行为在很大

程度上破坏了欧美列强试图在东亚构建的均势格

局， 事变后， 关东军持续的军事行动引起了欧美等

国的警惕。 为维护既得利益， 日本最终选择退出国

联， 选择焦土外交， 致使其在国际社会上陷于孤

立， 引发了舆论声讨。 “九月二十八日中央日报

载： ……日本陆军称列强互相龃龉， 及无暇他顾之

际， 巩固其在满洲之地盘， 蹂躏凯洛格公约， 毁坏

九国公约……” ［２４］（Ｐ２２） 虽然国联派出查明实际情况

的李顿调查团是大国强权政治的产物， 未从根本上

制止日本占领东北的暴行， 但国联出于维护话语权

的考虑， 拒不承认 “满洲国” 的合法性， 在一定

程度上维护了中国的领土完整， 使日本开始对新生

“满洲国” 前途知之甚稔， 并清楚认识到， “满洲

国的前途只有靠日本的实力来拥护和培养。” ［６］（Ｐ４０）

复杂的国际形势刺激了日本扩军备战的进程。
另外， 从中国情况来看， 关东军以军事武装发

动的九一八事变， 从根本上激起了东北民众的强烈

反抗， 为协助关东军监视镇压东北抗日武装， 分散

化解军事力量， 日本开始重新将 “满洲移民” 计

划置于议会提案桌上。 “第一， 组织身心强健的日

本在乡军人集团； 第二， 分散安排至全满， 主要是

中北满各地， 切断匪贼集结通道。” ［６］（Ｐ４２） 日本军部

企图通过向中国东北输送大量移民的方式， 与关东

军相勾结， 切断抗日武装与当地百姓的联系， 以此

束缚抗日武装手脚， 消灭活动空间。 这便造成九一

八事变后的武装移民较初期试点移民而言， 除承担

一般性农业任务外， 兼顾了 “维持满洲治安” 的

角色， 更具军事殖民性。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陆军省公开刊行的 《陆

军宣传册》 对 “国防” 概念进行了解读， 强调在

“国防第三阶段” 更加凸显人 （即移民， 笔者注）
的要素， 而 “满洲移民” 计划更是将人的要素进

行了最大化利用。 据曾任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次长的

日本战犯古海忠之供述： “从满洲开拓政策制定的

时候起， 就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保持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 ［１１］（Ｐ６２５） 把移民团武装成深入东北农

村的村屯组织， 平时生产， 战时辅助关东军镇压东

北民众， 监视抗日武装与民众的联系， 便是日本

“满洲移民” 计划的真实企图。 另外， 从移民团员

招募过程来看， 主要是由日本陆军省、 关东军、 退

役军人府县及地方联队区司令部主导， 在退役军人

中遴选符合要求者进入殖民地。
大规模退役军人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在 “满”

日军的强大后备力量。 据统计， “日本在东北的军

部， 在必要时已能在东北与高丽内地动员十一万六

千的在乡军人与后备军以及二万二千宪警———这个

数目， 足以在动员时编制十个日军的师团。 而日军

为要使在乡军人及后备军容易补充各地日本的驻

军， 于是便把他们逐渐地分布于各重要的战略地

点。” ［２５］（Ｐ１８１）这一点从 “满洲移民” 选择入殖的地

域便可证实， “移民团的地点多数选择三江、 安

东、 牡丹江、 黑河等重要军事地区的后方， 而这些

地点都是由关东军决定的。” ［１１］（Ｐ６２６） 其中， 作为第

一次武装移民入殖地的 “弥荣村” 正是位于伪三

江省省会佳木斯桦川县， 三江地区是抗日力量最为

集中的地区， 中共 “北满” 省委领导的东北抗日

联军大量活跃于佳木斯地区， 抗日联军十一个军

中， 第 六、 七、 八、 九、 十 一 军 便 诞 生 于

此。［２６］（Ｐ４）据统计， １９３５ 年， 伪三江省共有抗日队

伍 ２８， ８６２ 人， 一年共外出抗日 １， ８０８ 次， 其中

第一次武装移民团驻扎的桦川县共有抗日队伍 ３，
４１８ 人， 仅半年便参加抗日 ６７ 次。［２７］（Ｐ５８６ － ５８８） 面对

抗日武装对日本侵略的反抗， 为维持三江地区稳定

的 “治安” 环境， 日本特在此安插了带有武装色

彩的日本移民。
从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具体行动来看， 移民团在

尚未真正进入移居地之前， 便首先进行了警备上的

部署和训练， 按照军队编制组成了 “维持治安”
的卫戍部队。 其中设置 ４ 个步兵中队， 退役军人的

经历使其中不乏军事作战所需要的炮兵和步兵炮

手， 由其组成步兵炮队， 装备两门迫击炮， 另外选

拔出专门的机关枪手， 配备步枪和科威特式机关

枪， 同时率先划定各小队警备区域， 以抵御来自当

地抗日武装的袭击。
虽然第一次武装移民规模尚小， 在一定程度上

达不到动摇东北抗日武装根基的作用， 但日本移民

却以自恃的 “民族优越感” 对占领区民众恣意欺

凌。 据曾任侵华日军陆军总司令部经理部金融课长

的战犯平井丰一供述： “把日本农民移入中国东

北， 压迫原来的中国农民， 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政策的体现。” ［１１］（Ｐ６３５） 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同样承袭

了这一 “意志”。 据参与迫害中国民众的移民证言

称： “特别是在弥荣村存在虐杀大量中国人的例

子， 即 １９３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位于永丰镇东南数十里的

夹信子虐杀。 领导青森、 岩手和秋田小队的熊谷伊

三郎率领第一中队， 将位于抗日游击队据点的夹信

子部落全部烧毁， 杀害了部落内老幼妇女等 ２０ 多

人。” ［２８］（Ｐ２４２ － ２４３）１９３８ 年 ４ 月 ２９ 日晚， 移民团发现

饲养的 １０ 匹马丢失， 便立即派人携枪寻找， 最后

跟随马匹踪迹将范围锁定在中国农民居住区， 为找

出马匹， 用枪将 ３０ 多名手无寸铁的当地村民全部

刺死。［２８］（Ｐ２４３）日本移民在中国东北的侵略暴行足以

证明， 所谓移民只不过是戴着 “移民” 面具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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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军人。
（二） 抵御苏俄的后备力量

日、 俄两国自甲午战争后， 因辽东半岛问题结

怨已深， 经 １９０５ 年日俄战争后， 日本对俄方针由

消极防御转为积极应对。 关于日俄战后下一步对外

扩张的方向， 以海军派和陆军派为代表， 分别提出

了 “南进” 和 “北进” 方针。 “南进” 以台湾为

中心， 辐射南洋群岛； “北进” 以朝鲜、 “满蒙”
为基础， 波及中国全部及苏联远东地区， 在最终权

衡下， 选择了后者。 “满铁” 创立委员长儿玉源太

郎曾言， “日俄战争恐不能以满洲一战了局， 第二

次战争将于何年再来……要之我们在满洲非常占以

主制客以逸待劳的地步不可。” ［２９］（Ｐ７３）可见， 即使日

本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俄国， 但因两国在东北问题上

存在巨大利益冲突， 导致日本从未放下对俄戒心。
１９３６ 年， 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拟定的 《国防

国策大纲》 中明确提出， “倾注全力迫使苏联屈

服” 的 “以苏为主敌论”， 后由于陆海军意见不一

致， 在第三次修订的 《帝国国防方针》 中重新规

定了， 陆军以苏联为目标， 海军以美国为目标的外

交策略。［３０］（Ｐ６０９ － ６１０） 同时， 日本对东北的侵占也在

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对苏联的威胁， 出于自身利益考

虑， 九一八事变后， 中苏两国走上了联合抗衡日本

的道路， 这便在延长日本对华战线的同时， 使苏联

和中国一道， 成为了日本共同的打击对象。
日本在加紧侵华的同时， 不断酝酿对苏作战，

试图在侵占东北后转战苏联。 但从中苏两国在边境

的兵力来看， 日本共有步兵三个师团， 骑兵两个旅

团， 苏联部署有步兵八九个师， 骑兵一个半师， 总

兵力达十二余万， 装备精良， 人马充实， 配备独立

机械化部队， 大量战车、 飞机。［６］（Ｐ４１） 和苏联在边

境兵力部署相比， 日本处于绝对劣势。 仅就 １９３１
年两国兵力而言， 苏联拥有常备兵 ６９０， ０００ 名，
后备兵 １３， ９６０， ０００ 名， 日本拥有常备兵 ２５９，
３０４ 名， 后备兵 ７， ３４０， ０００ 名。［３１］（Ｐ９８）苏联兵力是

日军的两倍有余， 加之在东北战场上， 中国军队对

日军的牵制， 造成日本兵力严重不足。
作为应对之策， 关东军开始筹谋动员国内民众

以 “移民” 身份为掩护， 武装入侵中俄边界。 儿

玉源太郎曾在 “满铁” 创立初期便提案， “长久确

保满洲之策略， 除铁道和移民之外， 别无他法， 若

成功在此地扶植五十万定居日本人， 便可构筑起应

对中国及自北方而来之侵寇 （苏联） 之铜墙铁

壁。” ［６］（Ｐ３８）

１９３２ 年 ７ 月 １７ 日， 东宫铁男在 《在乡军人屯

田移民实行案》 中明确指出， 第一次武装移民团

必须实行的理由包括 “对苏国防”。［１０］（Ｐ４８） 同时

《弥荣村史》 一书作为战后日本编撰的记录第一次

武装移民团的关键史料， 在刊行序文中更是毫不隐

讳表明第一次武装移民团是战时抵御苏联的第二战

力。［１０］（Ｐ２）另外， 就影响第一次武装移民团选址的

两大 因 素———协 助 关 东 军 维 持 治 安、 对 苏 作

战［１０］（Ｐ３６１）来看， 同样表明了日本通过移民手段抵

御苏联的意图。
１９４１ 年， 太平洋战争爆发， 面对苏联威胁，

大量部署于 “北满” 的日本移民充当了抵御苏联

的后备军。 其中， 多位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员在战后

回忆中， 均提到对苏作战经历。 据原田时次郎回

忆，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 在现地应召加入 １５２５５ 部队，
８ 月 ８ 日受苏联军队袭击而交战， 在敌战车的猛攻

下， 我军部队接连败退。” ［１０］（Ｐ１８１） 立花贞十郎同样

在回忆中提到， “１９４５ 年 ８ 月 ９ 日， 苏联战机在佳

木斯忠灵塔附近投下炮弹， 本团接到紧急部署通

知。” ［１０］（Ｐ３１６ － ３１７）除移民团员外， 作为 “大陆花嫁”
的越井静子也曾回忆到 “随着大东亚战争不断扩

大， 男子陆续被召集， 丈夫也于 １９４５ 年 ７ 月 ２５ 在

最后的召集下参战。” ［１０］（Ｐ２８９） 由此可见， 以第一次

武装移民团为代表的 “满洲移民” 在日本战败弥

留之际， 应召迅速投入战备状态， 充当了抵御苏俄

的后备力量。
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在日本 “满洲移民” 计划

中扮演了不同角色。 实则， 所谓 “移民”， 只不过

是较军事侵夺而言， 以相对 “温和” 手段占领他

国领土的代名词。 借侯厚培先生观点加以论之，
“日本在华之侵略政策不出两端， 一为政治的侵

略， 一为经济的侵略。 威迫利诱， 破坏和平， 为政

治的侵略， 对华投资， 掠夺原料， 操纵金融机关，
开拓市场为经济的侵略。”① 需明晰的是， 在更多

情况下， 日本殖民者是通过移民方式将多种手段同

时施加于中国人民， 第一次武装移民便是铁证。 通

过第一次武装移民团在 “弥荣村” 的各项活动可

见， 日本 “满洲移民” 计划在中国东北所发挥的

作用是多重的， 既有政治同化、 经济掠夺同时还伴

随着军事欺压， 其行为辐射面较单一破坏和平、 掠

夺资源、 侵占利权等方式， 更显复杂和多元。 虽然

日本 “满洲移民” 计划形式各异， 内容在不断发

生变化， 但无论何种手段， 最终都是服务于永久占

领中国东北这一究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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団経營記録［Ｍ］． 東京：満洲移住協会，１９３８．
［２１］日本学術振興会． 満洲農業移民ノ必要性及可能性

［Ｍ］． 東京：日本学術振興会，１９３５．
［２２］满洲移民史研究会．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的移民

［Ｍ］． 孟宪章，等，译．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３］关靖华，孙瑜． 伪满初期日本对中国东北电业权益的争

夺———兼论“满洲电业株式会社”成立始末［ Ｊ］． 北方论

丛． ２０２３（１）．
［２４］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编印． 各国对日占东北之评论

［Ｍ］． 杭州：中国国民党浙江省党部，１９３１．
［２５］维真． 九一八后东北与日本［Ｍ］． 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５．
［２６］朱春龙． 东北抗联在三江［Ｍ］．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

版社，２０１５．
［２７］满史会． 满洲开发四十年：下卷［Ｍ］． 东北沦陷十四年

史辽宁编写组，译． 营口：东北沦陷十四年史辽宁编写

组，１９８８．
［２８］桑島節郎． 満洲武装移民［Ｍ］． 東京：教育社，１９７９．
［２９］国新社． 沦陷七周年的东北［Ｍ］． 上海：生活书店，１９３８．
［３０］信夫清三郎． 日本外交史［Ｍ］．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

题研究所，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
［３１］程旨雲． 东北事变与日本［Ｍ］． 上海：大东书局，１９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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