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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关于日本在中国东北移民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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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形式多种多样，移民侵略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东北移民研
究已经相当成熟。近十年来在关于日本移民政策、移民数量、遗孤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但也需要在
某些方面进一步加强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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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移民是在其

强大的军事侵略背景下形成的。这种移民具有

很强的侵略色彩，给中国东北的人民造成了巨

大的物质和精神损害。研究日本在东北的移

民，有助于今天的人们反思这段灰色的历史，明

白今天的和平多么来之不易。
从爱好和平和日本侵华的角度出发，中日

关系史一直是中国及世界爱好和平的学者们研

究的重中之重。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

中日关系进行多方位的阐释。而日本在东北移

民问题也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学者们对

它的关注度始终未减。2004 年，马玉良先生发

表了《近年来对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问题的研

究综述》，对 2004 年之前的日本移民中国东北

的著作进行全面的分析比较。本文意在前人研

究的基础上，对 2004 年以后学者们对日本在东

北移民问题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

一、综合性研究

学者们对移民问题的研究，往往不是单独

列出来的。日本在东北移民的同时，还有其他

的许多侵略措施，这些措施不能人为割裂。因

此许多学者在论述其他问题时，往往会涉及日

本在东北的移民问题。2004 年以来，这种文章

和著作主要有: 李淑娟的《日伪统治下的东北

农村( 1931 － 1945) 》，著作分导论和正文四章，

系统阐述东北村屯组织结构、土地产权结构的

演变、农业生产、农民负担。四个部分与日本移

民有关，日本开拓团对东北民屯组织的破坏，日

本移民对东北土地的掠夺。［1］其中收录关国磊

的《略谈俄日在大连地区的移民》，文章主要论

述日俄分别在占领大连期间对大连移民，其中

涉及日 本 的 渔 业 移 民、满 铁 移 民、爱 川 村 移

民。［2］井晓光、武振凯、张瑞强主编的《“九·一

八”研究》( 总 7 辑) ，大连市近代史研究所旅顺

日俄监狱旧址博物馆编的《大连近代史》( 第 4
卷) ，收录关于日本在东北移民问题文章 4 篇。
其中，王钰的《论“九·一八”事变前日本通过

租权移民政策的失败》，主要论述商租权与日

本移民的关系，东北人民对商租权的抵制。吴

利薇的《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日本对中国移民侵

略问题资料介绍》，主要介绍日本拓务省、伪满

洲国立开拓研究所、满洲移住协会、南满洲铁道

株式会社、满洲拓殖株式会社资料等资料。孟

月明的《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朝鲜移民的



政策研究》，主要讨论日本对中国东北移民与

对朝鲜移民的关系，侧重日本对朝鲜的移民研

究。但是作者强调日本在朝鲜的移民是对中国

东北移民政策的一部分。关雯心、白宇的《大

遣返百万日侨日俘情系再生之地葫芦岛》，主

要论述如何遣返在葫芦岛滞留的日本移民和关

押的战俘，详细列举遣返的规划、过程、人数等。
王玲菱的《日侨日俘大遣返综述》以时间为轴

线，分门别类论述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苏
联等对日本移民和战俘的遣返。宋赫男的硕士

毕业论文《日本对齐齐哈尔地区的移民活动》，

文章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讨论日本移民

齐齐哈尔的原因，第二部分主要研究在日本在

齐齐哈尔设立的移民机构、移民居住点的选址、
移民类型、北学田开拓团的调查，第三部分主要

研究日本在齐齐哈尔的移民给齐齐哈尔本地居

民造成的危害和对日本移民的伤害。［3］王丽娟

的硕 士 毕 业 论 文《中 国 东 北 的 外 国 移 民:

1911 － 1949 年》从外国移民中国东北的背景出

发，阐述中国东北的地理位置与自然资源，日本

在华的扩张，俄国 ( 苏联) 对华政策及中朝关

系; 论述在日本移民政策的指引下日本、朝鲜、
俄国在东北的移民; 这些移民对东北地区经济

开发的贡献与掠夺，对东北本土文化的破坏与

重塑。［4］马伟的《关于日本伪满移民的两个问

题》主要考察 1932 年至 1943 年日本向东北移

民的具体数字，还有“勤劳奉仕队”、青少年移

民开拓团及伪满勤劳奉仕队之间的关系。［5］张

淑贤、高乐才的《论日本对中国东北初期农业

移民》主要论述日本内部人士，为长期占领东

北进行的不同论述。从分歧走向思想统一，并

由满铁“附属地”移民、“除队兵”移民、“实验”
移民付诸实施，并对初期移民失败的原因进行

总结。［6］

二、日本移民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是日本移民的基础性问题。如果

没有土地，移民将无立足之地。所以日本侵略

者，从基层到高官都十分重视土地问题。对日

本在东北的土地掠夺方式，面积及由土地问题

伴随产生的一系列附属问题的研究。将使我们

更容易还原和理解日本移民对中国东北的危

害。2004 年后，学者们对日本在东北移民土地

问题的论述主要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掠夺方式。不同时期，日本侵略者所

采取的掠夺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杜香芹认为

“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侵略者掠夺东北土

地，主要方式有“商租”“利用中国当局司法漏

洞占地”“与地方官员勾结占地”等。其中，“商

租”就是日本人，借助不平等条约，以建厂房等

为借口，在东北侵占土地。［7］“利用中国当局司

法漏洞占地”就是日本占领中国农民土地之

后，利用司法手续不全，进而实际占有土地。
“与地方官员勾结占地”就是贿赂地方官员，进

而借助地方官吏之手获得土地。［8］

第二，耕作土地者的阶级关系。日本移民

进入东北之后对东北的冲击巨大，日本掠夺东

北土地，致使东北土地所有权发生改变。郭晓

悦在考察伪满时期东北农村土地关系与阶级关

系后认为，在日本移民的冲击之下，东北的土地

发生了巨大变化。土地所有权变为佃农和雇

农，日本当局为了应付战争，不断强化对东北人

民的盘剥。［9］

第三，对日本移民占领土地的处理。抗日

战争后期，我党在苏联的支持下，大量进入东

北。在东北日本占领的地区随之光复，日本移

民占领的土地问题也随之摆在我党面前。高乐

才、王友兴认为，日本移民所使用的土地，如

“开拓地”“满拓地”等在分配时，由于人们的不

同立场出现很大的分歧。主要表现在日伪时期

的汉奸想要继承日本的土地，原有土地所有者

希望收回土地，雇农和佃农希望继续耕种这些

土地。我党在调查的基础上对将日本移民所使

用的 土 地 化 为 敌 产，承 诺 分 给 少 地 没 地 的

农民。［10］

三、日本移民在东北的机构和政策

政策和机构历来是人们的关注点，研究日

本制定的移民政策与机构，有助于我们全面的

考察这段历史。
第一，对移民机构的考察。施玉森先生在

查阅各方面的资料，于 2004 年出版《日本侵略

中国东北与伪满傀儡政府机构》一书。他对伪

满傀儡政府机构进行全面的考察，其中在其著

作的第三章第三部分对日本移民组织机构进行

细致的论述，在移民过程当中移民机构对过程

监管和移民对土地的掠夺进行分析。［11］

第二，对整体移民政策和对待移民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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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研究。高承龙的博士学位论文《伪满洲国

民族政策研究》，在第二章日本民族的特殊化

政策中讨论日本移民在东北的政治、经济等方

面。［12］马伟的《东宫铁男与关东军“北满”移民

政策探析》主要对东宫铁男生平开始探讨。东

宫铁男是从基层慢慢提升的日本军事官，这使

得他在制定移民政策时很具有针对性，他制定

的政策给东北人民带来极大的损害。［13］齐春风

的《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政策评析》主要从政

策层面总体对日本向东北移民进行考察。从移

民政策的提出、实施、目的、危害等进行了详实

的考证，揭示出日本向东北的移民只是日本侵

略中国政策的一部分，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全面

占领东北，使东北成为第二个日本。［14］

四、日本移民东北时期的文化、宗教

与教育

文化与宗教侵略是日本移民政策的一部

分，随着大量的日本移民涌入东北。他们的文

化与宗教信仰也随之进入东北。这种看不见的

入侵既麻痹日本移民又腐蚀着东北人民的抗日

决心。教育更是日本当局为强化对移民的控

制，实现长久的占领意图必不可少的政策。教

育不仅加强思想教育，灌输殖民思想，还培养新

的侵略者。2004 年以来，这方面的研究主要集

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神道教在东北的发展。神道教是日

本的本土宗教，其源于日本的原始宗教，主要崇

拜山、川、河等自然界中的事物，认为万物皆有

神灵。宫晓丽的硕士毕业论文《近代日本神道

教在东北的建立与扩张( 1905 － 1945 ) 》主要论

述日本在东北军事的扩张，伴随着军人、移民的

大量进入东北，他们随之带入自己的本土文化，

神道教在东北有日本人居住的地方随之建立起

来。神道教对东北本土文化带来巨大的冲击。
为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提供精神的支持。［15］

第二，日本移民的教育。日本自从明治维

新以来，对教育非常重视。教育几乎成为日本

崛起的基石，所以日本当局对日本在东北的移

民教育也非常的重视。彭晓江认为，日本在东

北移民的教育应当分为日本移民居住的关东州

的初等文化教育和满铁附属地的初等文化教育

及日本占领东北时期的初等教育三部分。关东

州教育主要指关东地区日本移民教育。满铁附

属地教育主要指以满铁为中心，附属满铁的区

域内教育。日本占领东北时期教育指日本占领

东北时期推行的教育方针等。［16］刘秀荣主要考

察移民教育方针、教育机构、教育内容、实质等

方面，得出日本对移民子女的教育灌输的是殖

民主义思想，最终目的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
王旭、薛俊生主要考察日本移民教育的实质，他

们从满铁附属地内日本移民的教育情况、学校

的类别、就读人数、教育方针都进行考察，最后

得出这种教育是为侵略中国培养“顺民”“奴

才”“帮凶”的结论。［17］

五、日本东北移民中的“大陆新娘”和

青少年

日本为实现移民政策的稳定，制定实行

“大陆新娘”和青少年移民政策。“大陆新娘”
政策就是要选年轻的女性，作为移民的首选。
目的是弥补东北移民中配偶不足和男女比例失

调。青少年移民就是从小孩子入手，将他们带

到东北这样的陌生环境。因为小孩子具有很强

的适应性，从而更好的在东北扎根。2004 年来

在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大陆新娘”的政策研究。“大陆新

娘”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特殊的历史时期

移入东北，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张洁、孟月明

认为，“大陆新娘”政策的实行主要有三点原

因: 其一，在东北移民男女比例失调。日本在东

北初期的移民主要是军队转业就地安置，使得

男性明显多于女性，形成移民区域的不稳定因

素。其二，为占领东北长期考虑，把妇女作为繁

衍新生代侵略者的工具。妇女数量的增加，一

定程度决定移民生育率的高低，影响日本移民

人数的规模。［18］同时，他们还讨论“大陆新娘”
功能与命运，认为其功能是安定移民秩序，增加

移民数量，扩大移民规模; 其命运从一开始就是

悲剧性的，很多人虽然并没有非常恶劣的侵略

思想，只是想普普通通的做一个农民。但是她

们确实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帮凶，注定其悲剧色

彩。［19］

第二，日本东北移民中的青少年。前面已

述，因为青少年所具有的特性，日本当局不断扩

大移民中的青少年比例。包兰英在考察满蒙开

拓青少年义勇军后认为，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

军本身不具备侵略性，他们只是普通的日本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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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但是这些孩子从应征进入移民体系开始，

他们就开始自己的殖民生涯。他们经过严格的

训练，最终大部分成为冷血的侵略者。［20］高乐

才考察日本“满蒙”青少年移民训练所，并对其

功能进行评述。他认为日本“满蒙”青少年移

民训练所就是殖民侵略机构，其主要目的就是

培养合格的侵略者。［21］

六、遣返与遗孤问题

日本战败，大量的战俘与移民遣返回家。
为很好的解决遣返问题，中苏美等相关国家多

次举行会谈讨论此问题。遣返持续三年之久，

而遗孤问题到今天还是存在于东北人民的日常

生活。遗孤问题也是日本移民东北的重要组成

部分，更是学者讨论的重点。2004 年以后，学

者们主要关注以下几点:

第一，日本移民的遣返。移民的遣返是当

时东北解放之后面临的重要问题，直接影响到

中日两国普通人民的切身利益。苏军在考察日

本移民的遣返问题后认为，日本移民当时的遣

返，是中国共产党、国民党，苏联，美国四方面相

互协商的结果。因为日本遣返人数庞大，涉及

面广，所以国际合作成为遣返的先决条件。［22］

第二，遗孤及相关问题的社会调查。近年

来学者们通过田野调查与史料相结合，不断阐

述遗孤问题。官亚新、张志坤调查遗孤问题后

认为，遗孤是日本移民无奈的选择。遗孤大量

存在于东北，除了日本在东北大量的移民原因

外，还有日本政策的失误。抗日战争后期，日本

节节战败，日本政府为了减轻战争负担，大量屠

杀东北的日本移民，造成日本很多惨案。但是

由于许多日本的孩子年幼，所以幸运的存活下

来，并被中国当地许多农民收养。中日邦交正

常化之后，遗孤开始寻亲与返乡。［23］同时，他们

还统计日本遗孤养父母的分布地区，并对其社

会生存状况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24］

第三，遗孤称谓的考察。遗孤称谓的形成

经历多年的变迁与选择。潘德昌在查阅中国近

年来的报纸等新闻媒介，考察不同时期日本遗

孤的不同称谓及变化。最终却定为这个名称是

因为“日本遗孤”包含着他们父母的意愿，既是

他们的父母非常渴望回到自己的祖国，但是大

部分都是埋骨异乡。所以“遗孤”就是告诫自

己的后辈们不要忘记这段苦难的历史。［25］

七、其他问题的论述

除了上述几个大的部分外，笔者认为，还有

很多的问题需要提及，但是不做归类处理。现

将其以下列举:

第一，北部移民状况与经济社会结构。日

本移民在东北形成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由于

他们处于中国人民的包围之下，所以其生存状

况与社会机构具有很明显的特殊性。孙雪雨在

考察日本在东北的移民之后，认为日本移民最

初是农业移民，但是随着利益需要，他们不断转

移到其他领域。移民的迁入，客观上需要改善

当地的交通及其基础设施。但是这种改变，是

建立在牺牲中国人民利益的基础之上。［26］

第二，日本在东北移民的理论考察。对日

本移民的理论考察，是学术界的新问题。拜根

兴、马伟对日本在东北的移民进行考察后认为，

日本在东北的移民具有很强的军事色彩，运用

的就是军事组织形式。日本在东北的移民运用

了“中心”与“外缘”理论、“同心圆”理论和反

向移民系统理论。［27］

第三，东北人民对日本移民的武装斗争。
反抗日本移民的斗争一直伴随日本移民整个过

程。孟月明在考察日本在东北的移民之后，认

为反抗日本移民的力量主要有三种，即当地的

农民、义勇军和抗联。这些力量一直与日本移

民进行反复的斗争，为东北的解放作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28］

八、对 2004 年以来日本移民东北研

究的反思

2004 年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日本

移民东北进行细致严密的研究。这使得我们更

进一步认识和了解日本移民在中国东北究竟是

怎样的历史事件。这是中国的耻辱，它就像警

钟一样提醒着我们，曾经遭遇怎样严峻的亡国

灭种之危。纵观这些研究，笔者认为，还应在以

下几个方面进行加强:

第一，重视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历史研究，

无论何时必须要以史料为出发点，没有史料，历

史研究无从谈起。虽然我们已经整理出版很多

的档案、文书等，但是在中国、日本乃至美国等

相关国家，这方面未整理的史料仍然是存在。
第二，重视国际研究。世界很多地方对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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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东北移民的研究并不比国内弱，诸如美国、
韩国、日本等。他们运用自己的视角和史料对

其进行分析研究，所以我们不应关起门来搞学

问，应该走出去，多学习多思考。这样我们在日

本在东北移民的研究将会走得更远。
第三，强化系统性研究。系统性研究对所

有科目都非常重要，只有形成系统，这样研究才

会持续健康的发展。系统性研究不仅指对史料

的整理与研究，还要从理论、态度等方面进行全

方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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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Ｒeview on Japanese Immigration to Northeast China in This Decade
SHEN Jian-gang

Abstract: Since modern times，Japan has tried to conquer China in various ways where im-
migration was one of them． Though the research upon this topic is rich and mature，such as im-
migration policy，number of immigrants，and Japanese war orphans，more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be d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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