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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５日，日本宣布投降，从而结束了罪恶的侵华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战争的破坏而百废待兴的中国面临战后堆积如
山的社会问题，承受着战后重建的沉重压力，却首先以博大的胸怀解决了１００多万滞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的回国问题，完成了一项人道主
义的巨大工程。尽管从１９４６年开始遣返日本侨民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６０周年，但这一工作为新的中日关系的建立产生的重要的意义，
是值得我们认真总结与回顾的。 

  百万日本侨民——侵略战争的产物 

  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侨民主要分布在中国东北地区，而他们与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政策有密切的联系。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极力向国外寻求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因此制造了一系列向外扩张的理论。１８９０年，日本内
阁首相山县有朋通过《外交政策略论》提出了“主权线”与“利益线”的观点。他认为在日本领土的主权线之外，还应有一条“与邻国接触，而
与主权线之安危有紧密联系的地区”，即所谓的“利益线”。开始，日本把“利益线”确定为邻近的朝鲜半岛，而后 逐渐向中国东北地区（所
谓满洲）扩张，不久就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主张。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开幕的演说中，主张把“征服满洲”和“经营满洲”作为
施政重点，而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活动也伴随这一扩张的步伐展开了。 

  日本真正取得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是在１９０５年的日俄战争之后。通过与俄国签署的《朴茨茅斯条约》及与中国签署的《中日会议东三省事
宜正约及附约》，日本接收了俄国在东北南部的权益，特别是对旅大租借地的权益。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又把租借期从２５年延长到９
９年，租借地扩展到３４６２平方公里，在中国领土上建立了所谓的“关东州”。“关东州”成为日本继台湾、朝鲜半岛之后的又一处海外的殖
民地。日本开始在“关东州”设立总督府，掌管军政大权，以后又将军政分开，设立了掌管民政的“关东厅”和掌管军事的关东军司令部。在日
本的地图上，“关东州”、台湾、朝鲜与日本本土的颜色相同，被视为日本的一部分，许多街道甚至使用了日本地名。从１９０５年起，日本移
民在政府的政策鼓励下陆续来到中国东北，成为最初的日本侨民。 

  日俄战争后，日本也接收了原俄国在中国东北建设的中东铁路的南线，成立了南满铁道公司（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
铁”）。“满铁”从１９０６年成立时就按照东印度公司的模式，建立了组织庞大，业务范围广泛，不仅具有行政智能，而且拥有外交权力的执
行国家任务的殖民地开发机构。“满铁”认为，可以通过积年累月的向中国东北移民的方式使中国东北实际上成为日本的领土，于是鼓励向“关
东州”和沿线的“满铁附属地”移民。“满铁”建立的一系列行政机构、庞大的运输管理体系和直接或间接经营的工矿企业都吸纳了大量的日本
侨民，到日本全面占领东北之前，这些人的数量已经达到２０多万。 

  １９３１年日本占领东北并建立了伪政权后，更多的日本人来到中国东北，其中包括在当时伪满政权中任职的各级官吏，即政治移民；在铁
路、矿山、工厂中工作的工业移民和在商业贸易领域工作的商业移民；从事文化教育活动和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活动的文化和技术移民等。数十
万各种类型的日本移民及其家属构成了庞大的日本侨民队伍。 

  特别需要指出是日本全面强化向中国东北农业移民的政策，这不仅是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政权的政策，而且是日本政府的重大国策之一。１９
３６年，这一国策的核心内容被确定为２０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１００万户，即５００万人。日本政府认为一旦实现了这一目标，日本人口就能
够占到东北人口的十分之一，便可以在伪满洲国建立起以“大和民族”为指导核心的“日本的秩序”。到１９４５年，根据这一方针移民到中国
东北的日本农民达到２７万多人。 

  综上所述，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侨民都是日本侵略中国政策的产物，充当了侵略政策的工具。 

  遣返日侨——人道主义的决策 

  １９４５年８月８日苏联对日宣战后，意识到战败结局的分散在各地的日本侨民陆续向东北的各大城市集中，寻求关东军的保护，准备返回
日本。但是日本在１５日宣布投降，关东军被解除了武装，部分首脑及罪大恶极的战犯被捕，大部分军队被遣送回国，日本侨民不仅失去了军队
的保护，而且成为被遗弃在中国东北的难民。特别是那些农业移民，离开土地后无家可归，被迫栖身在收容所中。１４５万日本侨民不仅衣食无
着，生活难以为继，而且担心遭到报复，胆战心惊地苦捱着每一天。解决日本难民成为战后东北面临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日本投降后的中国东北分别有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苏联军队控制的地区，局面比较复杂。虽然各个区域的中国人都曾经饱受日本殖民统治
的迫害，但是他们并没有报复被遗弃的日本侨民。根据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三方的协议，在不同政治力量控制的地区都建立了遣返日本侨
民的机构，并进行了协调，确定了从不同区域遣返日本侨民的日程表。从１９４６年５月７日开始，美国派出的军舰和调拨的船只、日本方面的
轮船等开始从东北港口葫芦岛运送日本侨民返回日本，而中国方面为日本侨民向葫芦岛集中提供了交通运输和其它的便利条件。在葫芦岛进行的
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一直持续到１９４８年，尽管当时东北的政治局面十分严峻，但是遣返工作没有停止。３年中有１０５万日本侨民返回了自
己的祖国。 

  但是，遣返日本侨民的工作并没有结束。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鉴于仍有许多日本侨民滞留在中国的情况，中国政府仍然本着人道主义
的精神继续进行了日本侨民的遣返工作。根据１９５３年中日双方签署的协助日本侨民回国的公报，又有３万多人从上海、天津和秦皇岛３个港
口返回日本。这些人中包括许多战后自愿留在中国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日本人。１９５６年起，在中国抚顺和太原的战犯管理所经过改造的日
本军人陆续被释放，他们也同样被送回了自己的祖国。１９７２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又有７０００多名遗留在中国的“残留妇女”和“残留孤
儿”回到了日本。到这时为止，希望返回祖国日本侨民已经完全实现了他们的愿望，遣返日本侨民的工作才正式宣告结束。 



  播撒友好的种子 

  多数日本侨民在来中国前接受了政府为动员他们而做的欺骗性的宣传，但实际上成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工具。而在战争结束的时候，
他们又被抛弃在中国的土地上，许多人曾经十分绝望。因为在以往国家间战争结束的时候，对滞留的敌国国民实施报复或惩罚性的劳役是普遍的
现象。然而，中国人民却严格区分了遭受苦难的日本侨民与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者的界限。当时的《东北导报》就发表了这样的致日本侨民
的文章，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博大胸怀： 

  自战争爆发以来，诸君不仅精神与肉体备受摧残，同时经济上也遭受了无可估量的损失，这完全是日本军阀称霸东北的野心造成的。……中
国人民同世界人民一样，都是热爱和平的大众。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战火在东北点燃的数十年来，中国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可是，
吾等相信日本军阀是真正的敌人，非日本民众。期间日本民众也深受其害，对此我深表同情。……了解东北民众的诸君，把吾等的真心和对日本
友爱的真情带回到日本国土，作为登陆的第一步改造日本的计划，实现中日善邻友好而努力。 

  遣返日本侨民的举动，对战后的中日关系确实产生了深刻的积极影响。许多被遣返的日本侨民在了解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并对照战后处理的不
同的情况后，都称颂中国是伟大的“仁义之邦”。特别是在新中国建立后陆续回国的日本人，更成为周恩来总理预见的中日间“友好的种子”。 

  １９５３年回国的日本人中有一部分曾经参加了中国的革命军队，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与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因此回国后他们
对自己的祖国日本却产生了陌生感。有人回忆说： 

  日本对于我一切都是陌生的。开始的几年完全就是为了维持生活，感到毫无人生目标，不过是在企业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受人摆布。经济的发
展带来的是人们相互关系的疏淡。这已经完全不是战败时我认识的日本社会了。比较起来，我心中只有社会主义中国的印象。我总在想如何再回
到中国去？中国有什么样的发展了呢？养育我的中国还有我能做的工作吗？我决定退休以后还要回到中国去。 

  这些日本人顶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组成了“日中和平友好会”，热情歌颂社会主义中国。在冷战期间，这一组织一直是促进中日友好的骨干。
９０年代以来，针对日本社会流行的否认侵略战争罪行的言论，他们又组织起来，举办揭露军国主义罪行的“七三一部队展”、“毒气展”等，
在日本全国各地巡回展出。虽然都已到耄耋之年，但他们说：回国前中国战友的临别赠言始终响在耳边，我们不能安稳地休息，要在有生之年为
中日友好的事业竭尽全力。 

  还不能不提到在中国战犯管理所改造过的日本军人们。当时，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强调要用感情感化日本战犯，提出让他们变成新人，
变成朋友。这些人在１９５６年回国后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坚持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的目标，以各种方式努力促进中日关系的正
常化。在冷战时期，这些人被看成是在赤色中国“洗脑”的人，经常被警察盯梢，也找不到工作。但是他们不顾政治压力，坚持用亲身经历向日
本的年轻一代揭露侵略战争罪行的“证言”活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他们中的许多人又一再回到中国，向被迫害过的中国人谢罪。１０年前，
即战后５０周年的时候，日本政坛上掀起了一股否认侵略战争责任的恶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成员们便共同创办了季刊《中归连》，这一
刊物现在日本社会具有相当影响力，是同右翼的历史翻案言行进行坚决斗争的阵地。 

  光阴荏苒，从１９４６年第一艘遣返日本侨民的轮船离开中国算起，到现在已经过去了６０年。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日本军
国主义发动的战争如何把无辜的民众变成侵略的工具，更不能忘记中国人民博大的胸怀与对和平的祈求如何造就了中日友好的种子。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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