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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满洲移民”的宗教信仰为中心

日本国民性之探究

石艳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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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政府就开始向中国东北地区推行移民侵略政策。为了达到稳固人心，永久霸占中国东

北的目的，日本在向中国东北推行大规模移民侵略之际，并没有忘记对移民进行思想统治和对东北民众进行同

化，移民的宗教信仰就是其表现之一。

文 史 哲

从 1906 年到 1945 年，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实施了

大规模的移民侵略，这是日本“建国以来的第一次民族大

移动”，被称为“满洲移民”。通过大量移民永久占有中国

领土，奠定坚实的殖民地统治基础，无疑是日本对中国东

北移民侵略的重要目的之一。日本移民当局在向中国东

北推行大规模移民侵略之际，并没有忘记对移民进行思

想统治和对东北民众进行同化。“满洲移民”的宗教信仰，

既与日本本土一致，又有适合移民统治需要的特点。通过

对移民宗教的探讨，既可以了解日本政府对移民的塑造

方式与目标，更可以了解日本国民性的一些特点。

无处不在的移民神社

日本在向中国东北推行大规模移民侵略之际，并没

有忘记对移民进行思想统治和对东北民众进行同化，其

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是伴随着移民来到东北，在东北各

地修建神社。在日本政府推行法西斯统治的过程中，其核

心思想是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神道思想。神道思想原本

只不过是日本古老的民族宗教，其自身并不具有法西斯

主义的色彩，然而，在国家神道体制下的神道，其存在却

与国家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
“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在日本国民当中排外主

义、国家主义的浪潮进一步高涨。日本国民认为国家是国

民生活的支持力量，期待着国家以发动战争并在战争中

取胜来提高国民的生活。因此，作为日本国民精神寄托的

神社也迅速增多。神社增多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战争往往

是胜败难测，日本国民在祈祷战争胜利和“武运长久”的
名义下，祈求身边出征的士兵安全而且顺利返回。很多日

本国民要到神社参拜，为此，必须大量修建神社。二是为

了使战争这一国家行为完全正当化，日本政府以国家神

道来强化国家利己主义。“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日本

各地最常见的所谓“祈祷节”迅速增加，他们极力宣扬国

威，宣传武运长久，祈祷战争胜利。与此同时，在乡军人

会、消防组、青年团、妇人会、小学、自治组合等，各个团体

都进行着有计划有组织的动员，1932 年春天，发展成为以

战死者慰灵为中心的纪念活动。为了使这一活动能够长

久持续下去，在各地陆续新建和扩建了数量众多的招魂

社，修建费来自各市町村的税收。在战争中，神社作为守

卫国家的宗教性机构的机能迅速增强，一系列祭典的举

行和神社的修建无疑促进了国民的集体参拜，使国民在

精神方面达到了统一。
随着日本政府向中国东北移民数量的不断增加，在

“满洲”各移民地区也陆续修建起神社，其建立的原则是

一个移民团建立一个神社。一般来讲，修建神社比较早的

是在移民到来的第二年，最迟也是在移入两年后就要修

建。可见，修建神社是与移民团的建设紧密相连的。对于

“满洲移民”来说，神社是他们的精神寄托，是他们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移民居住地区修建的神社，

大部分是以天照大神和明治天皇为祭神，至 1936 年末，

在移民村落中修建了 36 所神社，其中 35 所神社供奉的

是天照大神或明治天皇，或者同时供奉这两个神，另外一

所神社供奉大国主命。
神道是日本人古老的信仰，神社则是包括“满洲移

民”在内的日本人的精神家园。不论到哪里，神社都与日

本人紧密相随，在人们精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

此，以弥荣神社为例，说明“满洲移民”与神道信仰和神社

的无法分割的联系。

第一个移民神社———弥荣神社

1933 年 2 月 11 日，第一次“武装移民”建立了弥荣

村。同年 10 月 14 日，弥荣神社就修建完成，从弥荣村建

立到神社修建完成仅仅经过 8 个月时间，修建神社速度

之快，足见修建神社对于移民的重要性，这也是“开拓团”
团长山崎芳雄为求安定团员精神而“努力的结果”。

根据《弥荣村要览》的记载：“昭和 8 年 2 月 13 日（先

遣队到达永丰镇的第二天）早晨，在警察署的庭院，太阳

升起之前，用喇叭将大家唤醒，全体成员在广场集合。国

旗由青森小队的渡边拿着，向东方两拜、两拍手、一拜之

后，三唱天皇陛下的繁荣。面向充满希望永丰镇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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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肃然的气氛中，感慨万千，默默无语。”①

这段记载说的是，在先遣队到达永丰镇的第二天，大

家共同面向东方———日本的方向遥拜，看似是一件小事，

却充分体现了移民的一种习惯与信仰。这件事被弥荣村

移民作为“一生也无法忘记的事情”而被记入弥荣村史。
根据资料记载来看，除去移民具有强烈的神道信仰

之外，促进弥荣村神社建立的直接原因是在异国他乡寻

求精神上的安慰。第一次移民弥荣村所担负的任务不只

是“开拓”，在日本人认为治安不好的“北满”地区，也担负

着讨伐“匪贼”的警备任务。由于当地抗日武装力量的袭

击，弥荣村曾经出现了几名战死者，为了安慰亡灵，团长

山崎芳雄决定修建神社与忠魂塔。此外，在移民初期，移

民面对艰苦的环境可谓“历经苦难”，尽快建立弥荣神社，

确立弥荣村的中心标志以鼓舞士气是十分必要的。恰好

在弥荣村中有几个移民是建筑技术者出身，以他们为主，

从 1933 年 9 月动工修建，到 10 月 14 日就建成了弥荣神

社。竣工之日正好是后续团员到达佳木斯的日子，因此，

这一天被作为弥荣村的重要节日。
弥荣神社位于八里岗的高台，从永丰镇向东，过了种

畜场，再过新泻区，去长野区的途中。之所以选取这一场

所，原因在于各个村落到达此地都十分方便，而且位于高

处，视线较好，移民可以遥拜或远望神社。这是经过精心

选择后确定的场所。《弥荣村要览》中这样记载，八里岗最

高部景致最好，位于中央地带，在此建立弥荣神社，成为

日本精神的中枢。有关弥荣神社的祭祀活动，在《弥荣开

拓十年志》中有如下记载：

弥荣神社以伊势为祭神，参拜时得到神符。而且在讲

祝词时，因为神主不在团里，从团员中选择队员，并让他

到日本国内学习……祭祀一年举行两次。春祭是在播种

结束后，大致在 5 月。秋祭是在收获后，在 10 月末左右。
祭祀活动与内地完全一样。大家聚集在神社，从夜里开

始，唱歌跳舞，整个团都特别热闹。②

佐藤修在《弥荣村史》中，这样描绘弥荣神社祭典时

的热闹场面：

春天，在播种前祈祷，秋天，供奉收获物来表示感谢。
收获节时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在开拓地现住民也都参加，

共同欢乐，并且表现出地方特色，并不是强制的。③

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神社已经成为日本移民的精

神归宿，它凝聚了移民的喜怒哀乐。它在移民生活中的地位，

如同弥荣村“开拓团”团长山崎芳雄所言，“修建神社前，大家

觉得无所适从，直到神社建成后进行供奉才找到一种归属

感”。④这句话真实反映了移民的精神需要与心态。

以教化为目标的移民宗教

“满洲移民”的宗教信仰除了神道，还有佛教和基督

教，其中以佛教信仰者最多。1938 年 9 月 24 日颁布的

“暂行寺庙及传教者取缔规则”，规定寺庙的建立、转移、
合并、废止及传教士传教要经许可才能营业，禁止危害

安全与风俗的寺庙及传教活动。根据“满洲国”建国初期

的“国情”与各民族杂居的现实，为了有效防止邪教侵

入、宗教团体相互间反目抗争而引发混乱，“满洲国”政
府在“开拓地宗教对策内规”中对宗教事务做出规定，具

体内容是：“1.基于建国精神，从宗教立场来强化日满不

可分的关系，促进宗教发展。2.允许依据开拓地的实际

情况新建寺庙，但防止滥设，据取缔规则采取严格的许

可制，以减轻开拓民的经济负担。3.在开拓地的布教者

须根据前述两项，掌握开拓地区的实际状况，具有与团

员永远同甘共苦的觉悟与热情，特别需要附加宗教负责

人的推荐信。4.为了防止因宗教教派不同而引发开拓民

相互间的对抗或信奉者之间的争夺，暂时以一个开拓团

修建一个寺为原则。”⑤

另外，对移民中的传教者也有严格规定。关于传教者

的具体要求是：“1.在开拓团的建设过程中，不能寄居在开

拓团，在最初三年内，生活费或其中的一部分要自己负

担。2.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能够忍受将个人房屋作为传教

所的辛苦。”⑥

随着移民经济基础的逐步确立，经“满洲国”民生部

大臣的许可，移民村可以修建寺院，建设费由移民捐献部

分、本教派的援助部分和社会捐献部分构成。维持费则是

将移民公有地的 30 町步或 50 町步归寺院所有，以土地

收入来负担。僧侣们的生活费则由移民中的信徒捐助。
与此同时，日本宗教的各个宗派纷纷派遣人员到中

国东北各地传教，并陆续建立传教所和寺院，截至 1940
年，移民地区的寺院数已达 24 所。1944 年，传教所的数目

达到真宗大谷派 16 个、真宗本派 8 个、天理教 4 个、曹洞

宗 2 个，总计 30 个。这些传教所全部附设在第一次移民

到第九次移民的“集团开拓团”或“集合开拓团”中，成为

移民宗教信仰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者单位：江南大

学外国语学院；本文得到“江南大学自主科研计划资助”，
项目编号：JUSRP10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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