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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瑜 | “建设”还是“侵略”：战后日本右翼的“建设东北论”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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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战后日本右翼分子推出“满洲国兴亡”三部曲，提出“建设东北论”。该谬论称：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是“解放”东北民族，建立“理想国家”，实现“经济繁

荣”，“完备”工业体系，“奠定”东北发展基础。实际上，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是压榨东北人民，扶植傀儡政权；实行“人肉开采”，用人命换经济；打断东北正常

的工业化进程，建立畸形的工业体系；消耗大量资源，严重破坏东北的生态环境。日本殖民统治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也严重影响和制约了东北经济的后续发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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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论”传递错误的史实和史观，误导日本民众，催生了中国的“精日”分子，在中日两国都产生消极影响。揭示这种错误论调的来龙去脉、历史根源、社会影响，有助于两

国人民客观认识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活动，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

【关键词】

日本右翼　“建设东北论”　伪满洲国　殖民统治

日本战败投降至今已经70余载，如何正确看待这场战争，一直是中日两国人民关注的重要问题。尽管事实清楚，但不时有一小撮日本右翼分子抛出所谓荒谬的“建设东北

论”，既误导部分日本民众，也获得中国少数“精日”分子的附和。客观评价近代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活动，传递正确的历史认识，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的

友好交往，也符合东亚各国历史“和解”的时代潮流。因此，批驳“建设东北论”，澄清历史事实，并和东亚各国“共有”正确的历史观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国内关于日本

右翼“建设东北论”的研究已取得部分成果，但全面系统深入剖析的专论却并不多见。本文是对近年来日本右翼“建设东北论”的一种回应，也是对笔者多年来从事伪满洲国

史研究的一个总结。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一、 “建设东北论”的提出及主要论调

1945年，日本归侨组织“满蒙同胞援护会”成立。1953年3月，该会理事会决定编写“满洲国兴亡”三部曲，至1971年全部出齐，分别为《满洲开发四十年史》（上、

下），《满洲国史》（总论、各论），《满蒙终战史》。该三部曲为战后日本研究伪满洲国史的“权威”著作，体量很大，受到日本学界不少人推崇。这套书虽然史料性强，

但充满美化侵略，为日本殖民扩张辩护的内容，其中大肆宣扬“建设东北论”，影响极其恶劣。

例如，《满洲开发四十年史》宣称：“在1945年8月，日本因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而将东北归还中国，此时东北过去的荒原已变成许多现代化都市，成为在东洋屈指可数

的拥有现代化工业的地区。在不到半个世纪的40年间，东北面貌一新，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这一急剧发展的根本原因，当然在于中国人民的辛勤劳动，而日本人的技术和努

力所起的主导作用也是历史事实。”“满铁使东北避免了中国本部的动荡不安，保持了这一地区的稳定与秩序，投放资本，振兴近代化工业，收容了困顿的当地人民”。显

然，此书将该时期东北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主要归功于日本。《满洲国史》妄言：“作为五族先导的日本青年，在满洲事变硝烟未散之际就东奔西走，谋求张氏政

权恶政下财政币制的重建。或是单身来到僻壤，安定民生，稳定治安；或是在未开发的深山中，献身于资源的调查和开发；或是因抗日游击队、瘟疫而殉国，这样的人不在少

数。这些有志同胞，无私奉献，将其拥有的全部才智、技术和创意都奉献给异国，努力建立近代国家，实现王道乐土。”其美化侵略的导向十分明显。《满蒙终战史》主要记

述120余万日侨撤离东北的状况，谬称：“日本民族在以大陆作为根据地的40年中，在以满铁经营为中心的25年中，以及在建设民族协和新国家的15年中，在资源开发、文

化繁荣等方面，克服了诸多困难，向建设王道乐土的目标迈进，并使汉满鲜蒙等各民族各得其所，享受和平的新生活。”“这些（指日本对中国东北的统治——引者注）因为

日本战败而被推翻，在满日本人名实俱毁，在这片他们倾注汗水和精力而铸就的国土上，作为侵略者和榨取者被驱逐出去”。该书一方面表现出对战败前后日本在东北的移民

陷入困境的同情，另一方面歌颂日本对“满洲建设”的所谓“贡献”，从而更突出日本民族的“无辜者”和“受害者”身份。

继“满洲国兴亡”三部曲之后，一批鼓吹“建设东北论”的著作陆续出版，也在日本社会产生一定影响力。如《满洲开拓史》和《满洲建国的梦与现实》。前者主要论述

日本在“满”移民问题，妄称“满洲开拓”是以实现“民族协和”为理想，以日本民族发展为目的的重大历史性事业；“满洲开拓”事业虽然以“悲惨”结果告终，但它扮演



了重要的历史角色，有重要历史意义。该书对日本“开拓民”的经历表示同情和惋惜，讴歌其所谓的“功绩”，为日本的侵略扩张辩护。后者鼓吹：“满洲”在日本的经济圈

内；在经济上，“满洲”与日本的关系比“满洲”与中国本部的关系更加密切；“满洲”的近代工业和近代化设施几乎都是日本人经营和运营的；满铁为“满洲”的近代化做

出重大贡献。此外，日本战犯古海忠之和片仓衷分别撰写了《难忘满洲国》和《回想的满洲国》，均属于粉饰日本对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回忆录。在此之后出版的伊东六十次

郎《满洲问题的历史》和历史研究委员会编《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也均持此种史观。

21世纪以来，“建设东北论”仍然不绝于耳。在日本活跃的台独分子黄文雄扬言：“日本进行的革命事业（即对外侵略战争——引者注）实现了东亚的近代化，使其成

为‘人居之地’。无论是台湾、朝鲜，还是满洲，从出生率、人口增长率和平均寿命等来看，都由于日本人在社会近代化方面的贡献而实现了飞跃式发展。至战败时，在中国

和东亚各地都已实现这种变化。日本对‘东亚解放’和‘东亚的安定与和平’都做出贡献，这同今天的东亚文明社会密切相关，是不能被忘记的。”黄文雄虽出生于中国台

湾，但长期留居日本，积极支持日本右翼，发表了一系列扭曲事实的论著，俨然成为日本右翼的同盟者和马前卒。日本蒙古史研究者宫胁淳子抱怨称：“1946年7月，日本人

的住宅被大连市大规模接收。同年12月开始遣送日本人回国，约有20万归国日本人的空房子被分发给中国人。”“战后的满洲占中国重工业生产的九成，以东北地方的国有

企业为中心，如大庆油田纯收益的90%上缴政府，销售额的60%作为税款上缴。这被称为‘东北现象’。满洲国的遗产被坐吃山空”。日本作家江宫隆之则吹嘘：儿玉源太郎

的“满洲经营论”是将“南满洲铁道”作为连接世界的铁道，通过它“发展”“满洲”经济，以“满洲”为中心建立新的“东亚共荣圈”；日本、中国、俄罗斯，甚至欧洲各

国都从经济方面参加进来，这关系到中国和亚洲各国的近代化。日本作家古田和辉称：“满洲国时代建立了高度发达的基础设施和重化工业，它们构成了后来支撑中国社会主

义经济的基础。”“满洲国时期发展的城市基础设施和产业至今仍作为中国的支柱而存在。虽然作为国家其发展可以中断，但作为在满洲生活的人们，其历史是不能中断的。

五族协和及王道乐土的口号也并非都是谎言”。

可见，在21世纪的今天，“建设东北论”仍然在日本大行其道，在社会上产生恶劣影响。这也说明，对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必须不断地进行有力回击，引导正确的舆论导

向，从而将消极影响降到最低。综合上述内容，“建设东北论”主要有以下三点论调：

（一）“解放”东北民族，建立“理想国家”

这种论调在战前就已出现，谬称“满洲”是“无主地”，东北各族人民在汉族军阀的统治之下过着苦难的生活，在日本的帮助下才获得“解放”，并建立“新国家”。

1931年1月，满铁调查课应关东军要求，发表了所谓“科学看待满蒙的对策”，鼓吹“满洲”在地理、历史、人种方面同中国本部不同，应该实行政治分离。为此，与其劳烦

日本政府之手，不如由在“满”日本人实施。如果“满洲”的治安发生混乱，要武装在“满”日本人和满铁社员；如果占领诸要地，应委托日本军队维持治安，建立“满蒙共

和国”。该论调还宣扬“满洲”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应放弃对“满洲”的领土要求，与日本合作共同扶植“满洲国”，从而割裂东北与中国的关系，为“满洲国”的“独

立”提供理论支撑。

战后，日本右翼分子继承了这一论调。独协大学教授中村粲为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辩护称：“满洲”不是中国领土，中国没有承认“满洲”是自己的一部分。山口重次宣

称：“满洲”在古代是和中国不同的地方，“至今残留的万里长城就是明显的证据”。“满洲建国实现了东北三千万民众的独立，满洲国是从各国的侵略中解放出来的独立国

家。在国内实现了各民族的和谐相处”。山口重次，曾任“满洲青年联盟”常任理事、伪满洲国协和会中央事务局次长、伪牡丹江省次长等职。饭泽重一狡辩道：“满洲国是

由日本人在满洲与当地原住民建立的浑然一体的理想国家，满洲建国运动目的单纯。”伊东六十次郎宣扬：“因为张氏父子的暴政，不仅日本人，东北三千万民众都饱受压



迫，极度困窘……东北三千万民众如果没有日本的帮助就不能过上和平的生活；日满协和不仅是道德上的希望，也是日中两民族在生存上面临的最重要的现实性问题。”“满

洲回顾集刊行会”吹嘘：“新兴的满洲国解决了众多矛盾，它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开发和建设。民族协和、王道乐土的理想熠熠生辉，它进行了科学的、有良心的、勇敢

的实践。”“在当时，满洲国是东亚的希望”。古海忠之则粉饰道：“在作为民族协和的近代理想国家的满洲国中，日本民族是其中的组成民族之一，也是其国民。在半封建

半殖民地社会之地（指中国东北——引者注），能够成功建立近代国家的民族，从素质、能力和经验来看，非日本民族莫属。当时参加满洲国建国的日本青年，将个人的名利

富贵置之度外，舍身来到满洲国，为实现建国理想而努力。”以上这些右翼分子和团体将入侵中国东北的日本人吹嘘成“解放者”的角色，将殖民地傀儡国美化成各民族和睦

共处的“理想国”，从而为日本的殖民侵略正名。

（二）为实现“经济繁荣”“贡献”重要力量

战后，一部分日本右翼分子将伪满时期甚至近代中国东北经济的发展归功于日本民族的所谓“贡献”。他们往往单纯罗列伪满经济指标的提高，忽视了指标背后日本对中

国东北人民的压榨、掠夺和中国人民的血汗、伤亡等关键问题。伊东六十次郎谬称：“日本民族努力实现满洲的近代化，取得满洲经济文化建设的成功，为亚洲复兴做出巨大

贡献。”“在广漠的不毛之地满洲，开拓新天地，建设铁道、电信、道路、矿山、大工厂等设施，这种实力是还未成为近代工业国家的清朝和中华民国所不具备的”。片仓衷

鼓吹：日本对“满洲国”“王道乐土的建设，民族协和的实现，人道主义的流露”，是亚洲安定的基石。“日本青年怀抱王道主义、民族协和的高尚理想，秉承人道主义，充

满热情地为满洲国的建设贡献血汗”。“满洲国通过北边防卫、产业开发和开拓政策实现了近代国家发展的飞跃”。中村粲吹捧道：“满洲事变使得满洲变得非常稳定，发展

速度是中国的好几倍。李顿调查团来满洲时都感到非常惊讶。”日本的《新历史教科书》甚至也公开宣称：“在五族协和、建设王道乐土的口号下，满洲国因日本重工业的进

入而实现经济发展，人口大量流入。”该教科书由日本右翼组织“新历史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编写，2005年通过了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查，这表明日本官方对其历史观和历

史叙述的认可。该教科书已被部分日本中学采用，其消极影响可想而知。上述日本右翼言论单方面屏蔽日本屠杀中国东北抗日武装和东北民众的事实，主要通过道听途说或只

言片语来断章取义，从而编造出与事实相反的结论。显然，日本右翼妄图通过吹嘘“满洲国”的“经济繁荣”支撑其殖民统治的合理性，表面上是谈经济问题，实则有明显的

政治误导性。

（三）“完备”工业体系，“奠定”发展基础

战后日本右翼还将新中国的工业成果安在日本侵略者的头上，谬称日本的殖民统治为新中国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满洲国史刊行会”称：“在短时期内，（满洲

国）忍受战争重压，在产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取得飞跃式发展，堪称近代史上的奇迹，甚至刺激了亚洲诸民族的独立，这也是现今中国发展的一大原动力。”日本甲级

战犯、曾任首相的岸信介谬称：“作为亚洲复兴的先驱，很多意气风发的日本青年渡海而来。他们在满洲建立了民族协和的理想国，开启满洲无限的宝库，整备物资，做好准

备，对抗欧美诸国。至今这些大量残留的设施、制度、技术和人才还被应用于中国的经济中。”黄文雄则提出一个“满洲国遗产”的概念，妄图将新中国的成绩嫁接在伪满洲

国的畸形政权上。他鼓吹：“满洲国留下了巨大的遗产……战后满洲占中国重工业生产的九成。经过三年内战，满洲国的遗产最终被中国共产党接收，并在其后成为支撑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基础。”右翼组织“满史会”主张：“日本人在极短时间内、在刚刚摆脱原始经济不久的满洲，建立起高产量的工业设施装备。由于战败，日本人又将付出巨大

精力建立起的这些设施和装备留在满洲。”上述论调都吹嘘新中国的工业发展是在“满洲国”基础上实现的，将东北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张冠李戴”在日本侵略者的头上，

无视中国人民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殖民地经济对新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二、 “建设东北论”的谬误

历史事实证明，“建设东北论”的上述三点论调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是日本右翼为侵略辩护的托词和遮羞布。伪满时期，日本对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实际状况如下：

（一）压榨东北各族人民，扶植傀儡政权

在中国东北生活着汉族、朝鲜族、蒙古族、满族等民族，对此，日本主要采取民族离间和分而治之的政策以达到殖民统治的目的。所谓“五族协和”实际上是以日本人为

核心的“五族协和”，日本人居于东北各民族的中心和指导地位。汉族在中国东北地区人数最多，日本对汉族的戒备心理也最重。为此，日本一方面拉拢汉奸，笼络一部分实

力阶层；另一方面，遏制和孤立汉族，挑拨其他民族同汉族的矛盾。满族也被日本视为劣等民族，但为了统治的需要，日本积极拉拢与清皇室有关系的满族人，让他们身居高

位，但并未给予实权。东北的朝鲜族很多是为了躲避日本对朝鲜的殖民统治而逃亡至此。日本通过东洋拓殖会社和“满鲜拓殖会社”帮助这些朝鲜农民夺取汉族的土地。“而

在被扶植过程中，朝鲜族农民遭受殖民会社的残酷剥夺。其结果又加剧了民族矛盾，使被剥夺土地的汉族或其他民族，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在某种程度上转嫁到朝鲜族身

上”。蒙古族也是居住在东北的主要民族。日本对蒙古族的基本政策是：“维护内蒙原有制度，利用蒙古王公贵族继续对蒙古族人民进行统治；离间蒙汉民族关系，竭力把蒙

古民族的彪悍性格利用于镇压反抗和对外侵略。”显然，日本要将蒙古族作为维护其统治的炮灰。

1932年3月9日，溥仪在关东军的导演下，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伪满洲国成立。次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就与溥仪秘密换文，文中规定：“满洲国”的“国防”由日本

承担，并由“满洲国”提供经费；“国防”需要的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委托给日本管理；“满洲国”对日军的设施予以援助，“满洲国”政府官员录用日本人，并由关

东军司令官推荐。9月15日，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武藤信义与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签订“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满”间历来的条约、协定等，并赋予日本在东北驻兵之权。

此外，《满洲国指导方针要纲》《对满洲国根本观念的确立》等文件都反映了日本全面控制中国东北的企图，它们如同一条条绞索将东北完全束缚。

在上述文件的基础上，伪满洲国实行总务厅中心制（后改为次长中心制），日本人通过“中央”一级的总务厅厅长（后为次长）和地方的次长，副省、市、县长直接掌

权，甚至在有些地方，日本官吏撕去伪装直接担任主官。此外，日本还通过“协和会”宣传所谓“建国精神”“万邦协和”等思想，麻痹中国民众，配合伪满政府的统

治。“协和会”在成立之初，就被日本牢牢控制，其主要官员都由汉奸或日本人担任。1936年底，“协和会”中央机构和伪满洲国的“中央政权”开始实行“二位一体

制”，即由伪满政府官员兼任“协和会”中央机构的职务。至伪满后期，各地伪省长、副省长兼任省“协和会”本部长、副本部长；伪县长、副县长兼任县“协和会”本部

长、副本部长。日本通过占据这些重要官职，保证了对伪满洲国的全面控制。

（二）实行“人肉开采”，用人命换经济

伪满洲国虚高的工业指标背后是中国劳工的大量伤亡。从1937年开始，日本把在中国东北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掠夺，其主要表现是推行“产业五年计划”“北边振兴计

划”“百万户移民计划”三政策。“产业五年计划”和“北边振兴计划”是日本为最大限度掠夺东北资源以支撑其对外侵略战争而制定的庞大的工业计划。为实施这些计划，

日本指使伪满当局通过《国家总动员法》《劳动统制法》《劳动新体制要纲》等，确立“国民皆劳”的新体制，大量征集东北人民作为劳工。尤其在伪满后期，物资紧缺、资

金不足、交通不便等因素都影响生产，日伪当局加大人员投入，强制征集劳工，甚至不计伤亡，力图维持产量。



在丰满水电站，1937年至1941年，被杀害的工人有1913人，病死者有3684人，因劳动事故死亡者有424人，合计死亡6021人。1954年，日本战犯野奇茂作和金泽武文

供称，丰满劳工在伪满期间死亡至少6500余人，可见实际数字只多不少。在抚顺煤矿，据日方统计，1907年至1931年，共死亡4295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国人。且这一统

计只包括在籍者，而抚顺煤矿的采掘工多是非在籍工人。可见，统计数字要远小于实际死亡数。1931年至1942年，抚顺煤矿死伤工人合计9981人，其中日本人793人，中国

人9188人，中国人死亡303人，日本人死亡仅6人。另据不完全统计，1905年3月到1945年8月的40年中，抚顺煤矿的中国矿工因矿山事故死亡与伤残者，共达23万人之多。

这个数字还不包括因虐杀、过度劳累、营养不良而死亡的数以万计的中国矿工及其家属。

据曾任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长官的武部六藏战后供认：“因为军事工程的劳务管理太差，经常发生伤亡事故。在我的记忆中，最悲惨的一件事故就是1943年兴安岭军

事工程中，4万劳工中发生了病死3000人的事情。”古海忠之则供述：“1943年在本溪湖煤矿，发生了瓦斯大爆炸，夺取了1800多名劳工的生命。1944年关东军直辖工程，

即兴安岭筑城工程中，发生了死亡6000名劳工的事件。同年，伪满交通部直辖工程，即改修穆兴水路工程中，发生了死亡1700人的事件。”曾任伪滨江省省长的于镜涛也供

认：“1941年，武部六藏和古海忠之等制定了《劳务新体制确立要纲》。我根据这个要纲，每年在滨江省强征劳工约6万人，分别送到工厂、矿山，或修飞机场、军用道路、

部队营房。”“因为饥寒、劳累过度、缺乏卫生医疗设施，劳工死亡率达到20%左右”。曾任伪吉林省省长的阎传绂回忆：1942年吉林省分摊劳工约有五六万人，“由各

市、县分别摊派，逐家强迫供出”。“由于就劳条件不好，使劳工死亡很多。吉林省派出的劳工没有回来的约占20%，5万人当中就有1万人回不来”。可见，这些大型工程

强制征用大量劳工，且由于工作条件恶劣，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措施，劳工死亡率极高。

正是由于日伪当局采取这种用人命换经济，视人命如草芥的政策，虽然经济指标获得一定程度的增长，但造成大量伤亡，至今在东北各地还留有多处掩埋死难劳工的“万

人坑”，如抚顺煤矿万人坑、鹤岗东山万人坑、丰满万人坑、大石桥万人坑、鸡西煤矿万人坑、大栗子铁矿万人坑等。1968年10月，鹤岗东山万人坑的一角被掘开，在长10

米、宽8米、深2.5米的坑内，堆积着死难者的尸骨千余具。这些万人坑里的斑斑血迹和累累白骨，记载着中国东北劳动人民的苦难历史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

日本右翼只吹嘘日本在伪满洲国制造的虚高的经济指标，而忽视背后中国民众不计其数的伤亡和无以言喻的苦难，只能说是道德沦丧和人性泯灭。

（三）打断工业化进程，建立畸形体系

近代以来，东北逐渐形成了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共同发展的局面。官僚资本以东三省兵工厂、东北大学工厂、皇姑屯铁路工厂、奉天迫击炮厂为代表。以东三省兵工厂为

例，厂内分成枪弹、炮弹、枪厂、药厂、铸造、火具、兵器、造币厂等10余个分工厂。1930年底，共有技师约106人，工人8000余人。民族资本以大亨铁工厂和顺兴铁工厂

为代表。1930年春，大亨铁工厂股东大会决定改组扩建工厂。“该厂财产总计约100万元，年工资支出10万余元。由民国13年至18年共得红利60万元”。在九一八事变前，

东北的矿业、面粉、制油、制酒、纺织、电业等行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奉系军阀、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也修建了一批铁路。“自1921年2月至1931年9月，使用本国资金和

技术修建的铁路营运里程共计1521.7公里”。这一时期，东北地区逐渐形成了一批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如沈阳、大连、哈尔滨、长春等。总之，至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已经建

立起初具规模的近代化工业格局。历史虽然不能假设，但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可以断定的是，东北的近代化工业格局已经步入正轨，并朝良性方向发展。但值此之际，

日本通过九一八事变占领整个东北，强行打断东北原有的近代化进程，并将整个东北的民族工业体系纳入其统制范围内，建立起畸形的殖民地工业体系。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东北工业是日本工业的附庸，是典型的殖民地工业。伪满洲国的工业体系被迫作为日本战争机器上的有力链条而高速运转。在这种工业体系下，东

北本地工厂主要生产半成品或低级品，工人多从事体力劳动或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工作，不利于东北自身经济的发展。根据1940年《昭和制钢所调查月报》的调查，当时伪满



洲国除生铁、钢锭、大钢坯、小钢坯、钢板坯等半成品外，只能生产圆钢、方钢、平钢、钢轨、钢板（中薄板）、镀锌铁板、线材以及钉类、钢管等，而且多是粗制品，精密

的产品必须全部依靠进口。昭和制钢所生产结构的殖民地工业性质表现在，“设备能力方面的铁大于钢和钢多于材。这种畸形的生产结构与日本国内钢铁工业的轧钢能力大于

炼钢和炼钢能力高于炼铁的情况截然相反。其用心在于把中国东北地区的钢铁原料及半成品运回日本国内进行再加工，为发动侵略战争和提供钢铁产品出口的竞争能力服

务”。可见，伪满洲国的工业体系主要是配合日本工业发展的需要，缺乏独立生产和自主创新的能力。

不仅如此，日本人还严格控制各项技术，仅让中国人从事体力劳动或缺乏技术含量的工作。在抚顺东制油厂，“厂长由日本人白石担任，行政管理工作和全部技术工作均

由日本人负责”。在抚顺石炭液化厂，“从厂长、系主任直到班长全由日本人担任，厂里的重要岗位都由日本人看管，中国工人只能干脏活累活。遇到检修压缩机、循环泵等

设备，根本不让中国人在场”。在沙河口铁道工场，“技术工作全部由日本人掌握，中国工人只能从事繁重苦累的劳动和辅助工作”。由于日本人垄断了核心技术，日本战败

投降后，很多技术性工作中国工人无法承担，只能不断摸索和尝试，使战后重建面临诸多困难。

（四）消耗大量资源，破坏生态环境

伪满时期，日本一直处于对外侵略扩张的状态，战争资源消耗量巨大。为维护其殖民统治，日本采取“以战养战”和“当地调办主义”政策，竭力掠夺当地资源。中国东

北的资源多被作为战争物资而不是当地建设物资消耗掉，客观上成为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和维护殖民统治的基础，与当地经济发展关系不大。在这些资源中，很大一部分属

于不可再生资源，包括煤、铁、铝、铜、锌、锡、黄金、白银、页岩油、石墨、石灰石、耐火粘土等。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存量的减少必然阻碍东北后续的经济发展。以煤炭工

业为例，伪满时期东北的煤炭主要供应给关东军、伪满政府、日本企业，极少用于民需，还有大量煤炭被输往日本。例如，1937年煤炭对日输出量占东北对外输出煤总量的

73.37%，1940年为72.57%。以石油工业为例，从1930年至1945年，抚顺西制油厂生产的重油，“满铁”自用占4.5%，当地销售占3.4%，提供给日本海军占92.1%。“满

洲人造石油株式会社吉林工厂”生产的石油产品，大部分被售与驻四平的日本陆军第九四五部队，加工制造陆军用燃料。以金属矿产为例，铅矿方面，1940年以后，在杨家

杖子、青杖子、岫岩等地实施紧急增产，铅年产量约3000吨，卖给日本海军作为蓄电池用。白金方面，“根据日本的紧急要求，1944至1945年在国内开展了白金特别回收，

并把收回的白金送交日本”。硅石方面，“日满商事株式会社”1937年度在“满洲”销售硅石300吨，在日本内地销售硅石2108吨，合计2408吨，在日本的销售量占总量的

87.5%。日本对资源的采掘是不加保护的、破坏性的，严重损害了东北的资源结构。古海忠之战后曾供认：“对抚顺煤，第二次五年计划拟定了1500万吨的指标，每年强行

进行破坏性的采掘，特别是露天矿来不及剥离表面，适当的倾斜度12度，恶化到18度，走上了逐年减产的道路。”这种掠夺性的开采造成采剥比率失调，以致产量锐减。战

后很多煤矿只能关闭封存或投入巨资进行修复。林业方面，仅在1936年至1938年的3年间，各伪营林署就生产各种木材653万立方米，而对于成林抚育、防治森林病虫害等工

作则基本没有进行。显然，这是对林木的滥砍滥伐。

日本的殖民统治还改变了东北的地理地貌，破坏了生态环境。1926年，日本在抚顺千金寨采煤，“将浑河靠南岸边流水处，运土高垫，逼水北滚，复以其挖砂机械迁移

河北，侵挖北岸沙土引水北流，岂知北岸尚有县城村会纳粮公地，并有多户民田均被河水冲没”。1928年6月末，千金寨遭遇大雨和冰雹，因日本的过度开采导致抚顺全市下

陷，对中国居民的生存环境造成严重破坏。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粮食需求更加紧迫。为解决粮食问题，伪满政府制订《紧急农地造成计划》，修水库、造水

田、强占大量土地。“为了修建水库，凡是被划入水没线的村庄、田地均被淹没。据统计，这次被淹没的村子48个；受害居民1840户，10230人；耕地淹没2万多垧。以上受

害的村子中，最严重的是赫尔苏街，这个村子共有居民630户，耕地120垧，房屋1213间，均被水淹没。该村现在已成水库底了”。由于日伪当局的强力推进，很多平民无家

可归，被迫背井离乡，昔日的良田屋舍变成泽国。在林业方面，1929年东北森林面积为3646.1万公顷，林木蓄积量为42.041亿立方米，到1942年东北森林面积降至3047.1万



公顷，林木蓄积量减少到37.36亿立方米。对森林的滥砍滥伐造成资源损耗和水土流失。以上这些地理地貌的改变没有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而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掠夺资源，

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助力。

三、 “建设东北论”的不良影响

战后日本右翼分子不时鼓吹“建设东北论”，甚至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中也写进相关内容，对两国民众尤其是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这不利于形成历史“和解”，更违背

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时代潮流。

（一）误导日本青少年，传播错误史观

战后出生的日本人没有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这场战争缺乏切身感受。他们主要通过长辈的口耳相传，以及新闻媒体、文章著作等媒介了解战争。而日本右翼分子不断

宣扬“建设东北论”等错误史观，美化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和统治。他们之中不乏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学者、名人。如中村粲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后为独协大学教

授，著有《日本辩护论》《为了学生的大东亚战争史》（全4卷）、《走向大东亚战争之路》等不少肯定侵略战争的作品。总山孝雄是日本学士院会员、东京医科牙科大学教

授。他声称：“自从日俄战争以来，有色人种都想依靠日本从殖民地中获得解放。”“大东亚战争不是日本人为了侵略而发起的，而是被白人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站起

来”。“此时，日本是想解放亚洲”。西尾干二是东京大学博士，电气通信大学教授，日本第十四届中央教育审议会委员，是坚持“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学者中比较活跃的一

位，也是篡改历史教科书的主将。他认为，日本“自明治以来实行的近代化过程中发生的谋求亚洲解放的独立战争，是一种反近代、反西欧的战争，因此与德国的战争稍有不

同”。1996年12月，他曾组织“编写新的历史教科书会”，并任会长。小堀桂一郎是明星大学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经常活跃于偏右翼的《产经新闻》所属《正论》和

《文艺春秋》所属《诸君》等杂志上。他宣称：日本自认是他国领土的掠夺者，实在是不幸，事变进行过程中日本军确实军事占领了各地，但那是战斗的必然结果，没有掠夺

（他国）领土的性质，更重要的是，日本没有掠取（他国）领土的意图。前述“台独”分子黄文雄，是拓殖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客座教授，曾任“日本台湾同乡会”会长等

职。这些人著书立说，门徒众多，影响很大。日本青少年往往为他们的身份和地位所误导，盲目听从，信以为真。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发展，而日本经济逐渐低迷，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日本。这些都对日本国民的内心感受造成影响，导致“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大行其

道。“建设东北论”与“中国威胁论”相呼应，满足一部分日本人丑化中国、疏离两国国民感情的现实需要。可以说，这也是“建设东北论”在日本存在的时代背景。

（二）滋生“精日”分子，使其误入歧途

“精日”即“精神日本人”的简称，这部分人在精神上向往日本文化和历史，极端崇拜日本军国主义，努力为日本对外侵略所犯的罪恶进行辩解和粉饰，甚至厌弃自己非

日籍的身份，仇恨和蔑视本民族，在精神上将自己等同于日本人。该人群主要分布于中、韩等国，在中国多以青少年为主。其表现为迷恋二战时期日军制服、诋毁抗日英雄、

为日本侵略中国辩解、在敏感时间和地点身着和服、过分宣扬日本文化等。这些人为表达对日本的尊崇，甚至不惜掩盖历史事实、伤害民族感情、歪曲历史记忆、亵渎民族尊

严。比“精日”恶劣程度稍低的是“哈日”，“哈日”指的是盲目崇拜、复制日本流行文化的人群。这部分人往往有崇洋媚外的心理，过分迷信日本文化，贬低中国传统文

化，如果任其发展，也会滋长为“精日”。



“建设东北论”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精日”分子极端崇拜日本的需要。借助这一理论，“精日”分子多将“侵略”说成“解放”，将“掠夺”说成“开发”，将“压

迫”说成“建设”。同时，过分渲染日本侵略东北期间建立的工业体系和经济模式，吹嘘其在新中国建设期间的基础性作用。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和价值观为“精日”分子提供

了崇日、媚日的借口和依据，也导致“精日”分子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陷入违反中国法律的境地。2018年4月27日，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

法》，其中第27条规定：亵渎、否定英雄烈士事迹和精神，宣扬、美化侵略战争和侵略行为，寻衅滋事，扰乱公共秩序，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

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法律以立法形式对英雄烈士进行保护，有力打击了“精日”分子。

结　语

马克思在评价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时指出：“英国的工业巨头们之所以愿意在印度修筑铁路，完全是为了要降低他们工厂所需要的棉花和其他原料的价格。”“如果你

想在一个幅员广大的国家维持一个铁路网，那你就不能不在这个国家里把铁路交通日常急需的各种生产过程都建立起来。这样一来也必然要在那些与铁路没有直接关系的工业

部门里应用机器”。在此，马克思认为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充当了一个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诚然，日本在殖民统治东北期间，开办了一些工厂，铺设了一些铁路，修建了

一些建筑，但日本对中国东北殖民统治的残酷性和掠夺性远非英国对印度的统治所能比。伪满时期，日本剥夺东北各民族的政治自由，建立起完全由日本人控制的傀儡国家；

实行“人肉开采”，强征大量中国劳工在工厂、矿厂劳作，只追求产量增加，罔顾中国劳工死活。至今在中国东北各地的万人坑即是其残酷压榨中国劳工的历史见证。在清末

民国时期，东北的工业体系已逐渐步入近代化正轨，但因九一八事变被日本强行纳入其统治范围之内，建立起畸形的殖民地工业体系。日本还采取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经济

掠夺政策，消耗了大量资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资源，改变了东北的地理地貌，破坏了东北的生态环境，成为东北经济后续发展的严重阻碍。日本的殖民统治作为历史的不自觉

的工具固然存在，但鉴于其给东北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和对东北后续经济发展的恶劣影响，这种所谓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也是微不足道、不值得一提的。这些伪满时期的工

厂、矿厂、铁路、水库、基础设施等，都浸透着中国人民的血汗和泪水，甚至是用无数中国人民的宝贵生命换来的。总之，“建设东北论”完全是战后日本右翼美化侵略和混

淆视听的一种错误史观，是包藏政治阴谋的彻头彻尾的谬论，对它必须进行深入剖析和严厉批判。这既可以揭露历史真相，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也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根本利

益。

（文章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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