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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蒙开拓团”为代表的“满洲移民”运动是

日本政府推行“满蒙政策”的内容之一，也是日本

军国主义企图染指中国东北地区的手段之一。从

参与意识来看，作为参与者的“满洲移民”中有一

部分人是被迫参与其中的，但从结果来看，客观上

却对东北地区的生产生活、 文化教育等造成了巨

大的危害， 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地区的殖民统

治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在“满洲移民”运动的

推行过程中， 起主导作用的无疑是拥有政治资源

和掌握国家权力的日本当局， 而媒体的鼓动与宣

传以及由此形成的特定舆论造势则牢牢地绑架了

民众的参与意识。
战时日本的主流媒体是报纸。 战时日本报纸

作为政府与大众之间媒介的特性， 表现得尤为突

出，它充分发挥了传媒的传播功能、解释功能和指

导功能，演变为军国主义战争的宣传机器，成为日

本侵略政策的吹鼓手。在“满洲移民”运动实施过

程中，《朝日新闻》 等日本主流媒体均对此给予了

持续的关注和报道，并采取了一些非新闻性活动，
直接参与了“满洲移民”政策的推动。

一、“满洲移民”运动

日本的“满蒙政策”由来已久，早在德川幕府

时期， 佐藤信渊、 吉田松阴等人就主张要征服中

国，应先从“满洲”下手。1887 年，日本参谋本部的

长小川又次撰写了《清国征讨策案》，提出“满洲另

立一国”的主张，标志着“满蒙政策”初步形成。“满

蒙政策” 的推行主体是以军部势力为代表的日本

军国主义政治集团，而实际参与者却是以“满蒙开

拓团”为代表的“满洲移民”。而“满洲移民”的实施

除了依靠政治强权的高压政策之外， 以报纸为主

体的宣传机器也发挥了鼓吹和促进作用。可以说，
日本纸媒的“满蒙政策观”基本上复写了政府当局

的意志，而围绕“满蒙政策”的报道则与当局的政

策遥相呼应， 这也成为报纸沦为战争宣传工具的

一个有力的佐证。
在“满蒙生命线”框架下，政府当局除了极力

强调“满蒙”在日本经济、国防上的重要性之外，还

把“满蒙”定位为“日本过剩人口的吸纳地”。日本

的“满蒙对策”不但表现在政策上扶植伪满洲国傀

儡政权，军事上实行殖民统治，文化上实施文化侵

略，同时为了“奠定大和民族发展的基础”①，使“大

和民族”在“满洲”发挥其“先锋的作用”，实现永久

霸占“满洲”的目标，还积极实施“满洲移民”计划。
从 1932 年到 1936 年， 日本先后向中国东北地区

实施“武装移民”② 5 次，近万户。1936 年 8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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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本政府又实施了“百万户移民”计划，这一计

划被确定为广田弘毅内阁“七大国策”和伪满洲国

政府的“三大国策”③ 之一，企图以此来解决国内

的政治、经济危机。截至 1945 年日本战败、“满蒙

政策”破产为止，移民到伪满洲国的日本人达 155
万人，其中“开拓民”即所谓的农业移民大约是 27
万人，占移民总数的 17%左右。④

二、日本纸媒的“满洲移民”报道

在推动“满洲移民”计划实施过程中，日本报

纸对“满洲移民”计划也给予了极大的热情，不但

倾注全力进行了大量报道，还通过举办座谈会、讲

演会等形式进行了宣传，对“满洲移民”政策的实

施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1936 年 10 月 8 日，《大阪朝日新闻》召开“满

洲、北支视察座谈会”，介绍了东北和华北地区“满

洲移民”的状况，称“九一八事变”后推行的移民政

策中，无论是依靠政府补助实现的移民，还是依靠

自给自足推行的移民都获得了成功。 同时该报还

认为，即将推行的“20 年内百万家族 500 万人移

民计划”是“在借鉴过去几年实行的移民经验的基

础上制定的宏伟计划”⑤，因此一定也能够取得成

功。
在“满洲移民”运动实施过程中，日本政府把

儿童作为开拓东北未来的生力军。 拓务省管辖下

的“满洲移住协会”于 1937 年向伪满洲国三江省

饶河派遣了百名青少年，“鉴于成绩良好， 遂制定

满洲开拓少年义勇军 10 年计划”， 并计划在东北

未开垦地设立开拓训练所，“培养从事农地共同经

营和产业开发的年轻战士”，被报界称赞为“迈出

了满洲建设的有力的第一步”⑥。1938 年“满洲农

业移民协议会” 决定向东北地区派出 500 名少年

义勇军，以充实“满洲移民”的力量，被《信浓每日

新闻》赞为“汹涌澎湃的移民热潮”。该报还对少年

义勇军提出期望，要求他们在“满洲旷野建设第二

故乡”⑦。此后各地陆续向东北地区派出数量众多

的少年义勇军， 少年义勇军的规模逐年扩大。据

《东京朝日新闻》报道，1939 年度“满蒙开拓青少

年义勇军计划”将派出 32 000 名青少年赴“满洲”
接受训练⑧。福井县按照日本政府的要求，于 1938
年派出 500 名“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福井新

闻》对义勇军的招募活动进行了连续报道，称“移

民热激起青少年的热情”，申请加入义勇军的青少

年人数大大超过计划数量，“满蒙开拓战士志愿者

已达 4 倍”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统计，福井

县 1938 年派出的“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只有

315 名，离计划人数 500 名相差很多，因此《福井

新闻》所谓的“志愿人数超过 4 倍”的说法不过是

虚假的宣传而已。
随着单身男性移民东北及青少年义勇军开拓

团成员大量涌入东北地区， 结婚问题成为政府关

心的头等大事。为了维持“满洲移民”规模的稳定

性和可持续性，政府开始呼吁年轻女性加入“满洲

移民”的行列。这些女性除了协助男性从事农耕之

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响应“生吧！繁殖吧！”
的号召多生孩子，并悉心培养“满洲移民”的接班

人。 据报道，“出生的第二代移民人数在第一次与

第二次移民团中分别达到了 300 人， 在第五次移

民团中， 新娘仅仅到来一年， 第二代人数就增至

200 人”⑩，可见女性移民在保证“满洲移民”人口

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大陆新娘”成为

维持“满洲移民”规模、保持“满洲移民”政策可持

续性的重要力量，关于女性“满洲移民”的报道也

频见报端。
1938 年 11 月 2 日，《中外商业新报》 刊登了

一位女飞行家响应政府“大陆新娘”的号召，放弃

国内优厚条件奔赴“满洲”同“满洲移民”结婚的报

道，并称“无论男性如何浴血奋战，没有女性的参

与绝非是完整的大陆开发”輥輯訛，从而掀起了新一轮

女性“满洲移民”高潮。
《东京朝日新闻》也对“大陆新娘”给予了持续

的关注。该报说“九一八事变”后，男女比例逐渐失

调，“需求大陆新娘的呼声日渐高涨”，因此呼吁女

性加入到“满洲移民”中来，并向政府建议开设“女

子拓殖指导者讲习会”，向女性传授必须的生活常

识，以培养大量“大陆新娘”。輥輰訛

《国民新闻》于 1939 年 2 月 25 日发表了“大

陆新娘现地报道”的文章，对已经移民到东北地区

的“大陆新娘”的“开拓者的雄姿”进行了报道。极

力放大“满洲移民”的优点，并对女性在“满 洲 开

发”过程中的作用给予了较高评价，称女性是“传

播日本文明生活方式、 促进当地人建设新的生活

方式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文章认为“为建设

满洲的这片王道乐土， 女性应自觉参与到满洲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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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事业中来”，将日本文明传播于此。輥輱訛

此外，为推进“满洲移民”政策的实施，各报还

积极配合政府呼吁各界向东北地区投资。《大阪朝

日新闻》对“满洲”的投资环境作了介绍，称“向满

洲投资就是定期存款，好处多多”，并且认为投资

是“顺应国策”的行为，无论能否获利，“都必须考

虑国家利益前去投资”輥輲訛。另外，为满足“满洲”开发

过程中对不同技术人才的需求， 该报还呼吁各行

各业都应有人移民“满洲”，并 鼓 励 国 民 按 照“满

洲”建设需要改换职业，以实现“满洲雄飞”輥輳訛。
随着战局的恶化， 日本国内的物资状况也随

之恶化，为增加东北的粮食生产，政府开始派出具

有丰富农作经验的农民组成 “满洲建设勤劳奉仕

开拓特别班”赴东北指导农业生产。《名古屋新闻》
对此举给予了肯定，称不但能够“帮助满洲增产”，
还“有助于加深母村和分村之间的联络”輥輴訛。

总之，“满洲移民”计划也不过是日本推行“满

蒙政策”的手段之一，而日本纸媒以爱国主义和国

家利益为借口， 煽动不明真相的日本国民背井离

乡，到东北开辟所谓的“第二故乡”。这些移民在国

内基本都是处在社会底层的贫民， 他们听信政府

和报纸的鼓动宣传，满怀希望地去“建设新生活”，
然而实际情况却与报纸的宣传大相径庭。 报纸原

来宣传说“满洲移民”将获得最好的土地和生产工

具，而实际上“分配给义勇军和开拓团的土地不光

是未开垦的土地， 还包括强制掠夺的当地农民的

土地，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变成了被称为‘匪’
‘贼’的武装组织”輥輵訛，常常对“满洲移民”的日常生

活进行“骚扰”。因此报纸所谓的“加深与当地住民

关系”的说法只是宣传而已。可以说，日本纸媒对

“满洲移民”计划的推行起了重要的宣传和鼓动作

用。

三、“满洲移民”报道的特征及作用

战时日本纸媒的“满洲移民”报道及行动具有

鲜明的军事性、煽动性和欺骗性。
第一，军事性。战时日本纸媒“满洲移民”报道

与日本当局的战争政策关系密切， 具有强烈的军

国主义色彩。
首先，“满洲移民” 报道的内容忠实地传达了

日本政府当局的意志， 表现出强烈的军事性。在

“满洲移民”运动实施过程中，日本各报均依靠其

强大的报道阵容，倾其全力开展报道。普通国民正

是通过报纸这一媒体获取了大量信息。其次，从报

纸对“满洲移民”报道体制的应对来看，各报社纷

纷进行了机构改革，加强编辑权限，努力与政府的

论调保持高度一致，并极力主张抛弃所谓的“新闻

商品主义” 的经营思路，“对外作为我们国家伟大

的发言人， 对 内 要 使 国 民 大 众 完 全 了 解 国 家 方

针”，“启发他们不要走错哪怕一步半步的道路”輥輶訛。
应该说， 大多数报纸对放弃营利主义而担负所谓

“国家国民公器” 的宣传任务是持认同态度的，对

政府对报纸的宣传诉求也是持积极支持态度的。
第二，煽动性。在战争的特殊环境中，传播功

能的指导性往往被放大， 而要发挥报刊的指导功

能，造成特定的舆论导向，煽动性和富有感染力的

语言是必不可少的。
分析日本报纸的“满洲移民”报道不难发现，

通过所谓的“美谈”推进“满洲移民”的进展，进而

催生战争狂热是其最主要的手段之一，前述“大陆

新娘”的美谈佳话即是其中代表。此外，各报还刊

登了大量儿童慰问信。 輥輷訛 这些格式雷同的文章可

以说是当时报纸主张的缩影， 是报纸煽动战争狂

热的产物。这些“美谈”充斥着报纸的各个版面，其

根本目的是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寻找理由， 以赢

得国民的支持与同情，从而煽动排外主义情绪，进

而达到“全民总动员”的目的。
第三，欺骗性。战时日本纸媒“满洲移民”报道

的欺骗性主要表现刊登虚假新闻， 以赢得舆论的

支持。 例如为了掩盖日军侵略本质，《东京朝日新

闻》将日军美化为中国的“救世主”，说在长年遭受

压榨、毫无生气的中国农村，所到之处的墙壁上都

贴满了欢迎和感谢日军的标语， 甚至还配上了一

幅“日章旗飘扬在支那农家”的图片輦輮訛，通篇充满了

中国民众欢迎日本军队的谎言。 这些虚假报道使

日本国民更加相信战争的正义性， 他们就更加自

觉地加入到“满洲移民”的队伍中。
战时纸媒作为日本政府、 日军军部与大众之

间的媒介，在宣传“满洲移民”政策，谋求大众支持

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日本政府在推行某项政策时，往往要求

包括纸媒在内的舆论界给予支持。例如在“满洲移

民”推行过程中，政府曾召集报社、通信社代表召

开恳谈会，寻求舆论的支持。而日本纸媒也基本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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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了政府的意图，对“满蒙移民”的实施过程予以

详细报道，并呼吁国民对政策加以支持。
第二，当报纸刊登战时日本政府出台的法令、

法规、政策时，往往会对报道内容进行剖析、解读。
例如“满洲移民”政策出台后，日本各大报纸不但

报道了政策的内容，还对其意义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第三，“满洲移民”实施过程中，日本纸媒不但

给予宣传报道， 同时还按照政府意图对移民行动

进行引导，在社会范围内营造一种移民“满洲”的

氛围，并通过一些非新闻性活动予以推动。

小 结

综上所述，日本纸媒对“满蒙政策”持赞同、追

随和推动的态度，并积极为其侵略性辩护，试图用

正义的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 这也从一个侧面体

现了日本报纸对战时日本外交政策的态度， 即作

为软实力的宣传工具， 与作为硬实力的军事力量

一起构成日本对外侵略外交战车的两翼， 从而推

动侵略战争向前发展。
战时日本纸媒对“满洲移民”的报道之所以呈

现上述特征， 是同报纸在战时体制下的自我规制

分不开的。毋庸置疑，严厉的言论统制政策束缚了

言论自由， 但政府的言论统制政策并没有完全扼

杀报纸的生存空间。换言之，只要按照政府的要求

进行报道，就不会遭到处罚。但是从战时体制下日

本报纸的报道特征来看， 已经从主观上主动进行

自我规制，积极迎合政府的言论政策，把鼓舞日本

国民偏执的民族情绪、 论证战争合理性作为其主

要任务，甚至站在日本政府的侵略立场上，自上而

下地对国民进行呼吁和指导， 从而实现了在侵略

他国问题上政府与舆论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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