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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 日战争时期 日本强掳华工的几个问题

刘宝辰

摘要 杭 日战争后期
,

日本政府适应某些大企业的要求
,

作出了在 日本国内使用 中国人

从事重体力劳动的违背国际法的蛮横决定
。

日本政府
、

军队
、

企业联手在 一 年间

将约 万 中国战俘和平民强掳至 日本交 家企业奴役
。

中国劳工至 年 月被送回

国时
,

死亡和伤残约 万人
。

日本的这一犯 罪行为
,

给华工带来终生伤 害
,

给其家庭造成

了难以补偿的经济和精神损失
,

是一笔至今未了的血泪债
。

关键词 日本 掳役华工 斗争

一
、

日本军国主义政府

使用华工 的决定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强掳中国战俘和平民到

日本当劳工是 日本军 国主义政府适应大企业 的

要求确定的一项政策
。

卢沟桥事变后
,

日本越来越多的男性青壮年

被征人伍参加侵略中国的战争
。

国内从事重体

力劳动的劳力 日益匾乏
,

为了 ,保证战争所需物资

的供应
,

首先在 年 月 日公布
,

月 日

开始实施了《国家总动员法 》
,

对国内的劳动力实

行全国统一调配和管理
,

将国内的军工和非军工

生产纳人了战争轨道
,

一切为侵略战争服务
。

日

本成 了一个
“

兵营国家
” 。 ①《国家总动员法 》对 已

沦为 日本殖 民地的朝鲜 国民也 同样适用
。

因此

几十万朝鲜人被迫到 了 日本
,

仅 年就被迫

去 了近
“

万
” ②人

。

随着 日本侵略战争的不断升级
,

朝鲜劳工 已

不能满足 日本 国内各企业的需要
,

因此开始使用

中国劳动力
。

申请需要 中国劳工 的最早记录
“

是

年 月
,

北海道土木工业联合会 向厚生
、

内

务大臣提出的 申请
” 。

申请书 中提 到
“

除 自支那

本土移人劳工之外再无解决之策
。 ” ③此头一开

,

各行业 团体争先效尤
。

年 和 年 矿 山

业和煤炭业先后提供了使用中国苦力的要求
。

年 月
,

土木工业协会理事长营原在

该协会的调查部临时委员会上就使用 中国人问

题发表 了讲演 朝鲜已经缺乏劳动力
,

从朝鲜募

集苦力
,

已无法持久
。

除了进支那人之外没有别

的路可走
。

为解除中国人
“

会有间谍之优
” ,

主张

移进五万人不要全集中到一起干活
,

而是把他们

分到几个地方去
。

一般放到山里偏僻的地带
,

在

那 建个宿舍监视起来
,

在这点上不必担心什么

间谍不间谍
。 “

把支那人带来
,

让他们干活
,

这增

加的利益可不仅是多了五万劳力
。

现在这些 因

为缺乏劳动人手造成的争夺
,

多少会有点缓和
,

而且内地劳动者也能提高工作效率
。

还有
,

对那

些支那人
,

每天一小时也行
,

三十分钟也罢
,

给他

们讲讲新东亚建设
、

日支亲善什么 的
,

过上一年

半载
,

这些劳工 的脑袋里不会不 多少 留下点东

西
” 。 ④营原这番露骨 的表 白说明 使用 中国劳工

除主要是为了解决 日本国内劳动力不足以外
,

还

可起到刺激 日本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

起到对中

国人进行精神侵略
、

奴化教育
、

消弱抗 日力量的

多种作用
。

适应各企业要求
,

日本政府先后制定 了两个

使用 中国劳工的文件
。

年 月 日作出

了《关于华人劳务者移人 内地案 》的内阁决议 正

文保存在华盛顿国立公文馆
,

以下简称 《内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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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 》
。 ⑤《内阁决议 》分为方针

、

要领
、

措施三大部

分
。

其方针是
“

鉴于 内地劳务供求 日益紧张
,

特

别是重体力劳动方面的劳动力显著不足之现状
,

按照下述要领
,

将华人移人 内地
,

以使其参加大

东亚共荣圈建设
。 ”

此方针说明了使用 中国劳工

的原因及主要 目的
。

《内阁决议 》的
“
要领

”

部分

共 条
,

明确中国劳工只能从事矿业
、

装卸
、

土

建和工厂杂役等项工作 主要从华北取得 岁

以下身心健康男子
,

由华北劳工协会负责募集
,

伙食上不许食用大米
,

要采取特别措施等
。

这特

别措施是什么 呢 矿 山行业 曾建议对 中国劳工

应该不按劳动保护法进行特殊管理
,

此建议 日后

成为企业肆意迫害
、

虐待中国劳工的依据和指导

思想
。

《内阁决议 》的
“

措施
”

部分写道
“

鉴 于本

方策的实施
,

其成功与否影响甚大
,

先根据另外

制定 的要领
,

先行试验
,

如其成绩 良好时再逐渐

转人全面性推广
” 。

此内阁决议究竟是个什么性质的文件
,

下面

作以简要分析
。

对于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中国人
,

日本政府是没有权力作为 自己 的国内事项做出

任何决定 的
。

即使是 年 月公布的 日本
“

国民征用令
”

适用的也只是 日本
“

帝国臣民 ” ,

当

然不能把不是
“

帝 国臣 民
”

的中国人列人征用 的

对象
。

如果是 由于进行战争
,

制定对待敌国国民

—中国人的文件
,

那则是战时国际法上的适用

问题
,

而非 日本 国内法的问题
。

把 中国人移人 日

本内地
,

让他们为建设
“

大东亚共荣圈
”

出力
,

这

种认识与把
“

侵略 中国
”

说成是
“

教训 中国
”

同出

一辙
,

都是侵略者的逻辑
,

是 目无国际法的蛮横

认识
。

按照国际法
,

即使是对敌 国的俘虏
,

应该

是把他们送到安全 区域
,

使他们成为非武装 人

员
,

而不是把他们移人 自己 国内充当苦力
。

除非

俘虏本人出 自自愿与使用他们 的企业结成合同

关系
,

否则
,

日本政府就等于作 出了一个强掳敌

国国民的国际犯罪决定
。

我们通过对几百个被抓到 日本 的原 战俘劳

工幸存者的调查证明
,

没有一个人 自愿与 日本曾

经签订过合同
。

他们在被抓到的那一刻开始就

失去 了人身 自由
,

然后 由 日本军队强行押送到 日

本 国内
,

遭受残酷虐待
,

从事繁重劳动
。

因此说
,

日本这个《内阁决议 》作为其国内文件 而非国际

文件
,

其侵略性质是显而易见的
。

执行《内阁决议 》
,

年 一 月
,

将

中国人分先后 批押运到 日本
,

从事港 口装卸和

煤炭开采两种行业的劳动
,

这便是
“

试验移人
”

中

国人的实施阶段
。 ⑥

年
,

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接连遭受重

创
,

为把战争维持下去
,

政府对增产飞机及相配

套的军需生产要求越来越急
,

实行了军工企业对

国家的生产责任制
,

制定士将余力彻底全部用于

战斗力增强的措施
。

保证军需生产的劳动力
,

日

本的劳力 已挖掘竭尽
,

此时对中国劳力的需求更

加迫 切
。

基 于此
,

年 月 日的次官会

议
,

又作出了《关于促进华人劳务者移人内地案 》

的决定
,

正式并且全面开始了对中国劳工的绑架

输入
。 ⑦“

而且
,

在 月制定 的《 年度 国家动

员计划 》需要数额 中迅速采取 了对应措施
,

按规

定要移进华人劳工 万人之多
。 ’, ⑧从此开始采

取多种手段
,

或乱加罪名抓捕捆绑
,

或诱骗捆绑

押运到 日本国内
。

二
、

强掳中国战俘

劳工的机构和手段

强掳中国战俘和平民到 日本当劳工的机构
,

通过 年 月和 科 年 月关于使用 中国

人的两个文件可以看出
,

即厚生省通告给大东亚

省
,

大东亚省指示在中国北平的 日本驻中国大使

馆
,

大使馆再把指令转发给驻中国的 日本军队和

华北劳工协会具体实施
。

华北劳工协会是 日本

和汪精卫伪政权为协调管理华北各省去 日本和

伪满地区的劳动力而建
。

年 月 日由伪

华北政务委员会和伪华北开发公司各捐洋 万

元组建
。

这是 日本对华北 劳工实行强制征募政

策的开始
。

华北劳工协会
“

由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实业总

署 后改为经济总署 领导
。

该协会设理事长
、

理

事
、

监事若干人
。 ” “

本部设在北平特别市北池子

草垛 胡 同 号
,

内设 总 务部
、

管 理 部
、

辅 导

部
” 。 ⑨各部下辖若干科

。

本部及在各地工作人

员为 日本人和汪伪政权 的伪职人员
。

它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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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 由华北 日本军政当局直接严密控制
,

以军警

宪特等法西斯分子组成的强制性劳工统制机构
。

属 日伪合办
、

政企合一的性质
。

强掳到 日本的近

万名中国人绝 大多数是 由华北 劳工协会经办

的
。

华北劳工协会在下属 的北平
、

天津
、

青 岛三

个特别市和河北
、

山东
、

河南
、

江苏
、

山西省的各

地
、

市
、

县设有办事处或办事分处
,

还在伪满
、

蒙

疆
、

关东州设驻在员
,

在 日本 国内个别地点设事

务局或驻在员
。

为适应 向 日本 国内输 送 中 国劳工 的需 要
,

仔 年底及 年初
” , “

地方 机关增 加 了天

津技术养成所
、

石 门劳工训练所
、

济南 劳工训练

所
。 ”“

年 月
,

华北政务委员会秉 承 日本政

府的旨意
,

向华北各省市县下达 了
‘

重要劳力 紧

急动员
’

的密令
,

各地伪政权还组织
‘

筹募劳工委

员会
’

直接 出面征募劳工
。 ’, ⑩ 年春至

年春是华北劳工协会强掳中国劳工去 日本最疯

狂的时期
。

随着海上交通线被切断
,

中国劳工难

以运往 日本
,

华北政务委员会于 年 月

日第 次常委会议议决通过
,

决定解散华北劳

工协会及其所属机构
,

历时近 年的华北劳工协

会寿终正寝
。

掳去 日本的中国战俘劳工是 由以下五个机

关提供的
。

华北劳工协会 名 其 中包括行政提

供 名
,

划一练提供 名
。 ⑧

华北运输公司 名 特殊提供
。

华中劳务协会 名 自由征募
。

南京伪国民政府机关 名 特殊提供
。

伪满
、

福 昌华工公司 名 特殊提供
。

截止 目前调查为止
,

华北劳工协会以外 家

机构提供 的劳工还没有调查到幸存者
,

因此
,

只

就华北劳工协会提供劳工 的手段做以分析
。

摊派
。

华北劳工协会把 日本每一次所要 的

中国劳工 的数字
,

分配到某省
、

市
、

县办事处
,

或

伪政权机关
,

这些机关再把任务分解给一些街道

或村镇
。

为完成分配的名额
,

保长们想出多种办

法去操作
,

还有伪武装配合
。

或对某人强加
“

八

路嫌疑
”
罪名硬性抓走

,

或以派夫为名
,

骗说去附

近某地
“

修飞机场
、

挖沟
、

修路
”

若干天后就 回
,

被

派去者如不愿去可 出钱 出粮 由穷苦人家或男劳

力多者家庭顶替
,

但顶替者未得到钱
、

粮
。

这些

人集合后便失去 了自由
,

如得知去 了 日本的消息

想逃跑 已不可能
。

日本人称这为
“

行政提供
” 。

抓捕
。

日军实行
“

三光
”

政策扫荡村镇

时
,

将抗 日县区村干部
、

民兵
、

普通老百姓
、

教师

或小生意者强行抓走
。

日军奉命执行抓劳工

的任务
,

包围村镇或集市将一部分青壮年驱赶到

一处集体捆绑抓走
,

日本军 队称这种抓人叫
“

猎

兔作战
” 。

打人敌 内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由

于身份暴露或被怀疑而抓走
。

不定在什么地

方
,

遇到什么人
,

以八路嫌疑为名 随意抓走
。

这

些被抓者均要经过严刑拷 打后 送进
“

济南新华

院
”

集中营或是
“

石 门南兵营
”

等
,

进行一段时间

所谓训练再押送到 日本
。

日本人称这为
“

训练提

供
” 。

俘虏
。

将战场上俘虏的国民党的正规军
、

杂

牌军
,

各地土匪 出身的抗 日游击军
,

八路军及县

区游击队员
,

被八路军多次打败的伪军
,

拟投八

路军被识破的伪武装
,

失去信任的剿共 自卫团
,

狱中
“

政治犯
”

等
,

武装押送到各地集中营进行一

段时间的所谓训练
,

再押送 日本
。

日本也称此为
“
训练提供

” 。

骗招
。

向城市无业者
、

打短工者
、

农村贫苦

人家的青壮年
,

显示优越条件
,

说是去某某工厂

做工
,

能吃饱饭
,

工资又高 或说去某某城市修建

军事工程若干天即可 回来
,

出发后家中还可得到

安家 口粮等等
。

绝不透露去 日本或东北当劳工
。

这样的做法或是伪职人员亲 自去做
,

或是顾人走

街 串村去做
,

征得被骗者 口 头 同意后
,

交给各地

劳工协会办事处看管起来
,

被骗者失去 了 自由
,

行骗的中间人得到了招募金
,

因
“

向 日本提供劳

工的契约书 中规定 每输送一名劳工
,

付给提供

劳工者 元钱
。 ”

日本人称这种手段为
“

自由征

募
” 。

实际上
“

行政提供
”

和
“

训练提供
”

过程中也

有诱骗
。

总之
,

去 日本 当劳工 的中国战俘和平 民
,

没

有 自愿去的所谓合同工
。

日本是通过两种手段
,

一是抓捕
,

一是骗招得到的
。

被抓捕者当场便失

去 自由
,

骗招者被领到某处 如县城某大院 集中

起来
,

开始失去了行动 自由
。

再 由各市
、

县 日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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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武装押送至集中营
,

这种集中营较大 的有

个 石门
、

济南
、

太原
、

北平和塘沽
。

被骗招者一般在各市县集合后
,

不经审讯直

接关进集中营
。

被抓捕者一般都要在被抓所在

市县关押审问
,

甚至严刑拷打定罪后再关进集中

营
,

明确身份的俘虏一般不再用刑审问而送进集

中营
。

受刑拷打最重者是作为八路嫌疑零散被

抓者
,

叛徒告密被抓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和区村抗

日干部
。

集中营由 日军直接领导控制
,

后期华北劳工

协会也参与管理
。

它是 日军对被抓俘的中国抗

日军民进行奴化教育
、

策反利用
、

奴役使用
、

输送

劳工的大本营
,

也是血腥镇压中国抗 日军民的人

间地狱
。

准备去 日本 当劳工 的中国人在集中营

被迫接受一段时间的所谓训练
,

少则十几天
,

多

则几个月
。

训练 内容有跑步作操
,

唱 日华亲善歌

曲
,

听关 于大东亚共存共荣 的骗人之词
,

参加各

种劳动
。

侥幸未死者分期分批编 队被 日本要劳

工的企业领走
。

编队时 日军指定被俘的国民党军政官员担

任大队长
,

大 队长再在劳工 中指定 中小 队长
、

文

书等
。

出发前造册登记
,

发放简单的衣服和棉被

或线毯
,

有 的还发给 了本人劳工证
,

随后被 日军

武装押送至出海港
。

再 由 日本条件很差 的小货

船把这些人运到 日本 国
。

当时华北劳工协会与 日本使用 中国人 的企

业签订了契约
。

这样似乎 中国战俘劳工成了 日

本企业的合同工
,

实际上当时中国人本人根本没

与 日本企业签契约
,

即是有人在契约书上按了手

印
,

也是在刺刀威逼之下 的行为
。

而华北劳工协

会根本不是中国劳工的代表
,

它也没有与劳工本

人签合 同
,

它是 日本政府的傀儡机关
,

因此那个

契约等于是 日本政府与 日本企业间签订的
,

中国

战俘劳工根本不是 日本企业的契约工
。

三
、

中国战俘劳工

遭受的终生伤害

据 年 月 日
,

日本外务省管理局 为

应付中国政府和盟军追查
,

急忙制作的《华人劳

务工作情况调查报告书 》以下简称《外务省报告

书 》记载
,

从 年 月至 年 月
,

先后有

批
、

名中国人被押运上 了去 日本的货

船
。

这些人由华北劳工协会提供 名
,

其他

个机构提供 人
。

华北劳工协会提供数为

总数的
。

出海港 口共有 个
,

其中由塘

沽
、

青岛港上船 出发者最多
,

共 人
,

占总

数的
。

其 中华北劳工协会提供

人
,

华北运输公 司提供 人
。

从大连
、

连 云港

和上 海 含 吴 淞 出港 者共有 人
,

占
。

另外
,

据 外务省报告书 》的记载
,

日本 家

企业与华北劳工协会等机构签订的提供数额
,

由

于饥饿
、

疾病和迫害
,

乘船劫运前 已死亡或逃跑

人
,

强掳 中国人拟 到 日本 的实际人数应为

人
。 ⑩

被抓到 日本的中国战俘劳工
,

分别在遍及 日

本从北 到南 的 家企业所属 的 个事业场

所
,

从事简单繁重 的重体力劳动
。

其 中矿 山业

家 处
,

人
,

主要有煤
、

铜
、

水银
、

铁
、

镍和其他矿 的采掘或冶炼
。

土木建筑业 家

处
,

巧 人
,

主要有飞机场
、

铁道港湾
、

地下

工场
、

地面工场
、

水力发电站和矿山的建设
,

还有

铁道除雪等等
。

造船业 家企业
,

分别在 处
,

人
。

装卸搬运业是 由 日本港运业会一家统

制
,

有 处码头
,

人
。

由于 日本各企业的极残酷虐待
,

中国战俘劳

工前后 共 死 亡 人
,

占被 掳 上 船 总 数 的
,

平均 个半人就有一人被夺去 了性命
。

受伤者 人
,

残废者 人。 ,

其 中失 明者

人 ⑩ 。

有压迫就有斗争
,

中国人并非忍 辱含垢之

辈
,

中华 民族有同 自己 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
。

为反饥饿争生存
,

反虐待争人权
,

反迫害争尊严
,

中国的战俘和劳工们在敌人 国土上极其恶劣残

酷的环境里
,

同极其野蛮凶残的敌人进行了各种

各样巧妙的斗争
。

调查发现
,

多数作业场都有过

规模不等的反抗斗争
。

有的发生在 日本投降前
,

有的出现在 日本投降后 有公开的
,

也有秘密的

有集体 的
,

也有个人行 动 有成 功 的
,

也有 失败

的
。

归纳起 来 有 以 下 几种 形 式 逃跑
、

怠工
、

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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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

绝食
、

破坏劳动工具或机器
、

除掉汉奸
、

集体

暴动杀死 日本监工
、

怒打监工
、

扣押警察和准备

爆炸发电所等等
。

最典型 的是发生在 年

月 日晚上的花冈暴动
。

用镐头铁锨砸死民愤

极大的 个 日本监工
,

伤 个
,

砸死汉 奸 人
。

连夜大队长带 队上 山
,

旋遭镇压
。

史称
“

花 冈暴

动
” 。

这些反抗斗争
,

并不象 日本当局认为是 中

共有组织有计划进行破坏 的
,

而是被逼 自发之

举
。

这说明中华儿女继 承 了勇于反抗异族之敌

的优良革命传统
。

日本投降后
,

中国劳工作为战胜 国国民
,

带

着一些同胞的骨灰盒于 年 一 月
,

陆续

分批乘船 回到祖国
。

在塘沽登陆后
,

持
“ 天津市

政府回国战俘管理处证明书
”

作为通行证
,

各 自

结伴乘车或步行 回到家乡
。

在天津不仅没有领

到 日本欠发的工资
,

不少人因害怕再被国民党抓

兵
,

连
“

证明书
”

都没等到领
,

早早寻路赶 回家乡
。

有人带的毛毯和穿的大衣还被沿途 国民党军 队

没收
。

不少人回家后
,

面对的是父母病重或身亡
,

或房倒屋蹋
,

妻离子散
,

或房 门紧闭妻儿在外乞

讨
,

这都是 因为 日本把他们抓走造成的家庭灾

难
。

他们被抓走后
,

家庭失去 了主要劳动力
,

为

了营救
,

卖粮卖地致使人财两空 父母想儿妻盼

夫
,

身染重病又无力治疗以致过早的含恨九泉
。

有 的人把悲痛埋在心底
,

接上党组织关系
,

重新加入革命队伍
。

有的人参加国民党军队
,

新

中国成立前又转为解放军
。

有的人在家务农因

残疾孤独一人苦度终生
。

还有的人在历次政治

运动中因被抓去 日本 的这段历史被视为汉奸或

敌特受到批斗
。

还有的原地下工作者因此段历

史
,

失去了组织关系
,

丧失了政治前程
,

并危及到

子女
。

这是 日本侵略者给中国几代人造成的又

一大灾难
,

一笔未了解的血泪债和政治精神上的

欠债
。

①《日军侵华暴行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中共石家庄市委党

史研究室 编
,

新华 出版社
,

年 月第 一 版
,

第

页
。

②《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 》〔日 〕依田熹家著
,

北京大学出版

社
,

年 月第一版
,

第 页
。

③④⑧《鹿岛花风绑架中国劳工损害赔偿要求案诉讼书 》
,

日 〕律师新美隆等写
,

年 月 日公布
,

第 一
、 、

页
。

⑤⑥⑦ 日 〕日本强掳中国人资料 —外务省报告书 》田

中宏
、

松泽哲成编
,

现代书馆
,

年 月第一版
,

第

一 页
。

⑨⑩《日军枪刺下 的中国劳工 》资料及研究丛书之三
,

何 天

义主编
,

新华出版社
,

年 月第一版
,

第 一 页
。

同 ⑤第 页
。

花冈基动 —中国“
劳工

”
在 日本的抗 日壮举 》

,

刘宝

辰编著
,

人民出版杜
,

年 月第一版
,

第 页
。

同 ⑤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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