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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沦陷时期日本“大陆新娘”政策述评
张 洁 孟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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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北沦陷时期，日本政府通过诱惑性宣传与全方位组织和培训等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在东北推行了“大陆

新娘”政策，其目的在于稳定移民情绪，增加农业生产，确保大和民族优越血统等。日本女性在报效国家的愿望及

政府政策驱使下踏上了战争列车。她们在给中国人民带来间接伤害的同时，也成为日本战争行为的牺牲品。

20 世纪上半叶，日本侵华过程中，在中国东北策划并

实施了长达 40 年之久的移民侵略，这是日本推行“大陆

政策”的一个重要步骤，是仅次于战争的扩张手段。在移

民大潮中，有为数众多的女性，她们被冠以“大陆新娘”的
称谓。一直以来，女性移民很少被关注，学术研究上极少

涉及。但是，“大陆新娘”政策在日本整个移民计划中却举

足轻重。

日本制定“大陆新娘”政策的动机分析

稳定移民情绪为直接目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

快向东北移民，但是来自当地人民的反抗以及水土不服、
环境不适等原因导致移民情绪消极不稳。为了稳定移民

情绪，缓和紧张的敌对状态，1933 年，关东军开始制订“送

出新娘”计划，在《日本人移民案要纲》中明确提出：为了

移民村的“健全发展”，“应以保持男女人数适当的均衡为

原则”，其主要目的是使移民得到配偶。也就是说，“大陆

新娘”的首要任务是充当使移民定居的工具。1938 年以

后，“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普遍因为年龄较小无法适

应生活的变化和严厉枯燥的法西斯训练而诱发了“屯垦

病”。为了使青少年移民永远扎根于中国东北“充实国防，

确保治安”，①日本政府一面为义勇队准备“准新娘”，一面

建立了“寮母”制度。
建立在东北的长久统治是根本出发点。以移民来壮

大民族人口实力，形成民族“核心”，实现民族“同化”，从

而确立在东北永久统治，是日本移民政策的根本目的。
“九一八”事变后，“开拓事业就成了日本人口政策的重要

一环”②，日本拓务省和关东军认为须使大量的日本人“真

正成为新国家的核心”，进行移民“是绝对不可欠缺的事

业。”③日本向东北移民，意在使满洲社会各个方面都染上

日本民族色彩，以至于建设成纯粹的日本社会。
既然要实现永久统治，显然单纯男性移民是不够

的。推行“大陆新娘”政策，不但可以使移民稳定安居，而

且可以繁衍生息，补充在战争中消耗的兵源，满足就地

生产和增加大和民族人口的目的。此外，化解当地人民

的反抗情绪实现民族融和也是日本实现长久统治的考

虑之一。在统治者眼里，“大陆新娘”可以以“女性的温

柔”压制当地中国人的抗日情绪，使“民族融和”政策获得

成功。
维护大和民族“优秀血统”的需要。日本民族有强烈

的民族认同感，日本对外侵略、称霸世界的指导思想之

一就是大和民族优秀论。这一思想体现在移民的过程

中，就是非常注重大和民族血统的纯正性。1937 年，拓务

省公布《满洲移民第一期计划实施要领》，大声疾呼“要

以日本的妇道覆盖满洲的新天地”、“站在女性的立场上

……打入土著民族的核心中去”。材料显示，移民大陆的

多为 18 至 25 岁的女子，正是育龄阶段，她们到东北执

行移民婚配制度，于是形成了极高的生育率。那些婴儿

享有“大地之子”的美誉，被认为是建设满洲新天地的中

坚，可观的人口出生率无疑是实现大和民族人口分布的

有效途径。

日本执行“大陆新娘”政策的主要特点

招募大陆新娘过程中以煽动性、诱惑性宣传为主要

手段。日本在推动女性移民的过程中，可谓极尽煽动、诱
惑之能事，极力营造大陆新娘心中的理想蓝图，同时鼓

吹报效国家的崇高使命，以唤起年轻女子积极主动地成

为配偶者的意愿。为唤起女性对东北的向往，关东军司

令部陆军大尉东宫铁男热情地劝诱农村女性对大陆的

憧憬，他亲笔写诗“新日本的少女阿！请嫁到大陆来”，
极尽夸张地描绘在迁入地夫妇共同参加田间劳动的愉

快生活。
日本在募集移民时经常使用“为了祖国”的口号，以

“国策的大义”来煽动，“使女性们自觉意识到移民东北对

祖国肩负的一大责任”，提倡大陆新娘“打破个人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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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观，树立皇国结婚观”、“遵循皇国之道，培养温顺贞

淑的皇国女子。”④移民东北作“地主”的理想蓝图成为吸

引日本少女的又一招牌。日本移民一度从中国农民手中

掠夺较为充足的耕地，雇佣失地的中国农民耕种。主妇只

管家务，生活可谓轻松惬意，以致有人在战后回忆起这段

时光，还认为那是“人生最幸福的时期”。⑤这种地主式的

幸福生活理所当然成为诱惑日本少女的一个手段，迎合

了一部分女性的“投机”心理。
培养大陆新娘过程中运用全面组织、广泛培训手段

相结合。移民政策不断推进，招募大陆新娘的任务日益紧

迫，大量的组织培训工作全面展开。“大陆新娘”输出进入

正规化阶段后，爱国妇人会在国内 6 个支部开展了“新

娘斡旋”活动，该会的满洲本部在沈阳也设立爱国妇人

会馆，介绍新娘。关东军起草的《满洲开拓政策基本要

纲》中要“在日本各地建立和健全开拓民配偶培训设施，

以及开设女子领导干部的培训设施”⑥。1940 年日本政府

在全国各地都设置开拓女塾，在道府县新设或扩充女子

训练所，以培养女性移民指导者。还在全国范围内，举办

以一般女性和领导干部为对象的讲习会，意在培养出

“有为的女性”。⑦1941 年，日本又制定了《开拓女塾设置

要纲》，指出：“积极招收、训练开拓青年配偶者和女性进

出大陆的推进者，并对可成为开拓地区中坚的妇女进行

培养训练”，使之能起到稳定“义勇队开拓团”的中坚者和

带动者的作用。
太平洋战争开始以后，拓务省制定了《满洲开拓女子

拓殖事业对策要纲》和为实施要纲供指导者使用的人门

书《女子拓殖指导者提要》，“要纲”决定“输出移民 10 倍”
的女性参加讲习，命令全国开办“启蒙母亲讲习会”。拓务

省和文部省还指示，以儿童为对象，成立兴亚少年少女

队，向其灌输开拓思想。另外，为了确保候补新娘参加讲

习，拓务省又制定“东亚建设女子同志会”制度，称为“配

偶者的聚集地”。1944 年，又制定了《开拓女塾经营方针》，

仍以“入职配偶者”为第一需要。直到战争结束，日本一直

没有放松向中国东北移民“大陆新娘”。

“大陆新娘”政策的本质及影响

日本女性选择移民东北的原因分析。受战争狂潮感

染，日本女子多数对这场战争表示支持。认为“九一八”事
变“与以前的日清、日俄战争一样，是我大和民族坚韧不

拔的精神充分发挥的结果，这种美好的品质是举国一致

具有的。”“广大官兵为了我们同胞，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

边，不惜牺牲自己的一切去英勇奋战，我们对这么大的恩

情怎么能忘怀呢?‘我不为他们做点什么不行! ’在我心灵

的深处深深感受到了这一点。”⑧基于这些思想，广大日本

女性甘当“大陆新娘”。另外，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工商业

凋敝，促使日本试图用大规模移民办法输出“饥饿”。日本

又是个多火山、地震、海啸且资源贫乏的岛国，战争的需

要与自然环境的压力结合一起，也有助于女性接受移民

动员。政府的动员令及日益深化的移民政策则是女子被

迫移民的真正推手，广大女性无法违背国家赋予崇高荣

誉的“大陆新娘”政策。
“大陆新娘”政策的本质及影响。日本“大陆新娘”政

策是侵略战争的产物。她们在国家机器的驱动下曾经斗

志昂扬地担负使命奔赴东北。虽然有的新娘在东北体验

了一度的幸福时光，但终究好景不长，最终沦为日本战争

政策的牺牲品。从“九一八”后制定“大陆新娘”政策，到

“百万新娘计划”提出，到战败前夕执着于输出新娘的举

动，表明日本政府和关东军对于开拓民配偶工作的组织

性和计划性一直在逐步强化。但是“大陆新娘”的处境则

日渐窘迫，直至被逼上不归路。
日本向中国东北的移民侵略，不仅对中国是一次野

蛮的掠夺，对日本移民本身也同样是一场空前的灾难，尤

其是“大陆新娘”、青少年义勇军和那些在当地出生的孩

子。能够幸运地留在当地存活下来的“大陆新娘”和“大地

之子”，成为“残留妇女”和“残留孤儿”。日本向东北移民

遗留的种种问题，至今还没有彻底解决。日本的“大陆新

娘”政策，给两国民众，都留下了沉重负担。（作者分别为

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本文系 2010 年

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八·一五光复前辽

宁日本移民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L10BZS004；

2011 年度辽宁社会科学院院级重点课题“伪满时期辽宁

日本移民研究”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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