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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向中国东北大规模移民，妄图以此种方式永久占领东

北，这也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高度关注。他们借助报刊等媒介，对日本向东北移民的情况

进行大量的追踪报道，揭露了日本移民东北的实质。日本移民东北的阴谋因而得以让国

人知晓。不仅如此，中国知识界还对日本移民东北的趋势进行分析与判断，进而得出日本

移民东北必将以失败告终的结论。与此同时，痛定思痛后的中国知识界还进行了深刻的

自我反思，并促成了“东北学”的兴起。通过观察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尤其是知识精

英对日本移民东北的关注与思考，可以看出不甘屈服的中国学人在国家危亡之际“以文救

国”的情怀，以及中国社会对日本侵占东北的坚决拒斥。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　中国知识界　日本　东北移民

近代以来，日本一直觊觎中国东北领土，并抛出所谓的“满蒙生命线论”①。作为侵略中国的重

要理论之一，早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即积极向中国东北进行试点移民。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之后，
更将向东北移民作为基本国策之一，进而推行武装移民和国策移民。日本向中国东北实施移民的

原因，表面上是为了解决本国严峻的人口问题与农村危机，但究其根本，则在于永久霸占中国东北，
最终实现其“大陆政策”。

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东北移民政策对中国东北政治、经济乃至整个东北社会均产生深

远影响。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于日本移民东北的研究呈现出广泛而深入的趋势，大有方兴未艾之

势，相关研究成果颇为丰富。② 但是，目前国内学界研究的着力点在于日本移民东北的缘起、本质

与影响等方面，鲜有关注是时中国知识界对此问题的认知情况。故而，本文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

识界对日本移民东北的关注与思考为研究对象，拟从社会心态的视角，增进对此问题的理解。需要

说明的是，本文所说的中国知识界，指当时中国社会中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可以充分阐发或运用知

识且主要从事文化学术研究的人群，包括专家学者、从教人员、新闻记者、高校学生等。囿于资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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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本文主要探讨上层知识分子以及是时报刊媒介的认知情况。事实上，这些知识精英的认知在当

时的中国知识界也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一、对日本移民东北的观察与揭露

移民侵略是资本主义列强对外侵略扩张的惯用伎俩，掠夺土地则是殖民活动开展的重要基础。

长久以来，日本视中国东北为其发展的生命线，“查日本侵略东北，六十年于兹，所谓大陆政策者无

一日不在进行之中”①。此外，日本方面还曾宣称“满蒙无论从国防、经济、思想，以及其它各方面来

说，都是皇国日本的生命线……向满蒙进行邦人农业移民，乃是帝国国策上的一个极其重要，又不

可缺的重大问题”②。日俄战后，日本即通过《朴茨茅斯条 约》将 中 国 东 北 南 部 地 区 变 为 其 势 力 范

围，并以此为契机，开始向中国东北推行移民侵略政策。不过，由于国人的抵制，加之日本移民经验

与“移民权利”③不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移民东北终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上，对于日本妄图通过移民方式侵占中国东北的野心，中国知识界早已有所察觉，故而建

议国人积极移民东北，以抵制日人的移民行动。著名学者朱偰即指出：“我国国人，对于满洲移民问

题，万不可以其边远而忽视之。”④学者彦协亦认为：“试看今日的东三省，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已达极点。所谓经济压迫，所谓文化侵略，种种不堪回首。将来再有大批的日本人移来，则东三省

的危机，更不知至于胡底……若不早早从长计算，移民实边，自家来开发东北的富源，以御抗日本殖

民政策的前进，则前途的危险，实不堪设想，幸国内有执政责者注意之。”⑤再如南开大学社会经济

研究会的调查报告所言：“近世纪末，东北已成远东问题之焦点，北俄南日，争相扩充经济势力于其

地。倘不急起直追，促进移民，则我不自谋，人将越俎，天然富源，拱手授人。不仅丧失地利，亦且危

及主权。”⑥。但令人遗憾的是，九一八事变前，无论是当权政府抑或普通民众，对于东北的关注程

度始终不足，最终给日本以可乘之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即向东北大幅移民。在此情况下，中国知识界对东北、对民族、对国家前途

命运的担忧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东北局势，并为挽救东北而奔走呼号。他们以

笔为枪，全面揭露并大加挞伐日本移民东北的险恶用心，希望能够唤醒国民大众、拯救国家危亡。

为更好地了解与掌握日本移民东北的真实情况，中国知识界重点关注了日本方面进行的舆论

鼓吹与社会动员。譬如，南京边事研究会同人即注意到满铁机关报《满洲日日新闻》所刊发的与东

北移民相关的言论，并将其摘录发表至以“研究边事、发展边疆、复兴中华”为己任的《边事研究》杂

志上。“我帝国和国民，是满洲帝国的善导者，是五族协和的中心势力，已经不能仅以像从前那样资

本或是技术等间接援助为止境，现在是自进而站在此国土保全的前线，作民族偕［协］和的柢［砥］柱
……对内地人的满洲观加以普遍的纠正使同胞对大陆的关心生动起来，以帮助国力的伸张，便是我

们的目标。”不仅如此，《边事研究》还转载了题为“劝诱其国民移殖东省”的文章，细数了“满洲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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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觉编著：《“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册，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叙言第１页。
帝国在乡军人会本部：《满洲特别移民之真相》（１９３４年３月），黑龙江省档案馆、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日

本向中国东北移民》，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２页。
傅恩龄指出：“日本在我东北，今日虽有种种权利，但除关东州之租借，及南满铁路及其附属事业之经营外，其他不过一纸

空文，难收实效。对于大量移民有直接深切关系权利之不能行使，实日人移民不振之 最 大 原 因。最 主 要 者，如 东 省 南 部 土 地 商 租
权，及内蒙东部农业及附属工业之合办经 营 权 是 也。移 民 如 欲 成 功，对 于 土 地 须 有 确 实 固 定 之 权 利，勿 待 烦 言。”参 见 傅 恩 龄 编：
《八十四年前的东北地理教本》下册，南开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１４４页。

朱偰：《满洲移民的历史和现状》，《东方杂志》第２５卷第１２号，１９２８年６月２５日，第２１页。
彦协：《日本新移民政策与中国东三省》，《东北大学周刊》第８９期，１９３０年１月８日，第５页。
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会调查：《东三省北部将来移民垦殖量之估计》，《工商半月刊》第２卷第１２号，１９３０年６月１５日，

第２３页。



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　２０２４年第２期

奖励游说队”通过安排专人进行主旨演讲、散布宣传品、组织群众观赏电影及召开座谈会等形式，鼓
动其民众向东北移民的行径。①

同时，部分知识分子也注意到，日本为移民东北所付诸的实际行动。著名学人马伯援即指出：
“‘九一八’后移民满洲，乃为其国策最重大事件。于是由拓务省派遣专门学者组织移住适地调查

班，走遍南北满洲，实地调查。同时委托专门家研究满洲农业者之经济情况，及适应于日本人的经

营方式———衣食住及其他生活样式。”②此外，还有学者对日本试图借助科技手段帮助移民者适应

东北的水土等进行了详细的报道。报道表示，日本特拨款五万四千元，用以资助大连“南满铁路卫

生局”与沈阳“满洲医科大学”展开专门研究。“满洲医科大学”内，即设置了东北农村居所的模型，
用以测验房屋的温度。③

洞悉了日本移民东北的种种行为之后，中国知识界痛心疾首，义愤填膺，纷纷声讨并揭露其实

质与野心。对于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为向东北移民，所打出的“人口过剩”与“粮食短缺”的旗

号，《“九·一八”后国难痛史》的作者陈觉指出，据１９３１年政治家年鉴的统计调查，１９３０年日本本

部的人口密度为４２３，同一时期，中国江苏的人口密度为８９６、浙江为６５７、山东为６１４，“是以中国人

口较日本为尤 密，亟 需 满 洲 以 为 救 济，日 人 竟 乃 自 谓 有 向 中 国 领 土 移 民 之 权，则 诚 属 滑 稽 之 至

矣”④。著名政治经济学家徐敦璋则表示：“日本通过其发言人一再声称自己对满蒙领土毫无侵占

的野心，表示自己在该地区的所作所为纯粹是基于经济利益需要而进行的工商扩张政策，为本国的

过剩人口寻找新的出路，为其生产的过剩商品寻找市场，为本土的工业发展寻找原材料，还要为其

众多人口寻找食物供应。然而，实际上日本的满蒙政策，甚至是整个对华政策都是依据其军事、政

治和领土野心而制定的。”⑤

此外，《今日的东北》作者千彦禾直陈道：“‘人口过剩’这是日本向东北积极移民的重要口实。
他借了这一面幌子，硬生生的说东北是他的生命线；他借了这一面幌子，硬生生的说侵占东北是他

求生存的唯一出路；他更借了这面幌子，堂堂皇皇的说他向东北积极移民是万分正当的行动。”⑥王

检在《东三省日本移民的过去和将来》一文中亦赞成上述观点：“日本的人口事实上还没有到过剩的

程度，非但没有到过剩的程度，并且没有过剩的趋势。因此，也就证明，日本的移民东三省完全是帝

国主义的一种侵略手段，它的目的在实现田中的计划：拿东三省做征服亚细亚大陆，再进而征服全

世界的根据地，以完成‘日本大帝国’的计画［划］。”⑦而 且，解 决 人 口 过 剩 的 方 法 很 多，“如 节 制 生

育，改良农业等等，都是轻而易举的”，由此可见其移民东北政策的目的实为吞并中国东北。⑧

还有学者表示，日本向东北移民，意在永霸此地。“自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日本为贯彻其侵

华政策，在‘大和民族大陆移动’的口号之下积极地实行移民东北计划；想以人口抑制东北势力，做

日本永久侵占东北的基础，冀达其二十年后，能移民百万户占东北人口十分之一的目的。”⑨就日本

而言，移民东北“尚有一种特殊意义”，即“形式上，固为过剩人口之移殖；实质上，却为领土之延长。
因为地理上是和朝鲜相连接的原故。日本在争取世界第二次大战特殊地位的梦呓上，更想造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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佚名：《满洲移民游说队，到日本各地普遍宣传，劝诱其国民移殖东省》，《边事研究》第４卷第５期，１９３６年１０月２０日，第
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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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乐土’，以狭隘的国家观念，鼓励一般国民，在最前线上为资产阶级效死。”①对此，学者百川指

出，日本向东北移民，亦有进攻苏联之意，“自然这次日帝国主义的武装保障满洲移民，大半是向社

会主义的苏联表示积极的进攻，或进一步引起日俄战争”②。
此外，著名人口思想史学者吴希庸还从人口学的角度进行论证，在他看来，人口移动有“四大方

式”：一是侵入，“为低级文化而富有强力之部落，成群侵入较高文化之国度”；二是征服，“为文化较

高民族向文化较低国度施行压力，其武器兼有强力与文化力两种”；三是拓殖，“以开辟属地为目的，
派遣本国人统治之”；四是移民，“为近代最主要之人口移动现象”。吴氏强调，称之为“移民”的特征

有三：一为近代移民是和平的人口移动；二为近代移民是自动性的人口移动；三为近代移民是开发

性的人口移动。③ 由此可见，吴希庸认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口流向中国东北的行为，并不能视

作常规的移民活动，而是赤裸裸的拓殖侵略行径。
显然，上述言论不仅昭示了日本所谓的“人口”与“粮食”问题，只是其为永久地侵占东北所打出

的幌子，同时也将中国知识界的拳拳爱国心展露无遗。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于日本无耻行径的揭

露，在一定程度上激起了广大国人共同抵御外辱的决心。但是，由于中国知识界对东北移民问题的

系统性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因而他们所发之论，在感性上的抵制多于理性上的分析，并且无法提

出切实有效的反制措施，以致丧失了关键问题的话语权。

二、对日本移民东北趋势的分析与判断

九一八事变爆发仅四月有余，日本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全境，从而为其在东北推行移民政策铺平

了道路。１９３２年１０月，关东军即制定《关于满洲移民要纲案》，明确提出日本农业移民所具有的政

治、经济、军事等四项目的。１９３６年，日本方面又提出“二十年移民百万户之计划”，声称：“二十年

后，‘满洲国’之人口达五千万，欲期健全之发展，无论如何，非以大和民族为其中坚份子不可。此项

中坚大和民族之人数，至少须有总人口之一成，否则毫无意义。移民五百万人之必要，即在于此。
占总人口一成之日 本 移 住 满 洲 后，始 能 充 分 指 导 一 切，即 就 国 防 言 之，因 日 人 既 为 中 坚，亦 可 安

心。”④面对日本的狂妄计划，中国知识界对日本移民东北的趋势进行分析与判断。需要指出的是，
先前由于知识界对此问题涉猎较少，以致其内部对日本移民东北的趋势走向存有一定的分歧，继而

引发他们对东北局势的担忧。不过，随着九一八事变后他们对相关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绝大多数

知识界人士认为日本移民东北必将以失败而告终，并总结出如下三点主要原因：
第一，东北自然地理情况的影响。东北地理的一个显著特点，即为山水相连，浑然一体。美国

著名汉学家拉铁摩尔指出，东北有三类不同的地区，一为南部辽河下游的耕地，二为西部的草原，三
为东部及北部的森林，每一个地区都有不同特征，但它们的天然界线却不十分明显。⑤ 由于地理纬

度较高，东北的冬季不仅漫长而且十分严寒。其中，又以黑龙江省最为寒冷，吉林省次之，辽宁省则

相对较暖。据傅恩龄主编的《东北地理教本》记载：

　　北部以地近寒带每年于清明节前后始解冻，阴历四月草始萌芽，然亦有时降雪，至六七月

则骤然溽暑，草木怒发，禾稼繁茂，然朝暮仍凉，深秋八月草木荒落，九月河水结冲，十月以后行

旅则有堕指裂肤之忧矣。在北纬五十一度以北，自阴历十月至翌年四月下旬，六个月间全为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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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中部地方地势高亢，无以御北方寒气，又有寒流自鄂霍次克海沿日本海而南下，本部适当

其侧，故夏季高华氏一百度之时甚少，至冬季严寒降至华氏十度以上时为期甚长……南部地方

以沈阳而言较吉黑为暖，至辽东海岸常多湿气，山岭高峻则每带云雾，大都为海中蒸气所凝结。
至若辽河流域士［土］地平坦，尤温暖宜人，统观全省夏季有华氏七十度至九十之热度，冬时降

至华氏二十度以下。①

尽管如此，日本方面却认为，东北的气候特征，并不足以影响其移民政策的全面推进。时任日

本拓务大臣的永井柳太郎曾指出：“满洲的气候，大体上看来，确乎不能积极引诱日本的移民，但我

们仍须记得，有若干区域的气候是适宜的，而且经过了可靠的测量工作后，一定还有相仿佛的区域

可以发现出来。何况在现代技术发达的环境内，一个人适应于不习惯的气候，不是什么一件志愿的

问题，而是一件技巧的问题了。”②

与之相对，中国知识界则普遍认为，东北的自然地理情况为日本移民东北无法取得成功的一大

主要因素。洪思齐在《日本大陆移民之失败与其原因》一文中说道：“东北不特纬度比日本北而且其

气候亦较为大陆性，冬季酷寒；日本之气候则较为海洋性，除黑［北］海道及本道北端高地外，为亚热

带即中国南方式气候”。因此，他认为中国东北与日本气候环境相差甚远，日本移民自然感到困难。
而且，东北各区雨量变化与植物生长周期与日本迥然不同，土地利用方法与日本农民固有习惯亦不

吻合，因此这即为日本移民东北失败 的 地 理 原 因。③ 学 者 田 文 彬 亦 指 出：“东 北 气 候 冷 峻，空 气 干

燥，与日本内地不同，故日人之移居于东北者，其疾病与死亡率，皆较日本内地为高。据关东州调

查：东三省日人患传染病者，较日本内地多至七倍以上，日本儿童在东北之死亡率较日本内地也高

至二倍。这种气候的不适合，当然影响日人之前往移殖。”④

第二，日本移民资本的短缺。九一八事变后，为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日本的军费开支大幅增加。
如是，日本的财政支出膨胀不已，且基本为军费开支所垄断。掌握了这一情况的中国知识界由此得出

了日本的经济只是表面繁荣、移民东北所需费用可能会力不从心的判断。“假如日本对满洲移民，期
有所成，必得采用极端保护政策，如此则预算培［倍］增，在满洲得长期有大量之驻军，否则，满蒙移民

徒只唱空论耳。”⑤“农事移民是最费钱的，迁移开垦及一切设备，都不是少数金钱所能办到。此等费

用，若由日本国家负担，这种钜大的永续性的负担，恐怕不是日本目下财政状况所能支持。”⑥

因此，学者龚骏指出，囿于移民资本的限制，日本方面不足以持续支援东北移民计划。在他看

来，移民到东北的日本人，按照职业划分，农民与工人很少，反而公司、银行、商店的职员，以及艺伎、
女招待、公务员、教育家、医师和交通职员人数较多。所以，他总结出四点：第一，“公司，银行商店职

员之多表示中间榨取阶级之多”；第二，“艺伎娼妓女招待之多表示植［殖］民地暴发户之多及植［殖］
民地风气的弥满［漫］”；第三，“公务员等之多表示统治阶级的现象”；第四，“交通职员之多表示经济

侵略大动脉满铁是如何的在努力榨取着”。⑦由是，日本移民东北的“景象”可见一斑。学者颉云有

言：“在日本没有立足的贫苦农民，卖去了家里的一切带着妻子儿女，想到黄金天国的东三省去。但

是借着移民公司的费用，到了东三省去了之后，依旧要终日劳动，收获之后，还租还债，所得便难于

糊口。况且土地是荒芜的，耕种既难，改换旁的生涯，早已被捷足者先得了，至多不耕田去做劳工罢

了。所以移住东三省的下层日本人的生活是极不安定的。况且出了国门，家产荡然，那［哪］里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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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故土的希望呢。因此移殖到东三省的日本人真正的农民是不多的。”①

更有学者表示，日本的倒行逆施很可能会引发其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混乱。“日本因强占东北与

施行武装移民之结 果，军 费 支 出 骤 然 增 多，致 加 重 日 本 国 内 人 民 之 负 担，使 恐 慌 之 情 形，益 趋 严

重”②。而且，“不特犹未收初步的成效，抑不能缓和解救其目下农业恐慌。反之，益促其农村危机

的深化，且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早日爆发。”③此外，还有学者强调，仅仅依靠向外移民无法从根

本上解决实际民生的问题。诚如龚骏在《各国移民研究》中所言：“移民现象是在资本主义工业对于

劳动力吸收作用失去了确实性而不能把农村上的一切过剩人口全部容纳的时候才会发生的现象，
是产业资本主义发达不均等，农业资本化及农业上各种社会关系的后退性的必然的结果。所以日

本只有勇敢的近代化，她本身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的解决这种‘相对的人口过剩问题’。”④

第三，中国人民的强烈抵制。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移民侵略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反抗，他

们纷纷自发组织各种抗日武装，与日本侵略者展开决死的斗争。学者张启贤指出：“然而从我们中

国人的立场来看，日人似乎故意地忘记了东北不是一个人烟稀少的半开化区域。这地方有三千万

的中国民族，这些人和中国内地民众有数千年共同的历史，自来具有很强的生存竞争力。日人似不

易，至少在短时间不能消灭或日化这些坚实忠真［贞］的中国人民。”⑤东北史地专家卞宗孟也表示：
“吾当从过去日本移民东北之成绩验之，吾更尝就现代日本经济关系与国民生活状态推之，绝不信

今后之东北，能有脱离我民族悠久之史的关系以去也！谓予不信，请拭目俟之！”⑥

此外，还有学者认为，“生活标准之差异”与“劳力所获之差别”⑦，以及日人“安土重迁”⑧等因

素，均会导致日本移民东北的失败。诚如学者王检所言：“大凡想移住国外的人都希望他的生活程

度向上，倘使移住生活程度较低的地方，非但感觉难堪，并且不能够和当地的人民竞争，结果必归于

失败。东三省的生活程度很低，同日本内地的生活程度相比较起来，低二倍以上，无怪内地人民不

愿移往了”⑨。学者俞省羞还注意到，日本拟用朝鲜移民进入东北，以此达到侵占东北的目的。“此

次日人对于移民政策无法进展，即拟改用鲜人移殖东北，而将日人移殖朝鲜。更有一种计画［划］，
即利用鲜人之‘游耕性’，将其已开拓之地，归日人转垦，而令鲜人另辟新地。”但是，朝鲜民众明显并

不支持此“计划”，因此他最终做出“日人移民东北之政策决难收效”的判断。�10

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当局业已总结先前移民东北失败的原因，但却始终未能从本国国

情方面加以分析，而是一味地致力于改变其所认定的外部不利条件。因此，其结局正如中国知识界所

预判的那样，无论是九一八事变前还是事变后，日本向东北移民必然遭到失败。有学者即指出，当日

本方面盛唱“满洲是黄金世界”“到满洲去”的口号之时，他们的脑海中似有一种莫大的憧憬，总以为移

民东北是解决自身人口问题的不二法门，因此必须竭力而行。不过，依据各方面的情形来看，这种移

民就前途而言并不乐观。�11 而且，就实际情况来看，移民到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多在铁路沿线各大城

市居住，充任伪国官吏，或从事于荼毒社会之事业，至于深入东北内地，从事于农工事业之移民，为数

究属极少”�12。面对移民东北的失败结局，日本也只能颇为无奈地称其为“满蒙开拓团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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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界反思与“东北学”的兴起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除了频频通过报章媒介发表他们对日本移民东北的看法外，不少研

究者还深入东北进行实地调查，从而为学界研究东北移民问题提供了坚实的依据。随着知识界对

日本移民东北研究的深入，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近代以来国人对东北的忽视，非但不利于此

地的发展建设，而且还给东西方侵略者以可乘之机。此后数年，中国知识界始终在不断反思和总结

这一方面的缺失。
近代以来，日本一直密切关注着东北，并展开了深入细致的研究。著名教育家潘仰尧即观察

到，“日本国民上自政府，下至农人，无一不知满洲，无一不羡满洲，即无时无刻不以满洲为目的物。”
并列举了日本重视东北的种种表现：

一、各学校中地理教材，以满洲占重要位置，文字之不足，加以图画，图画之不足，加以模型，教

师有所讲，讲满洲，学生有所问，问满洲，各人办公桌上，必有一满洲地图。中等商业学校，每年必派

最高年级学生赴满洲实地考察，事前有计画［划］，临事有指导，事后有报告，读其论文，观其调查书，
目光之锐利，见解之真切，令人可恨而又可畏也。二、各地方演讲会中，多以满蒙为重要资料……。
三、日本铁道局时时举行满蒙视察团，排日程，定目的，规定人数，减低旅费，务使日本人于满蒙之情

形，真知灼见，澈［彻］底了解而后已……。四、日本出版物中涉及满蒙问题者，有专刊，有巨著，有定

期刊物，内容资料，俱重事实，重调查，有精详之图表，有正确之统计，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一处，
其出版物已有二百余种，此外零星纪［记］载，与私人撰述者，更不一而足。①

反观中国，九一八事变前，国人对于东北却并未投入过多关注，乃至普遍忽视了该地区的重要地位。
而且，傅恩龄曾指出，国人在东北问题方面存在两处谬误：其一为“东北问题之人的对象”，其二为“东北问

题之物的对象”，即国人谈及东北问题，往往只与日本联系起来而忽略他国，其关注点也主要集中在东北

各大城市，对于东北边疆区县则是置若罔闻。② 具体到中国知识界，同样也只有极小一部分学者观察到

其他国家对于东北移民问题的关注与研究。冯至海即为其中代表。１９２８年，他注意到了美国对东北移

民的研究：“年来直鲁难民，分道出关，移殖东省，其现状在今日之世界中，殆无其匹……则去年以来，渐有

国际科学团体，视为最重要之移民事件，并从中日两国人口粮食问题上着眼研究其事实。如美国地理学

会、社会科学研究社等，皆以东三省为现世最要‘殖民地带’之一，用科学方法研究，以期将来于实际上有

所贡献，此其最著之例也。”对此，冯氏强调，“我不自谋，人必越俎，窃愿唤起国人注意”③。
九一八事变后，针对是时国内东北研究严重不足的现象，中国知识界无不捶胸顿足。如著名学

者冯家升《东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绩》与《日人对于我东北的研究近状》等文中对此现象多次予以痛

斥。他指出：“关于西北，吾国学者虽逐渐有系统之研究，其在东北，则向吾人过问。自乾隆钦定之

满洲源流考，盛京通志，热河通志等书出现以后，经过吉林外纪，吉林通志，黑龙江外纪，一直至今未

有多大进步。”④而日本对于中国东北的 研 究，却 是“不 论 古 今，不 论 那 一 科，无 不 有 突 飞 猛 进 的 成

绩。”有鉴于此，冯家升悲愤地表示，“返看我国事事落后，又事事颟顸，真不禁令人长叹息！”反观日

本，情况则“大为不同”：“按中日战前有‘朝鲜学’，朝鲜以灭；日俄战前有‘满鲜学’，辽省以陷；‘九一

八’以前有‘满蒙学’，四省以亡。今之日人又高唱所谓‘东亚学’了，呜呼！剑及履及，事至迫矣，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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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潘仰尧：《从辽宁到日本》，上海新声通信社出版部１９３１年版，第９９—１０１页。
傅恩龄编：《八十四年前的东北地理教本》下册，第２８７页。
冯至海译：《东三省之直鲁移民（一）》，《银行月刊》第８卷第６号，１９２８年６月，第１—２页。
冯家升：《东北史地研究之已有成绩》，《禹贡》半月刊第２卷第１０期，１９３５年１月１６日，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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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明日之东亚将为谁家之天下？愿我国人醒一醒吧！”①

再如民国四川大学学生赵石萍，他认为：“至于中国之于东北，等于藩属一样，在前，乃是抱不闻不

问主义，其实并不是不愿闻和问，乃是不敢闻，不敢问。所以在过去，东北已成了一个独立之国了。”②

学者张印堂亦指出：“日人谋我东北既如此逼切，反视我辈作主人的同胞对自己的土地有何认识，关心

是否密切呢？然而若不首先使一般国人明了东北的史地及其在政治经济上关系中国的重要，焉能振

起其恢复我东北的决心。日本的武力不足怕，所怕的是国人缺乏对东北史地的观念。”直至九一八事

变后，日本强占东北，并尝试向东北展开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国人方由迷蒙中惊醒”。③

著名学者蒋廷黻有言：“一切严重的国难都是国家和民族的试金石。我们若要知道一国人民的

知识程度，组织能力，习尚与人生观，我们最好的法子就是看这民族如何处置一个严重的国难。至

于政府及军队，更用不着说，在国难之下，其强弱优劣都自然而然的暴露出来了。九一八就是我们

民族这样的一种试金石。”④值此国家危难关头，中国知识界之所以高度关注日本移民东北问题，屡
屡呼吁国人重视东北，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他们试图以此唤起国人的民族意识，促使国人

自觉地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学者黄造雄即号召中国知识界在国难日深的紧要时刻，要有“埋头硬

干”的“新态度”，担负起“振兴我们的国家民族”的“新使命”⑤。而这也就成为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

知识界留给后人的宝贵思想遗产。
有鉴于东北危局的日益加深，被深深刺痛了的中国知识界在反思之后开始着力研究东北问题。

诚如时人所言：“近年以来，国人以国势之阽危，对于边疆问题渐渐注意，边疆问题与边疆地理之著

作，时有所见，此固因大势之所迫，而国 人 之 不 似 以 前 对 于 边 疆 问 题 之 渺 不 关 心 者，亦 可 知 矣”⑥。
有感于先前的麻木迟钝，加之日本移民东北的前车之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知识界大声疾呼，倡议

学界必须认真研究东北移民问题。著名经济学家何廉即表示：“我认为移民问题，是东北最重要危

险的问题，如果我们连这东北的人口及土地问题都不加以注意，那末恐怕连东省的空架子，也将完

全给日人拿去了。”⑦自此之后，国内学界的“东北学”研究陡然兴起，学者们从不同学科领域和不同

视角多方位研究东北问题，部分学者更是将此研究作为毕生关注的重点，故而促使“东北学”在九一

八事变后成为国内学界研究的“中央”⑧。
随着东北研究的深入，中国知识界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东北绝不可失，“东北为中国富源之宝

藏，为北方之屏藩，东北一失，中国绝难幸存。故东北之存亡，即整个中国之存亡”⑨，“东北者中国

之领土，实则乃中国之生命线也”�10。徐正学在《国人对于东北应有的认识》中写道：“宜乎日人移民

东北之再接再励［厉］，而视之为生命线也。愿吾国人须知，东北如果成为日人之‘生命线’，则同时

必致立即变为中国人之‘死命线’，万无庸疑。依此言之，吾人不欲生存则已，如欲生存，必以收回东

北为先决之条件也。”�11对此，著名学人王卓然总结道：“吾国之至今日，吾人惟有自恨，惟有自己恨

‘没出息’，于日本何怨。按之物理‘力永向抵抗力小之路线进行’，故今日中日局面，不是日本人太

强，而是中国人太弱；不是国际不帮忙，而是中国不自助；不是外患问题，而是内忧问题，此吾全国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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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家升：《日人对于我东北的研究近状》，《禹贡》半月刊第５卷第６期，１９３６年５月１６日，第６页。
赵石萍讲演，张国棻笔记：《九一八前后之东北》，《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１卷第４期，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１０日，第８页。
张印堂：《国人对东北史地应有的认识》，《华年》第５卷第３、４期合刊，１９３６年２月１日，第４４页。
蒋廷黻：《九一八———两年以后》，《独立评论》第６８号，１９３３年９月１７日，第２页。
黄造雄：《民族复兴声中全国学者应有的新态度与新使命》，《新人》第１卷第３２期，１９３５年４月２１日，第６４７页。
嵩华：《研究边疆问题应有之认识》，《图书展望》第２卷第８期，１９３７年６月１０日，第５页。
何廉博士讲演，陆诒速记：《东北移民问题》，《机联会刊》第４７期，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日，第８页。
董学升：《从边陲到“中央”：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知识界对东北的认知流变》，《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第６４页。
陈觉编著：《“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册，叙言第２页。
陈觉编著：《“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下册，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６５０页。
徐正学编：《国人对于东北应有的认识》，南京东北研究社１９３４年版，第１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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胞所应明白认识者也。有此认识，而后可以读国难痛史，而后我国始有再生之望。”①

需要指出的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方面为了永久占领中国东北，除大肆向东北移民外，还大力

鼓吹“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言论，妄图混淆国际视听。针对此种情况，中国知识界以“学术

戍边”思想为指导，著书立说，从而为争取东北贡献了智慧。如傅斯年在九一八事变后心急如焚，故
而联合其他学者撰写《东北史纲》②一书，用以证明东北自古即为中国领土。书中指出：“史学家如

不能名白以黑，指鹿为马，则亦不能谓东北在历史上不是中国矣！”③；蒋廷黻于１９３２年写成《最近

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一文，在学界引起巨大反响；著名报人王芸生在事变后广泛搜集和誊写史料，于

１９３４年完成七卷本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该书后成为中日关系史的权威著作；傅恩龄受南开

大学校长张伯苓之命，编纂数十万字的《东北地理教本》；陈觉呕心沥血，编著《“九·一八”后国难痛

史》等。上述论著皆成为九一八事变后学界东北研究的代表性著作。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界还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诸如东北问题研究社等多个专事东北研究的学术

团体。《申报》《大公报》《益世报》《中央日报》以及《禹贡》《殖边》《独立评论》《边事研究》等报刊亦大

量刊载了学者们有关东北研究的最新成果与评论文章。可以说，是时中国知识界对于东北研究的

领域之广，涉及内容之丰富，为九一八事变前所未有。

１９３２年１月，应南京国民政府的吁请，国际联盟成立了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调查团，分赴中日

两国进行实地调查。值此之际，中国东北各界、关内团体与民众纷纷向调查团呈文，来件数量可谓

巨大。国人此举，意在表达对于九一八事变真相、伪满洲国以及中日冲突的看法。如来自东北的教

育界人士即表示：“日本压迫东北民众，无处申冤。幸有国联调查团组织来亚调查，正是中日纠纷，
是谁理曲［屈］，得以充分表现国联面前……现在，东北三千万民众除甘心做亡国奴外，大多数均有

组织救国团啦、讨满团啦、抗日救东北团啦等团体。如国联无相当办法，此种团体当拼以死命和日

本作永久的周旋，决不能甘心做‘满州［洲］国’民，仅此奉闻。”④

再如浙江省杭县教育会来电称：“夫东北为中国之领土，东北人民为中国之国民，东北之与中国

有数千年之历史，在此种日人一手制造之伪组织，无论其内容若何，主持者为谁某，中华全国国民一

息尚存，誓不承认！”⑤此外，顾维钧、孟治与徐道邻等知识精英还用英文、德文进行著述，向国际联

盟力陈东北主权属于中国。由此可见，基于自身之研究专长，以有裨于国难，是当时多数中国知识

界人士依循的路径。由此，亦充分彰显了国难之际中国学人的使命与担当。
九一八事变前，“中华民族”概念虽已流传，但其认同符号的功用显然未能充分体现，概念层次

上的“同”远大于“异”。九一八事变后，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对于东北的态度着实较为“冷漠”，普通民

众对于东北的关注程度亦是参差不齐⑥，但中国知识界却能始终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研究东北史

地，坚持文化抗战，用实际行动戳穿日本移民东北的种种谎言，以此刺激国人，警醒民众。由此，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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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觉编著：《“九·一八”后国难痛史》上册，序第１页。
在《东北史纲》的卷首引语中，傅斯年等学者明确表示撰写此书的两大动机：其 一，“然 而 前 途 之 斗 争 无 限，知 识 之 需 要 实

殷，持东北以问国人，每多不知其蕴，岂仅斯文之寡陋，亦大有系于国事者焉。吾等明知东北史事所关系于现局者远不逮经济政治
之什一，然吾等皆仅有兴会于史学之人，亦但求尽其所能而已。己所不能，人其舍 诸？此 吾 等 写 此 编 之 第 一 动 机 也。”其 二，“就 此
二三千年之历史看，东北之为中国，与江苏或福建之为中国又无二致也。今不得已辨此本 用 不 着 辨 者，此 吾 等 写 此 编 之 第 二 动 机
也。”参见傅斯年《东北史纲》，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１７年版，卷首引语第２—３页。

傅斯年：《东北史纲》，卷首引语第４页。
《中国教育界来信》，张生主编，郭昭昭、孙洪军、唐杨编：《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关外团体与民众呈文》上册，南京大学

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３７３—３７４页。
《浙江省杭县教育会来电》，张生主编，孙洪军、郭昭昭、郝宝平编：《李顿调查团档案文献集·关内团体与民众呈文》，南京

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１４７页。
《边事研究》发刊词曾批评道：“中国近百年来历史，几乎没有一页不是伤心 的 记 录，自 从 逊 清 道 咸 同 光 年 间 一 直 到 现 在，

已经闹了好几十年，要招亡国大祸的话，但是中国人尽管是口里嚷着，实际上却依然漫不 经 心，至 多 不 过 是 一 时 的 兴 奋，五 分 钟 热
忱，正因为人们习惯了这种呼声，所以大家一 天 一 天 胆 大 起 来，以 为 直 到 今 天 还 没 有 亡 国，可 见 所 谓 亡 国 是 不 足 惧 的。然 而 国 人
哟！这是你没有看清楚中国当前的情势，我们抬起头来向各边地看看，敌人的侵略是如何，事实上的表现，是最有力的证据。”参见
佚名：《发刊词》，《边事研究》创刊号，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日，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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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了中国知识界民族觉醒的广泛性与自觉性。正如傅斯年所言：“‘九一八’是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

的国难，也正是近百年中东亚史上最大的一个转关……我们生在其中，自然有些主观的情感，我们

以这一年的经历，免不了有些事实的认识，我们纵观近代史，瞻前顾后，免不了有些思虑。假如中国

人不是猪狗一流的品质，这时候真该表示一下子国民的人格，假如世界史不是开倒车的，倭人早晚

总得到他的惩罚。所以今天若把事情浅看出来，我们正是无限的悲观，至于绝望；若深看出来，不特

用不着悲观，且中国民族之复兴正系于此。”①

四、结语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矛盾成为是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知识界基于抗战爱国意识，聚焦

于日本移民东北问题，撰写了大量细致入微且不乏真知灼见的报道评述，并以此为契机，着手进行

东北研究。他们强烈的爱国心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参与意识，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时

代意识的觉醒。对此，有学者指出：“故中日交涉，当以九一八最宜省察，最宜自觉，最宜团结，不省

察，不自觉，不团结，则中国自破屏藩，东亚自毁长城，仅仅满洲之独立，满洲之不为中国所有，皆无

远大之目光，乌足与语国际大事者哉。”②

多数学者顺应时代潮流，将自身学术研究与国家民族的兴亡紧密结合起来，由此促成了“东北学”
的兴起。他们一方面强烈批判日本移民东北的侵略行径，另一方面呼吁政府奋起反抗，积极收复失

地。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侵略行为刺痛了中国知识界，使他们陷入深深的民族忧患意识中，
继而激起了他们强烈的爱国热忱。诚如学者胡鸣龙所言：“东三省三百数十万方里之土地，为我烈

［列］祖烈［列］宗积数十百世的艰难缔造所得，吾人始终认为中国领土之一部，我国人民应享有来往移

住之自由。暴日以武力挟持东北傀儡，而今复以毒辣之手段，禁止我农工出关。东北与内地之连属关

系，已至千钧一发之时。吾人誓必据死力争，以保持我民族生存的唯一生命线。”③

尽管中国知识界的所言所行没有改变南京国民政府对东北的最终决策，但他们发出的声声呐

喊，在帮助国人识破日本吞并中国的意图以及增强全民族抗战决心、凝聚抗日共识、提振民族精神

等方面，则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便有表示：“九一八后，国民痛感亡国之可危

……吾侪厕身报界，激刺尤重，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

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④有鉴于此，张氏提议在《大公报》上开辟一个专栏，“每日刊

载一段中日关系的史料，以为警醒国人之助”⑤。
在拳拳爱国之心的驱使下，中国知识界不断奔走呼号，希冀“以文救国”，逐渐唤醒中华民族，逐

步改造中华民族，继而完成救亡图存的大业。“走向抗战”因而也就成为他们的必然选择。不仅如

此，中国知识界的这种探索精神与爱国热忱，还推动了近代中国边疆研究的深入。此后，“东北学”
逐渐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中心问题，中国边疆研究迎来第二次高潮。

〔董学升　历史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明亮）

１６

①
②
③
④
⑤

孟真：《“九一八”一年了！》，《独立评论》第１８号，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８日，第２页。
忏：《“九一八”东亚民族团结运动之意义》，《新中国》第２卷第９、１０期合刊，１９３９年１１月１０日，第３６页。
胡鸣龙：《东北移民的末路》，《新亚细亚》第９卷第４期，１９３５年４月１日，第５９页。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１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版，张序第１３—１４页。
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１卷，修订导言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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