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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天下

二战后百万日侨被弃东北
张志坤 关亚新

其 兴 也 勃 焉，其 亡 也 忽 焉
——《苏联真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序

李凤林

序与跋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

战败投降。此后，根据《波茨坦公

告》精神，中美苏等盟国开始磋商

解决滞留海外的日侨俘问题，并

做出遣返安排。然而日本政府却

向驻外国公使馆发出训示，提出

日本侨民“现地定着”的方针，要

求驻外公使采取措施，保护当地

日侨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当此之

际，日本驻外公使有何能力去保

护 自 己 的 侨 民 ？ 一 句“ 现 地 定

着”，实际上意味着“现地抛弃”。

日本军国主义的弃民政策，具体

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利用日本移民充当战
争“人盾”

日本武装占领中国东北后，将

数十万日本开拓民（1936 年，日本

关东军制定了所谓的满洲农业移

民百万户移住计划，大批日本贫民

涌入我国东北地区，成为日本开拓

民）安排到中苏边境一、二线地带，

担任对苏防御和镇压抗日武装任

务。及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

屡遭败绩，日本军部将大批精锐部

队调走后，将25万在乡军人和开拓

民紧急征集充斥前线，同时要求留

在开拓团驻地的老幼妇孺以增产

粮食来支援“圣战”。

特别是 1944 年日本军部在战

略部署上，由对苏进攻作战转变为

对苏防御作战，放弃北边振兴计划

后，对外仍严格保密，“就连对‘满洲

国’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也加以保密，

在与总参谋长的例行聚餐会上也

仅仅给他出示了军队的新的配备

图。根据国策迁入满洲的开拓团

的日本农民什么都不知道。”

1945 年 7 月 5 日，关东军制定

最后对苏防御作战计划，确定在

“新京至大连一线以东、新京至图

们一线以南地区，进行持久作战”

的指导方针。日本开拓团的大部

分集中在满洲的东北部，这些开

拓团的所在地，都处于关东军对

苏防御计划的防卫区域之外的位

置，因此随着关东军作战计划的

转变，在苏联参战的情况下，他们

最先被推上前线，最先牺牲于战

火。而在防御区域内的日本人，

无论是官吏还是商人则正忙于撤

退，这些日本开拓民为日本关东

军充当了战争的“人盾”。

关东军只顾自己逃跑

1945 年 8 月 9 日下午，关东军

下达日本人撤退的命令，但当时有

的开拓团无法接到命令，有的开拓

团纵然接到命令也无法到达集结

地。实际上这样的命令不过是一

纸空文而已，是关东军推脱责任的

一种形式，但关东军对其家属及日

籍高官则完全是另一种态度。

8 月 10 日上午 9 时，关东军总

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

撤退在新京（即长春）的日本军政

机关人员、日籍官吏及其家属和

一般日本人问题。会议决定采用

火车输送办法，按关东军家属、官

吏及其家属、国策会社职员及其

家属、一般日本人的登车顺序，将

其 分 批 撤 到 朝 鲜，而 后 回 日 本。

下午 5 时，士兵驱赶其他日本人

群，给关东军家属开辟一条通道

进入站内。8 月 11 日 1 时 40 分，首

列输送关东军家属的列车开出长

春站。而后，每两小时开出 1 列，

至 15 日总共开出 18 列，运走关东

军家属 17116 人、日本大使馆和关

东局家属 750 人、满铁职员家属

16700 人……共 58364 人。

而在偏远地区的日本开拓民

没 有 享 受 到 关 东 军 带 来 的“ 恩

泽”，却品尝到种种难咽的苦涩。

有的关东军自己撤退时将桥梁炸

断，给后撤下来的日本开拓民带

来极大麻烦，许多人被急流冲走

或淹死；还有的关东军溃逃散兵

与开拓团民混在一起，怕小孩的

哭声被苏军听到，便命令母亲将

孩子杀死，母亲下不了手，他们就

用刺刀将孩子刺死……

日本政府对东北日侨
的漠然

日本战败投降后，近百万日

侨 逃 亡 到 哈 尔 滨、长 春、沈 阳 等

地，生活陷入困境。当时的“日本

人会”于 8 月 29 日、8 月 30 日、9 月

2 日向东京发出 3 封电报，反映日

本侨民的困境。“面临两个月后的

寒季和紧迫的粮食问题，实不胜

忧虑。我等认为国家需要付出全

副努力，对此妥善处理。”“新京的

难民甚或有绝食数日者……关于

取暖用煤，即使有劳力也不能运

输，担心一入冬季，饿死冻死者将

不 断 发 生 …… 烦 请 急 速 给 予 帮

助，使 之 得 以 迅 速 送 回 国 内，至

盼。”但是这些电报如泥牛入海，

毫无消息。

时任东北日侨救济总会会长

的高碕达之助对日本侨民的状况

非常着急，连续派员携密信回日

反映情况。密信送到了，可日本

政府没拨来一分钱。日本侨民在

寒冷、饥饿、疾病中企盼来自祖国

的遣返消息。

为此，丸山邦雄、新甫八朗、

武部正道 3 人于 1946 年 2 月下旬

乘遣返船回国，向日本政府和盟

军总部陈情。3 月 5 日午后 3 时

半，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接见丸

山邦雄等。丸山邦雄陈情道：在满

同胞失业，生活渠道断绝，物价惊人

暴涨，生活困苦越发严重。170 万

日侨难民化的达 46%，平均每天因

饥饿、寒冷和疾病死亡 2400 多人，

大多数是幼儿。期望得到您——

麦克阿瑟元帅的同情与决断，尽

快派遣返船去葫芦岛。

尽管丸山邦雄的陈情有夸大

不实之处，但从另一侧面反映了

日本政府对滞留海外日侨的漠然

态度。

日本军国主义的弃民政策，

是由日本国家体制和军队性质所

决 定 的 。 无 论 是 关 东 军 对 日 本

侨民的遗弃，还是日本政府对海

外侨民的冷漠，都是日本军国主

义 国 家 本 质 的 反 映 。 井 上 清 在

《天皇制》书中也指出：“ 天皇的

权威从 来 也 不 是 为 劳 动 人 民 的

权威……它仅仅是作为剥削压迫

人民的专制阶级的权威而存在。”

“日本人对天皇的信仰绝不是来

源于两千多年的悠久传统，而是

由于明治以来，以天皇为主权者

的政府用尽了一切手段，向国民

强制进行信仰天皇的宣传教育的

结果，制造这种对天皇的信仰这

件事本身，就是基于军国主义的

需要。而昭和以来，无论是军部

还是政府，都利用这种信仰，并加

紧鼓吹这种信仰，用‘为了天皇陛

下’这 样 一 句 话，把 国 民 赶 上 战

场。”所以，天皇制不仅是日本发

动侵略战争的根本原因，也是日

本侨民被遗弃的根本所在。

（摘自《葫芦岛日侨遣返的调

查与研究》，社科文献出版社 2010

年 10 月出版）

《画话》

有的人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有的人用歌声来吟唱

自己的心情，有的人用文字描摹内心的感情，而该书作者则

用拿了50年的画笔画出自己想说的话。当他用画笔“说话”

时，他80多年的人生体悟，都被浓缩到一幅幅充满童心、幽默

和睿智的画面里——一个笑得前仰后合的乐队，名曰“失

控”；本是“红消香断有谁怜”的黛玉，却捧着一本《笑林》忍俊

不禁；一盘螃蟹、两只酒盅，题曰：螃蟹最恨的是第一个吃它

的人；一只熊猫对镜施粉黛，结果“俨然楚霸王”……作者将

这些“画话”分成“找乐子”“有想法”和“琢磨人”三部分，或幽

默、或讽刺。

（何君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2010年

10月出版）

《行走台湾II：达人带路》

30 位旅游爱好者以简单的装备，带你一起探访台湾：在

七美屿，带你认识“美丽”的重量；在兰屿，与珠光凤蝶共舞；

在金门，观察鸟类的生活；在马祖，品味芹壁村石头屋和其间

的巷弄；在宜兰寒溪村，不老部落的泰雅人用独特的美食和

景致招待你；在苏澳，指给你很难被人发现的静谧海滩内埤；

辘轳温泉，是个造访不易的自然天堂；还有雾峰，“9·21”地震

教育园区给人以艺术迷宫的印象；在北投，进行秋天的散步；

捷运（城铁）中山站则是热闹的商业圈……

（林义杰等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

2010年9月出版）

《宋代消费史：消费与一个王朝的盛衰》

该书另辟研究道路，以消费为枢纽，深度考察了宋王

朝 320 年间的消费状况与王朝盛衰的关系。作者以历史进

程为研究之“经线”，以消费状况及影响消费的诸因素为研

究之“纬线”，经纬相交，对两宋各个发展阶段中的消费状

况及影响消费的诸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系统的研究。该

书内容丰富，视野开阔，文笔生动，对史料精选慎用，考证

了一些重要史实，对社会消费与国势盛衰之间的关系提出

了不少自己的意见。

（何辉 著 中华书局2010年11月出版）

《官人娘子》

越剧产生于浙江，作为地方剧种因其声腔清悠婉丽、表

演真切动人而独具魅力。该书作者系浙江绍兴人，从小对越

剧情有独钟。为了进一步普及越剧，作者选取八出各个流派

的代表性剧目，以小说的形式予以演绎。在作者的笔下，这8

个故事或诙谐幽默、或幽怨缠绵，读者从中不仅可以感受到

越剧独特的魅力，更能享受阅读的快乐。

（孙君 著 中华书局2010年10月出版）

《茅山宗师陶弘景的道与术》

陶弘景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道士、道教上清派茅山宗的

开创者，历史上享有“山中宰相”之美誉。他以道教兼容儒

释，对道教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曾云：“万物森罗，不离

两仪所育；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该书对其道术，包括医

药、养生、炼丹等进行了细致的解析，对了解道教的文化内涵

及教派的演变源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刘永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历史学博士

后，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道教文化史、魏晋南北朝道教、道教

文物与艺术。

（刘永霞 著 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

《联大八年》

该书由西南联大《除夕副刊》主编，初版于 1946年 7月，

是一本不可多得的联大文献。该书文字朴实、内容丰富，主

要由“历史回顾”“联大生活”“联大教授”三部分组成。“历史

回顾”介绍了西南联大校史上一系列比较重大的事件，如“倒

孔”运动、“五四”纪念活动、壁报活动等；“联大生活”包罗甚

广，既有跑警报这样别致的“教授生活之一章”，也有衣食住

行之类“片断的回忆”，还有助教、兼差、从军、社团等各种生

活实录；“联大教授”中包括讲述闻一多先生事迹的文章，《教

授介绍》一文则由学生写老师，刻画出联大教授在学生心目

中的真实形象，读来别有意味。

（西南联大《除夕副刊》 编 新星出版社 2010 年 6 月

出版）

苏联是中国的近邻，对中国

的革命和建设都产生过重大影

响。虽然我本人不是专门学习苏

联历史的，但从1950年学习俄文

起，我一生都从事对苏、对俄工

作，在苏联和俄罗斯学习和工作

前后长达 20 多年。由于工作的

需要，我长期关注学术界对苏联

历史和俄罗斯问题的研究，对这

些问题也有自己的思考和看法。

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初到

苏联时，对于苏联的高楼大厦、规

模宏伟的工厂、苏联人民丰富的

文化生活、比中国人富足得多的

物质生活很是羡慕，感觉苏联社

会确实是美好的。随着在苏联生

活时间的延长，也感受到他们办

事手续繁杂、效率低下、官僚主义

作风严重。60 年代中苏关系破

裂，双方爆发了激烈的大论战，在

激烈的对抗情绪下都对对方有许

多误解。80年代再到苏联时，感

觉到这个国家在衰败，在电视上

频繁露面的是老态龙钟、连话都说

不清楚的高级领导人，赫鲁晓夫时

期盖的丑陋的住宅还随处可见，苏

联人的生活明显落后于西方国家，

甚至也不如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

家，许多普通人感觉生活没有希

望，酗酒现象严重，人们对特权、腐

败有强烈不满，期待国家会发生变

化。当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时，

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期待这位年

轻的领导人能使国家摆脱危机，重

新焕发生机与活力。但是，苏联却

在1991年出乎意料地解体了。

此后的俄罗斯并没有很快摆

脱危机，叶利钦执政时期，许多人

陷入贫困，国民经济也一路下滑，

原以为摆脱掉落后的共和国、实

行向西方一边倒的政策，西方会

对俄罗斯实行又一个马歇尔计

划，俄国人很快就能过上好生活，

现实却让俄国人失望。1995 年

我出任中国驻俄罗斯大使，正好

赶上 1996 年俄罗斯大选。这次

大选反映了俄国人的无所适从，

人们对叶利钦失望，所以在第一

轮大选中他并没有当选，与俄共

领导人久加诺夫一起进入了第二

轮选举，可在第二轮选举中人们还

是选择了叶利钦，而没有选择久加

诺夫。许多评论家认为，这次大选

实际上选择的是俄罗斯的发展道

路与方向，选举结果表明人们害怕

回到苏联的旧体制中去。

罗曼诺夫王朝统治了俄国

304年，而号称代表人民的苏联共

产党掌权的时间只有短短的 74

年。在这74年中，苏联曾打败了

外国干涉者和德国法西斯，在与

美国的争雄中成了世界上位居第

二的超级大国，苏联各民族文化

有了很大发展，各个加盟共和国

都有了自己的大学和为数众多的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30年代大

危机中苏联的经济也曾一枝独

秀，令人羡慕。但是，苏联也存在

严重的问题，这个世界上幅员最

广阔的国家却连自己都养活不

了，在沙俄时期曾是“欧洲粮仓”

的国家在20世纪发生了3次大饥

荒，数以百万计的人被饿死，造成

这种灾难的因素既有天灾，更有

人祸。1907年至1913年俄国在

世 界 粮 食 出 口 中 所 占 份 额 为

45%，1963 年以后苏联却成了粮

食的净进口国，到70年代超过日

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

国，80年代中期每3吨粮食食品

中就有1吨是用进口的粮食加工

出来的。为了解决粮食问题，苏

联花费了大量投资，但粮食产量

和收获量并未增加。苏联的农业

实际上已经崩溃，从美国进口的

粮食要比苏联自己生产的粮食便

宜一半。苏联除了军工企业和军

事产品外，其他部门都陷入了衰

退之中，连人们起码的衣食住行

都满足不了，购物的队伍越来越

长。拥有那么丰富资源的大国却

捧着金饭碗挨饿？让人困惑。

苏联解体后，国内外学者有

许多关于苏联问题的论著出版，

人们从不同角度探索苏联剧变这

个世纪之谜。中国学者做了大量

工作，整理出版了许多档案资料，

对斯大林问题、苏联模式的兴亡、

中苏关系、苏联解体的原因等问

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提出

了许多有价值的看法。现在中国

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同时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

中国改革还远未完成，正在深化，

中国的改革开放又进入了关键时

期。在这一背景下，如何认识斯

大林模式和苏联剧变的问题，其

影响不仅限于学术领域，也涉及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

题。在此背景下，由陆南泉等组

织撰写的《苏联真相——对 101

个重要问题的思考》一书，将会引

起国内外读者的关注。

苏 联 的 社 会 主 义 大 厦 在

1991 年轰然倒塌了，可谓“其兴

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作为世界

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

对20世纪产生过重大影响，在一

定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是在苏

联的标志下度过的。在十月革命

发生之时，不仅俄国人，连世界上

其他国家的工人阶级、先进分子

都对它寄予厚望，但苏联社会主

义实践的结果却令人失望，苏共实

际上被广大民众抛弃了。为什么

苏联没能实现十月革命的理想，未

能满足人们对和平、土地、面包、自

由的要求？我们应该从苏联模式

社会主义的失败中吸取什么教

训？值得每一个共产党员、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思考。

（文 章 有 删 节 ，《苏 联 真

相 —— 对 101 个 重 要 问 题 的

思 考》一 书 由 新 华 出 版社于

2010 年 10 月出版）

本报讯 非洲联盟委员会主

席让·平新作《非洲之光》中文版

近日在浙江温州举行了首发式，

在首发式现场，大家热情邀请让·
平“常回家看看”。

让·平长期在加蓬政府任职，

也曾先后在许多国际组织中担任

过高级职务。《非洲之光》一书讲

述了让·平的从政经历，包括他好

几次在战乱中险些丧命的真实经

历。在书中，让·平对非洲在世界

上的地位做了阐述，也表达了他

对中国、对国际局势的看法。让·

平在首发式上表示，他从中国富

强的经验中看到了非洲的希望，他

深信“太阳总有一天会在非洲大陆

上空照耀”。据悉，《非洲之光》中

文版比英文版早发行一年，英文版

将于明年在美国纽约发行。

让·平的父亲程志平是温州

市永嘉县临江镇（现鹿城区临江

镇）人，早年到加蓬创业并定居。

让·平出生于加蓬共和国，因为父

亲的关系，他对温州怀有深厚的

感情，自 1987 年以来多次回祖籍

温州寻根访亲。 （温 图）

让·平新作《非洲之光》首发

本报讯 藏书达 1000 余万册

的深圳图书馆近来已为香港人提

供 24 小时的 免 费 借 书 服 务 ，香

港 人 可 以 在 这 里 免 费 借 阅 图书

和期刊。

香港人要在深圳图书馆借阅

图书，须先办理读者证，之后就可

在自助图书馆进行图书借阅，并

可在网上阅览、查阅电子书刊和

数据库。另外，深圳街头的 24 小

时自助图书馆已近 150 台，每台服

务机有约 500 本图书可供读者外

借。不过，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只

能借还图书，如要借还期刊杂志

类则只能在图书馆内进行。另

外，3 至 13 岁的小朋友亦可凭香

港身份证在少儿服务区免费借阅

图书。少儿服务区重点配置适合

少儿读者阅读的小说、故事、益智

游戏、漫画、历史地理等少儿图书

逾 2 万 册 ，期 刊 、报 纸 百 余 种 。

（香 江）

香港人在深圳可享受免费借书服务

据新华社消息 （记者王敏）

中央主流媒体首个《农民工专刊》

于 11 月 16 日由工人日报正式推

出，同时中工网也将开设“中国农

民工”专题频道。

“ 维 护 农 民 工 权 益 是 全 方

位 的 。 就 工 会 组 织 来 说 ，既 要

维 护 农 民 工 的 劳 动 经 济 权 益 ，

又 要 关 心 他 们 的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全 总 新 闻 发 言 人 、宣 教 部

部 长 李 守 镇 说 ，新 生 代 农 民 工

已 成 为 农 民 工 主 体 ，普 遍 具 有

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

精 神 文 化 生 活 需 求 高 的 特 点 ，

因 此 有 针 对 性 地 搭 建 平 台 ，让

农民工拥有自己的宣传舆论阵

地 ，是 对 农 民 工 精 神 文 化 权 益

的有力维护和切实关爱。

据 悉，工 人 日 报《农 民 工 专

刊》的目标读者是农民工，内容主

要指向宣传 报 道 农 民 工 群 体 中

涌现出的优秀代表和他们的成

功实践，及时介绍各地、各界关

心、关怀农民工的好做法和好经

验，随时反映农民工的心声，引

导农民工正确表达自身的主张

和诉求等。《农民工专刊》目前固

定在每周二的四版出版。

工 人 日 报 社 社 长 孙 德 宏 表

示，在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争取在

明年初将《农民工专刊》扩大为每

周三版，以进一步丰富报道内容、

创新表现手段，更好地为农民工

服务。

工人日报推出《农民工专刊》

相关链接

在相关方面的共同努力

下，1946 年 5 月 7 日，葫芦岛

日侨遣返工作拉开了序幕。

在 1946 年半年多的时间里，

经葫芦岛港遣返日侨俘共

158 批，计 1017549 人；1947

年，国民党控制区内留用日

籍技术员工及眷属经葫芦岛

遣 返 共 12 批，计 29627 人；

1948年 6月至9月，东北战事

日紧，沈阳至葫芦岛的铁路

和 公 路 交 通 全 部 中 断 ，有

3871 名日侨分 3 批经葫芦岛

登船回国。至此，葫芦岛日

侨俘遣返工作结束，3年中经

葫芦岛遣返的日侨俘总数为

1051047 人，史称“葫芦岛百

万日侨大遣返”。

在葫芦岛港登船的日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