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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主革命时期中国朝鲜族社会理想的历史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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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朝鲜族迁入到我国东北地区之后 ,在谋求生存和反抗强权的斗争中 ,其社会理想发生了历史的演变 :在

迁入初期他们是以谋求“生存”为理想 ;1910 年朝鲜亡国后 ,朝鲜族形成了“复国”和“民族自治”的社会理想 ;俄国十

月革命爆发后 ,朝鲜族早期共产主义者提出了“新社会”的社会理想 ;1930 年 ,朝鲜族早期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

党 ,使朝鲜族逐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理想。朝鲜族社会理想的演进 ,体现了朝鲜族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 ,朝

鲜族在实现社会理想过程中 ,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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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理想是指人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 ,这种设

想包括对未来社会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科学文化

制度以及社会面貌等的预见和设想。在社会理想之

中 ,处于核心地位的是社会制度理想。中国朝鲜族

的社会理想有一个历史演进的过程 :在迁入初期是

以“生存”理想为主 ;朝鲜亡国后朝鲜族提出了“复

国”、“自治”的理想 ;俄国“十月革命”后提出了“新社

会”理想 ;1930 年朝鲜族早期共产主义者以个人身

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 ,朝鲜族逐步把实现社会主义

和共产主义作为远大的社会理想。

一、中国朝鲜族迁入初期的“生存”社会理想

中国朝鲜族的迁移史是一部悲壮的苦泪史、求

生史。在《吉林地志》中 ,记载了朝鲜移民迁入延边

的悲惨状况 :“同治初 ,朝鲜曾大饥 ,野殍狼藉 ,饥民

挈眷 ,逃至江右 (今龙井、图们、珲春等县市) ⋯⋯伤

惨已甚”。当地满汉族人民目睹饥民越江惨状 ,“愤

然不肯举发”于官衙 ,便收容他们 ,并帮助借垫牛、

粮、种子和住房等。[1 ] 朝鲜族移民这种悲惨的状况 ,

决定了朝鲜族在迁入初期普遍地把解决“生存需要”

作为社会愿望。在清政府“移民实边”政策下 ,朝鲜

族开始了艰难的“移民”和“求生”之路。

首先 ,朝鲜族移民在“专垦区”内发展生产 ,解决

生存需要。1883 年清政府把和龙峪、西步江和光需

峪通商局卡变成兼办越垦事务 ,来管理越江朝鲜移

民。1892 年清政府在局子街招垦局的基础上 ,在珲

春、东五道沟和黑顶子地区再设招垦局。“招垦局”

的设立 ,实际上是允许了朝鲜移民耕种土地 ,虽然清

政府规定不给越江民以土地主权 ,只许朝鲜移民做

租佃佣工 ,但当时延边是开垦初期 ,人烟稀少 ,到处

都是可垦荒的土地 ,从而有利于解决朝鲜移民耕作

土地的需要。有地可耕又进一步促使了朝鲜移民的

大量涌入 ,在我国东北边疆一带逐渐形成了朝鲜族

的聚居村落 ,其中延边是最大的聚居区。

其次 ,朝鲜族移民接受“领照纳租”成为中国公

民。面对不断涌入的朝鲜移民 ,清政府开始是逮捕、

刷还 ,然后是设立专垦区 ,准许朝鲜移民耕作土地。

到了 1881 年 ,吉林将军铭安向朝廷提出以领照纳租

的形式来统治朝鲜移民。到了 1890 年 ,吉林将军长

顺明确提出“韩民愿去者 ,听其自便 ;愿留者 ,剃发易

服 ,与华人一律编籍为氓 ,垦地按年纳租”。[2 ]“领照

纳租”、“编籍为氓”虽然是以“剃发易服”为苛刻条

件 ,但还是吸引了大量朝鲜移民以缴纳资金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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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中国公民 ,使朝鲜移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 ,实现

了在清政府统治下满足“生存”的需要。当然 ,还有

大量的朝鲜族移民由于没有资金或者不愿意“剃发

易服”而没有入籍 ,他们沦为了满族旗人或汉族地主

的佃农或雇工。

再次 ,朝鲜族移民接受了清政府的行政管理。

面对大量涌入的朝鲜移民 ,清政府从 1889 年到

1894 年 ,在清丈了朝鲜移民开垦土地的基础上 ,在

延边设立了镇远堡、宁远堡、绥远堡、安远堡 ,这四堡

包括 39 个社、124 个甲和 415 个牌 ,清政府把朝鲜

移民全部编入到这些行政组织中。清政府还采取

“以韩治韩”的方针 ,用业已归化的朝鲜移民来做“乡

约”,这样就使朝鲜移民社会相对稳定了下来 ,朝鲜

族移民越江而来所产生的“生存”理想基本实现。而

“以韩治韩”的“乡约”制 ,使得朝鲜族得以亲手处理

朝鲜族专垦区的大部分事务 ,从而有利于朝鲜族移

民的稳定和团结。

朝鲜族移民在实现“生存”理想的过程中 ,必然

会和封建地主阶级产生矛盾和摩擦 ,朝鲜族移民在

迁入初期被迫开展了自发性的反封建斗争。他们抗

拒“剃发易服”政策 ,宁可沦为佃农和雇工 ;他们反抗

着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 ,自发地进行抗租斗争与地

主周旋 ;他们还开展了反对官府和乡约、牌头的斗

争 ,拒缴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朝鲜族这种自发

性的反封建斗争 ,打击了封建统治者的嚣张气焰 ,初

显了朝鲜族反抗强权的革命意志。但从斗争的规模

和成果来看这只是微弱的反抗 ,不能达到推翻封建

统治阶级的目的。为了凝聚朝鲜族移民的力量 ,朝

鲜族聚居区产生了自发性的群众团体 ,1910 年朝鲜

亡国后 ,东北朝鲜族聚居区又出现了资产阶级民族

主义团体 ,他们代表东北朝鲜族移民提出了“复国”

和“民族自治”的社会理想。

二、中国朝鲜族的“复国”愿望与“民族自治”社

会理想

日本帝国主义染指朝鲜半岛 ,激起了朝鲜民族

强烈的反日意识。在东北朝鲜族聚居区首先举起

“反日”旗帜的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团体 ,有代表性

的如东满的间岛国民会 ( 1912 年) 、垦民会 ( 1913

年) 、青年亲睦会 ( 1914 年) ;南满的耕学社 ( 1910

年) 、扶民团 (1912 年) 、新兴学友团 (1913 年) 。此

外 ,还有保约社、农务契、乡约团和炮手团等反日秘

密组织。这些组织纷纷提出“复国”的社会理想 ,耕

学社在《趣旨书》中就提出 :“呜呼 ! 可爱哉韩国 ,可

哀哉韩民”,历数三千里江山 ,动植矿产丰饶 ,是“吾

父吾祖之脑血所流 ,吾子吾孙之命脉攸系”,吾将“炼

胆气淬精神 ,何惧危险之当着”,必将“时机一到 ,事

业而全”。[3 ]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团体为了完成“复国”的理

想 ,把反日教育和筹建武装作为重要工作。朝鲜族

教育史上赫赫有名的瑞甸书塾、明东书塾、龙井大成

学校等 ,都是反日民族志士所筹建的 ,反日民族教育

是这些学校的教学宗旨。进入 20 世纪 20 年代 ,朝

鲜族反日民族主义团体汲取了“三 ·一三”运动的教

训 ,积极开展对日武装斗争 ,他们组织部队以越境偷

袭的方式 ,越过鸭绿江突袭日本守备队 ,取得了可喜

战果。然而 ,1920 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对于延边

一带的“庚申年大讨伐”,民族主义团体虽然积极组

织武装应战 ,取得了“凤梧洞战斗”和“青山里战役”

的胜利 ,但终因寡不敌众 ,革命武装被迫撤往俄国沿

海洲。从此 ,民族主义团体的反日行动日渐衰弱。

朝鲜族民族主义团体的“复国”理想 ,在实践中

不断地触及到朝鲜族移民生存在中国的现实 ,如何

能在中国政府统治下实现朝鲜族的自治 ,成为朝鲜

族维护自身权益的现实需要。朝鲜族的民族自治运

动最早是由“垦民会”发起的 ,“垦民会”的理想是希

望朝鲜族“不是在民国政府隶属下作有民族之差别

的越江民 ,而是作为中华民国的公民 ,实行合法的朝

鲜族自治”。[4 ] 然而 ,1914 年 3 月“垦民会”被“东南

路观察使署”撤销 ,“垦民会”自治运动失败。

20 世纪 20 年代 ,朝鲜族自治运动中最具影响

的是“三府”的自治运动。三府是指“参议府”(1923

年) 、“正义府”(1924 年) 、“新民府”(1925 年) 。“三

府”的自治理想 ,体现在它们的“宪章”和“宣言”之

中 ,核心是用“三权分立”来组织政府 ,其实质是资产

阶级性质的政权理想。从总体上看 ,“三府”的自治

理想反映了朝鲜族社会的政治需要 ,“亡国奴”之恨、

封建军阀压迫之苦 ,使朝鲜族迫切需要改变这种命

运。但是 ,“三府”的自治理想又很明显地具有局限

性和不合时宜性 ,他们忽略了时代 ,忽略了地点。他

们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思想 ,在世界进入到无

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时代时已褪去了“科学”的外

衣。他们提出的“民主共和政体”是在中国领土之

上 ,这是制造了一个“国中之国”,很显然不能被统治

阶级所接受。这种政治理想的局限性决定了民族主

义团体的“自治运动”难以获得真正的成功。

然而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 ,朝鲜族提出的“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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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因为在多民族国家

中 ,“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特殊文化和特殊

心理 ,由此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民族自治要求”。[5 ] 朝

鲜族在 20 世纪 10 至 20 年代开展的“民族自治”运

动 ,将东北朝鲜族民族自治理想公诸于世 ,这就要求

任何政党和革命团体要想团结朝鲜族参加革命就得

提出对于朝鲜族的正确民族政策 ,特别是要满足朝

鲜族民族自治的政治要求。顺应历史的召唤 ,朝鲜

族早期共产主义团体曾经推动了朝鲜族的民族自治

运动 ,中国共产党更是在成立后提出了东北朝鲜族

的“民族自决权”,这是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

策的雏形。

三、中国朝鲜族的“新社会”理想

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 ,给迷途中的朝鲜族以

希望之光 ,建立一个不同于当前旧社会的“新社会”,

是朝鲜族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普遍愿望。在俄国十月

革命的影响下 ,东北朝鲜族聚居区倾向共产主义的

团体纷纷建立 ,“仅东满四个县就有共产主义团体

100 多个”。[2 ]在政纲之中 ,各团体纷纷表达了建立

“新社会”的愿望。1924 年 11 月 ,在磐石成立的“韩

族劳动党”,在政纲之中提出“在自由平等之精神下 ,

以共存共荣团结劳动群众图谋建设新生活”[3 ] 为目

标。1926 年 1 月 ,在龙井成立的“东满青年总同

盟”,在政纲之中提出 :“推翻不合理之社会 ,建设合

理的社会”,[3 ] 9 月 ,在敦化成立的“敦城青年会”,也

提出要推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 ,建设“新社会”。

1926 年 5 月 ,在宁安县宁古塔成立的“北满朝鲜人

青年总同盟”,在政纲之中提出 :“促进青年运动之统

一 ,训练与提高参加革新战线之成员。推翻自相矛

盾的现社会 ,建设合理的新社会 ,完成朝鲜民族之解

放与社会之革命”。[3 ] 1926 年以后 ,在东北地区最大

的朝鲜族共产主义团体是 1926 年 5 月在珠河县一

面坡成立的“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朝共满洲总

局”坚持了“朝鲜共产党”的政纲 ,提出了“赶走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势力 ,争取朝鲜的独立 ,同时 ,废除一

切封建制度 ,建立独立自主的民主主义国家的方

针”。[ 2 ]这将朝鲜族早期共产主义团体单纯提出建立

一个“新社会”的思想提高了一步 ,充分代表了早期

共产主义团体所主张的社会理想。

从朝鲜族早期共产主义团体的主张中 ,不难看

出他们坚持了民族主义团体的“复国”理想 ,提出了

民族的解放是社会革命的前提 ,这是他们与民族主

义团体的相同之处。但是 ,朝鲜族早期共产主义团

体在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问题上是与民族主义团

体相区别的 ,他们抛弃了民族主义团体的资产阶级

民主共和思想 ,提出了建立“独立自主的民主主义国

家的新方针”,即建立一个“新社会”。但是 ,关于什

么才是“新社会”,早期共产主义者并没有搞明白 ,在

他们的政纲之中很少有对这个理想的科学论述。另

外 ,朝鲜族早期共产主义团体在革命斗争中坚持“朝

鲜革命延长论”,因此 ,他们所提出的“新社会”理想 ,

更多的是指将来在朝鲜建立的“新社会”,这脱离了

共产主义团体在东北生存发展的实际。朝鲜族早期

共产主义团体这种目标上的局限性 ,决定了“新社

会”理想是不能指导朝鲜族革命前进的。

从生存需要出发 ,朝鲜族早期共产主义团体对

民族主义团体进行的朝鲜族“自治运动”给予了理解

与支持。在南满 ,早期共产主义团体支持民族主义

反日团体建立的自治组织 ,主张通过归化入籍的途

径实现东北朝鲜族自治。在东满 ,早期共产主义团

体以乡约运动为主要内容 ,开展了朝鲜族自治运动 ,

想利用改乡约的机会 ,多选举能够代表民意的朝鲜

族人士担任乡约会长、社长和甲长。但是 ,这种简单

的自治运动受到了封建军阀政府的抵制 ,日本帝国

主义也以“都社长制”来对抗这种乡约运动。因此 ,

朝鲜族早期共产主义团体领导的改乡约运动没有成

功 ,这只是朝鲜族“自治运动”的又一尝试。

朝鲜族早期共产主义团体在“复国”目标下 ,开

展了彻底的反日斗争。开展的减租减息斗争 ,使朝

鲜族群众初步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但

是 ,早期共产主义团体在革命中也有致命的弱点 :党

内派别林立 ,难以形成真正统一 ;“朝鲜革命延长论”

脱离了在东北进行革命的实际。在这种情况下 ,

1928 年 12 月共产国际发出了《关于朝鲜农民及工

人的任务》的指示 ,宣布“不承认朝共各派争相申请

批准的朝鲜共产党中央”,强调了“一国一党”的原

则。在此背景下 ,早期共产主义团体走到了历史的

尽头。早期共产主义者纷纷以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

产党 ,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朝鲜族革命的历史

时期。

四、中国朝鲜族的“社会主义”社会理想

朝鲜族早期共产主义团体宣布解散 ,其成员以

个人身份加入中国共产党 ,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朝

鲜族聚居区的影响。“1929 年底 ,整个东北的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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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只有 200 多名 ,而到了 1930 年 10 月 ,竟一跃增

至 1 000 多名”,[6 ]“东北中共党员总数的 90 %以上 ,

都是朝鲜族”,而到了“1933 年末 ,朝鲜族党团员分

别占东北党团员总数的 12/ 13 和 14/ 15”。[ 7 ] 朝鲜族

早期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 ,代表中国朝鲜族

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社会理想。

中国共产党是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作为

奋斗理想的 ,那么 ,如何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

内化为朝鲜族的社会理想呢 ?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

争实践中 ,提出了对于朝鲜族的具体的民族纲领和

民族政策。

首先 ,中国共产党帮助朝鲜族确立了反帝反封

建的革命目标。“朝鲜革命延长论”是朝鲜族民族主

义团体和早期共产主义团体在中国朝鲜族革命问题

上的一个错误观点 ,把朝鲜族在中国的革命只当做

是进行朝鲜的“复国”革命 ,而没有看到朝鲜族在中

国生活还受到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压迫的事实。中国

共产党指明了朝鲜族参加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

其实质也是在为朝鲜的解放而努力。1933 年 ,中国

共产党在发布的文件中指出 :“东北的朝鲜民族要同

东北的各族人民联合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为争

取中国的独立、统一和安全而斗争 ,进而为争取朝鲜

独立 ,收复朝鲜国土而斗争。”[8 ] 通过中国共产党的

教育 ,朝鲜族早期共产主义者逐步接受了中国共产

党的主张。1930 年 3 月 20 日 ,朝鲜共产党满洲总

局 (ML 派) 在解散宣言中就指出 ,“在满朝鲜的工

人、农民应该同中国工人、农民共同紧密地团结起

来”,“打倒帝国主义 ,推翻国民党、豪绅、资产阶级政

权”,这才是“满洲朝鲜工人、农民大众唯一斗争的途

径”。[ 3 ]这进一步明确了朝鲜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目标 ,以及“一身兼二任”的历史使命。

其次 ,中国共产党主张对朝鲜族实行民族平等

和民族团结的政策。从 1927 年中共满洲省委成立

后 ,中国共产党就主张对朝鲜族实行民族平等与民

族团结的政策。1927 年 10 月 ,中共满洲省委在“政

纲”中指出 ,对于“满洲”的朝鲜人 ,同国内其他民族

一样“同等对待”。在《满洲农民运动决议案》中又提

出 ,由山东、直隶、朝鲜来的难民 ,一律享有土地所有

权。1928 年 4 月 ,中共满洲省委明确指出 :“凡朝鲜

的农民在满洲与中国农民一律享有土地所有权和居

住权 ,一律享有革命政权”。[8 ] 这一思想是完全不同

于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于朝鲜族的政策 ,日

本帝国主义认为中国朝鲜族是“帝国臣民”、“韩国侨

民”;封建军阀则把居住在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民一

律当做侨民。而只有中国共产党尊重朝鲜族 ,承认

朝鲜族是中国的少数民族 ,认为朝鲜族同其他民族

一律平等 ,由此达到了团结朝鲜族的目的。

再次 ,中国共产党主张用“民族区域自治”来解

决朝鲜族问题。1931 年 11 月 ,中华工农兵苏维埃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

法大纲》中 ,规定中国朝鲜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有“完

全自决权”。1932 年 ,满洲省委提出 ,在各族劳苦群

众共同联合下实行“民族自决”,建立满洲的苏维埃。

1934 年 ,满洲省委又提出 ,“朝鲜族可以建立独立的

自治区 ,或是人民革命政府的一部分”。1935 年 2

月 ,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吴平 ,以“中

共满洲省委吉东巡视员”的身份致函中共东满特委 ,

明确提出延边朝鲜民族“有权成立自己的民族自治

区”,[2 ] 这将党的朝鲜民族政策彰显无疑 ,对于调动

朝鲜族的革命积极性具有重大历史意义。抗日战争

胜利后 ,中共中央和东北局都主张朝鲜族是中国境

内的少数民族 ,“民主政权按民族平等的原则 ,给予

朝鲜人民地权人权财权 ,并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之

安全”。[9 ] 这一原则性的规定 ,为朝鲜族聚居区实现

民族区域自治奠定了政治基础。

最后 ,中国共产党领导朝鲜族进行了民族民主

革命。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对于朝鲜族的正确民族政

策 ,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领导朝鲜族进行革命

斗争的最前沿。在东北十四年抗日战争中 ,中国共

产党以“宣言”、“通告”、“告群众书”等形式揭露日本

法西斯的强盗行径 ,提出了党领导东北革命的政纲。

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东北的抗日武装 ,在这些武装之

中就有朝鲜族的代表人物李红光、李福林、崔石泉、

朴振宇等人。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 ,朝鲜族积极

参加到抗日的武装队伍之中 ,在东北十大抗日联军

中 ,几乎军军都有朝鲜族战士。朝鲜族以巨大的人

员伤亡为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在

14 年的抗日斗争之中 ,先后有十数万朝鲜族人民奋

起参战 ,数以万计的朝鲜族烈士为国捐躯。仅延边

地区的朝鲜族烈士就有 3 026 人 ,占延边地区抗日

烈士数的 96. 8 %。”[10 ]抗日战争胜利后 ,东北朝鲜族

聚居区根据党的指示广泛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土

地改革以平等分地的政策 ,消灭了朝鲜族聚居区的

封建剥削制度。土地改革增强了朝鲜族对于中国共

产党和祖国的认同感 ,激发了朝鲜族紧跟共产党进

行解放战争和根据地生产建设的积极性。1949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朝鲜族明确了自己的祖国

观 ,确立了自己的祖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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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国”是朝鲜半岛的观念。从此 ,朝鲜族作为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一员 ,走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理想

的道路。

综上所述 ,笔者认为 ,朝鲜族社会理想有两次飞

跃 :一是从民族主义者的“复国”、“民族自治”理想 ,

向早期共产主义者的“新社会”理想飞跃 ;二是从模

糊不清的“新社会”理想向科学严谨的“社会主义”理

想的飞跃。两次飞跃贯穿着一条主线 ,即中国朝鲜

族为实现社会理想表现出坚定的革命性。朝鲜族社

会理想演进的转折点是中国共产党成为朝鲜族革命

的领导者 ,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朝鲜族社会理想的正

确方向。在实践中 ,朝鲜族社会理想的演进是朝鲜

族融入中国社会的过程 ,也是朝鲜族逐步成为中国

少数民族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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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volution of Social Ideals of Korean Ethnic Group in China during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ZHAO gang
( Dept. of S ocial Sciences , Yanbian Universit y , Yanj i , J i l in , 133002 , China)

Abstract : After the Korean ethnic group immigrated into Nort heast of China , t heir social ideals had

changed wit h times in a course of st riving for survival and fighting against powers :“to make a bet ter liv2
ing”was t he st rongest desire at t he beginning of immigration ; as Korean Peninsular was conquered in

1910 , Korean ethnic group began to actively involve in t he movement of“nation recovery”and“national au2
tonomy”; t he October Revolution in Russia inspired progressed communist s of Korean et hnic group and

t hey proposed“to establish a new society”. As more communist s joined t 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Korean et hnic group gradually defined a social ideal of“socialism”. The changes of t he social ideals in fact

show a long way of how Korean et hnic group melted into t he social life in China. Korean et hnic group was

determined and revolutionary in the p rocess of realizing t hese social ideals.

Key words : Korean et hnic group ; social ideal ;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socialism

·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