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民族博大胸怀的历虫见证

一一葫芦岛日侨遣返的回顾与思考

张志坤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取得最后胜利。 9 月 2 日，日本对盟国的投降协定在东京湾美国

密苏里号军舰上签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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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出遣返安

排。 而葫芦岛百万日侨遣返，则是中国战区日侨俘遣返的重要组

成部分。

战后，滞留在海外的日本人约有 660 万人，其中军人及军属

330 万人 ， 民间人士 330 余万人 。 仅中国战区就有日侨 2∞余万

人，日俘 194 万余人(包括被押往苏联的 47 万余人) 。 为解决

中国战区日侨俘遣返问题. 1945 年 9 月 29 日，重庆中美联合参

谋会议，向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提出备忘录，要求其"尽快制定

遣送日人计划..并指出..为中国战区接收苏俄之责任，则东

北区日人之遣送，当于中国本部遣送完毕后开始。 .. 10 月 25 日，

中美在上海召开第一次遣送日侨俘会议，原则上确定将滞留在各

战区的所有日侨俘一律有组织地遣返回日本。 同时，制订了

《中国战区日本官兵与侨民遣送归国计划上 规定:中国战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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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侨俘遣返按照先关内后关外 、 分期分批、中国政府负责陆路向

港口集中与输送、美军组织船只负责海上输送的办法施行，并于

1946 年底全部遣送完毕 。 1946 年 1 月 5 日，中美在上海召开第

二次遣送日侨俘会议，对东北日侨俘遣返作出实质性的安排与部

署。 美军总部日侨俘遣送组长魏待曼上校提出"关于满洲之组

织，至少需使用两港口，其一预计为葫芦岛，者获得允许，另一

港将为大连。 尤有选者，吾人希望于沈阳成立一美军输送总部，

该地区亦需有一中国之机构。 华军(指东北民主联军-一引者

注)于哈尔滨 、 长春及齐齐哈尔，亦需设立遣送队，傅使日人

按时自内地移至港口区，实为必要。 此等机构准备于 4 月 I 日左

右开始工作，不得迟于 5 月 1 日 。 吾人必须于此等机构造人满洲

之前，获得关于满洲之充分侦察与情报。 无论如何，目前必须采

取步骤，选择需于 4 月 1 日左右进入满洲之司令官，并组织是种

机构。"①这样，在上海、天津、青岛、连云港等地日侨俘遣返

基本结束后 ， 东北日侨遣返被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当时，东北的政治局势非常复杂，国共双方争夺激烈，军事

摩擦不断。 国民党军队控制的沈阳 、 长春及周边城市，有日本侨

民 80 余万人 s 共产党军队控制的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

佳木斯、吉林、延吉 、 安东(今丹东)等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

有日本侨民 30 余万人;还有苏军控制的大连地区.有日本侨民

27 万余人。 东北日侨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侨居时间早 。 日本军

国主义为推行"大陆"政策，变东北为其殖民地，长期实施移

民侵略政策。 早在 1905 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即开始有计划

地向"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移民，到 1930 年.共移民 215643

人。二是侨民敛量多。 1931 年九一八事变.日本武装占领东北.

其移民规模不断扩大，截至 1944 年 9 月，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侨

民人数达到 1662234 人 。 从战败投降到遣返前夕，东北日侨除先

① {遣量日侨悍归国有韭矗规汇篝) .中国陆军且司令部'二处捕.第 35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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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回国和死亡者外，尚有 145 万人.约占中国战区全部日侨的四

分之三。 三是分布范围广 。 东北日侨大部分滞留于大中城市，还

有相当部分集中在中小城镇和偏远农衬以及内蒙古东部地区 。 四

是处境困难。 日本战败投降后，分散在东北各地的日本移民，在

缺少军队保护的惊恐状态下，从四面八方向东北内地逃亡，当他

们扶老携幼，长途跋涉，到达哈尔滨、长春、沈阳时，绝大部分

成为衣食元着的难民，住进设在当地的难民收容所;一些偏远地

区的日本移民在逃难途中被地方收容所收留越冬 。 对于日本侨民

的困镜，长春日侨会在 1945 年 9 月 2 日发给东京的电报中说:

"眼看冬季将临，约 80 万难民拥挤在南满一带，无食物 ， 无住

处，元钱，陷入绝境 。"所以，东北日侨之遣返，较之关内，更

具有地域上的广泛性、时间上的紧迫性、任务上的繁重性和组织

上的复杂性 。

为了顺利完成东北日侨遣返任务，切实做到统一部署和协调

行动. 1946 年 1 月 10 日， 军事三人会议(中共代表周恩来、美

国代表马歇尔 、 国民党代表张群)商定，设立北平军事调处执

行部三人小组(共产党代表叶剑英 、 国民党代表郑介民 、 美国

代表罗伯逊) .负责东北日侨遣返的总体部署，具体遣返工作由

国民党东北行辍和东北民主联军组织实施。 军调部三人小组决

定( 1 )尽快成立遣送日人机构 (2 )除安东日侨 7. 5 万人由

东北民主联军负责组织，陆路经朝鲜 、 海路从鸭绿江口登船，大

连日侨 27 万人由苏军负责径直遣送外，在东北的其余日侨，无

论是国民党控制 区的.还是共产党控制区的，全部经葫芦岛遣

返 (3) 自 1946 年 5 月初开始，先输送国民党控制区的日侨.

由国民党东北行辙负责组织实施; (的对于共产党控制区的日

侨，由东北民主联军负责集中，从当年 8 月开始.在陶赖昭、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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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两地移交国民党当局，再向葫芦岛港口输送。 根据此部署，在

国民党控制区，成立东北行辙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和副处

长刘佩伟、齐云阶、彭克复都是少将级 ， 其他各市县均设立日侨

俘管理所，所长囱当地军政主官担任。 同时，还制定了《国民

党东北行辙日侨俘管理处遣送日侨计划}①，并出版日文{东北

导报}I%>，刊登{遣送便览}和有关遣返的消息。

根据{国民党东北行镶日侨俘管理处遣送日侨计划} 规定，

具体安排如下:

一是如l定地区。 第一地区以锦州为中心，包括新锦西、朝

阳、阜新和盘山等县市 5 第二地区以沈阳为中心.包括新民 、 鞍

山 、 本溪 、 抚顺 、 彰武等县市;第三地区以四平为中心，包括辽

源、通化和通辽等县市;第四地区以长春为中心，包括吉林 、 舒

兰和德惠等县市;第五地区以营口为中心，包括海城和凤城等县

市。

二是设置待运集中营。在各县、市中由本处分派人员请当地

驻军和地方政府批定地点建立待运集中营。

三是成立日侨联络处。除在沈阳成立日侨联络总处外.另在

各县 、 市成立联络分处.由本处分别派员到各地选定日侨知名人

士 5 至 7 人组成，总联络处直接由管理处选定 15 至 20 人组成。

专管传达有关遣送规定，按期汇报集中待运日侨情况，编组遣送

队伍，代发给养和进行医疗等工作。

四是编组细则 。 为了便利目侨和减少途中困难，以保全家老

小一同遣送为准则，以数家组成一个小队，人数 30 人左右 。 没

① 李-业 {遭量草北目骨悍的回忆)， (文史暨料埠.)第 91 辑，中国文史

出版社 ， 1但 162 - 163 页 .

1%> (革北导报)，国民盘京北行辙日骨悍曹理处刊印 ， I归6 年 3 月 7 日监行，

为目主 4 版 1I、掘，每 3 日刊出 1 期， 1/..5月 6 日开始西为日报， 一直刊行到

1947 年 9 月 5 日，共出版 498 期 。 棋擂刊噩菁英日侨悍遭遇规定且相是捐

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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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庭的单人，可自愿结合 J 老弱病残与青壮年搭配，以便照

顾。三个小队组成一个中队， 三个中队组成一个大队，以大队为

单位，分期分批遣送。

五是遣送顺序。 按第一、二、三、 四 、 五等地区排列 。 每次

遣送的人数，按管理处当时集中火车多少，通知各地联络处按时

运送，不准争先恐后，扰乱秩序 。

六是设立终点转运站 。 以锦西为终点转运站，保持经常有 3

万人左右作为预备队，以便葫芦岛船只-到，不误船期转运出

港。 同时设立临时医院，除内科外，另设妇产科并保证足够的病

床。

七是遣送对象。 凡散在东北的日本人，无论是侨民或是战

俘，以全部遣送回日为原则。日本妇女，凡在投降后与中国人结

婚的一律遣送，不准暗藏;凡在投降前与中国人同居或结婚的，

特别是已有子女的人，按其志愿经当地政府批准者，暂不遣送 ，

而未经批准者则不准窝藏，一律遣返 。 凡持有政府留用证明的日

侨科技人员，暂不遣送。 凡有重病未愈者，暂留锦西医院治疗，

待最后-次轮船遣送。

八是出港人数。 为了加速遣送，在葫芦岛尽可能保持每日能

出港 1 万至1. 5 万人。

九是其他有关遣送细则，另按政府法令和管理处临时规定办

理。

与此同时，国民党东北行辍日侨俘管理处还编制了{东北

各地日侨俘遣送计划表〉①。

1946 年 5 月 7 日傍晚，随着两箴载运遣返日侨 2489 人的轮

船鸣响汽笛，葫芦岛日侨大遣返拉开了序幕。 在锦州、盘铺、阜

新地区 55∞0 名目侨先行遣返后，沈阳 、 鞍山、抚顺、本漠 、 四

平、公主岭 、长春 、辽源等国民党控制区日侨遣返工作依次展

① {革北地区日韩俘遭遇计划理}原件藏于辽宁省档章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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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日侨悸遣送计划襄

期别 地 区 日侨人世 所需草帽 期别 地 E 日骨λ量 所需丰辆

" 州 目锁，。 631 ' E 1000 12 

阉 精 1扭曲 124 咕靠自E 145锁，。 1812 

赣 山 7侃"。 967 量达 5田 6 
'一辆 '三期

阿精辽 阳 16剧页。 172 5似lO 62 

t 阳 215饥lO 2161 凤凰城 1仪lO Il 

'在峙 】创lOO 163 查.， 75侃lO 938 

开原 叹曰0 108 开开咕草 4创lOO 500 

四 平 22以泪。 226 梅撞Ij( 1αm Il 

仕主峙 15创lO 188 宁矗地区 7四川。 88 

* 唱F 205αm 2574 lt 安 6000 75 

本提 15创M 179 桂花江 12侃泊 150 

抚顺 8民陆。 735 '四期 佳木斯 15回 19 

事二期 辽 摞 1创lOO 125 勃利、林口 10∞ 12 

吉林 31例lO 388 牡丹江 5侃刻。 62 

拉法 6时加。 62 图佳线 5创lO 62 

幢化 4侃" 60 理事 2侃到D 25 

踵 吉 7侃" 83 通化 55创lO 688 

图 fn 40佣 42 大量 2700咽

'五期
E围店 1创lOO

开，截至 8 月 20 日，共遣返日侨 93 批 560485 人，占国民党控

制区日侨总徽的 62% 。 接照预定计划，从 8 月 21 日起，重点遣

返东北民主联军控制区的日侨。

在国民党东北行辙日侨俘管理处成立的同时，在共产党控制

区也成立了由李敏然(李立三)为处长的东北民主联军遣送日

人办事处及其相关机构。 1946 年 4 月，国民党东北行辙军调部

与驻沈阳的中共代表饶漱石、伍修权商定，由军事调处执行部美

方代表遣送官贝尔上校赴哈尔滨与东北民主联军遣送日人办事处

处长李敏然共同研究共产党控制区日侨遣返事宜。 双方很快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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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议，并草签了 {遣送东北中共管制区日人之协定书}①:

( 1 )保障遣送日人之安全与福利，政府方面与中共方面同意

下列各项 A 遣送期间及当日人行经中共及政府方面之前线时，

所有军事冲突均应停止。 B.双方同意任何一方面不得利用遣送过

程向对方进兵，并不得在以遣送为目的之地区及其附近，新构筑

障碍物、阻路工事及调堡，更不得利用为履行遣送条约所需之设

备(如车辆 、 船只等) .作为军事之用。 C 保证日人自所在地出

发，至葫芦岛登船，沿途不受到强奸、掠夺、侵犯、抢劫、勒索、

恐吓或其他任何不法举动，其生命财产不受到侵犯。 凡日人行经处

之当地指挥官应负保护之责，凡有违犯上列条款者，需从严处罚之。

( 2) 争执之解决。双方同意无论发生任何争执.都不得妨

碍或迟误遣送日人事宜。 如关于遣送事务之争执发生时.第三十

二执行小组将为拉法城区之调处机构，第三十四小组为松花江北

岸桥头堡地区之调处机构，并应驻沈美联络官之要求，随时协助

促进松花江上之摆渡事宜。 如于该桥头堡以北发生遣送上之争执

时，概由三十五小组处理之，但于必要时，第三十四与第三十五

两小组得会同处理之。

(3) A. 日人之运送 : 每日由哈尔滨及其附近运送 75∞人至

松花江，因松花江北岸不能设置营舍 ， 政府方面应保证供给(第

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小组负责监督第-条 B 项之执行)充分

之船只，使每日运到松花江之日人当日渡过。 B.为保证东北所有

日人于 9 月 30 日以前遣送完毕起见，中共与政府双方应协力将现

在松花江以北之日人于 9 月 m 日或 9 月 20 日以前完全遣送之江南。

(的中共方面应负之责任 A 于陶赖昭及拉法设立办事处，

督查遣送事宜。 B.按下列日期表，由铁路自哈尔滨及其附近区域

至松花江北岸遣送日人 8 月 20 日. 25∞名 8 月 2 1 日. 5(阴

名;由 8 月 22 日起，至运送完毕，每日 75∞名 。 又由 8 月 21 日

① 《遭遇草北中共管制E 日人之协定书) .原件存辽宁省挡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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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自哈尔滨至拉法，每日运送 25∞名 。 C 运送车辆，可用敝车

及闷子车(货车) ，如用平车，必须钉高可三尺之木板.每车厢内

不得装载超过 70 人。 D. 自下火车至江岸上船之道路应加改善，

使老幼及携带重量之日人便于行走。 E 保证准备充分之配给，使

日人得以购采，于离晗时每人携带一天干粮，渡江后囱政府补给，

日人自备者不受限制。 F. ①负责选择自中共至长春之路线;②决

定采取路线如下.所有齐齐哈尔、北安 、 佳木斯、牡丹江、松江

之日人经过哈尔滨运送;在延吉之日人运至拉法:在通化之日人

运至梅河口;在安东之日人运至本溪朔。 G. 将需乘病院船之日人

总数、其居住地及分类(即需人抬或辅行)通知驻哈之美方联络

宵。 H. 将每日自中共区运出之日人数字及其区域通知美方驻哈

联络官。 1.在未得葫芦岛港口病院船人港之消息以前，且勿遣

送病人(参阅第六条 A 项)， J. 凡病人所乘之车辆必须闷子车及

比较合理之车位，每个病人抵可随带侍妒人一名，切病人包括

轻病者均必须乘用病人遣送车 。

(5 )政府方面应负之责任 : A 于松花江及拉法设立办事

处，督查遣送事宜。 B.自铁道至江边登船处，筑一至少六尺宽

之行人道，以利步行而免迟误。 C. 每日至少供给船只 l∞鲤或相

当数量及船夫，以便每日运送带行李之 75∞人渡过松花江，每船

至少载 10 人及船夫二人，并随时将运输数量经三十四小组通知驻

哈美联络宵。 D. 于松花江北岸铁桥附近建筑登船点，每次摆渡至

少客船 30 只，于江南岸铁桥之西建筑下船点，使 30 只船所载之

日人便于下船。 E. 派相当数量有经验之人员管理渡江，以臻完善

而免迟误(注:每船装载 10 人，每小时往返一次，于每三小时内

疲 25∞人.这需船 84 箴) ， F 自松花江南岸下船处接运办送及协

助日人登车。 G. 按照第四条 c 项所开，供给每列车能运 25∞人

之车辆，自松花江南运时间如下:上午 12 时:下午 3 时;下午

6 时。 8 月 20 日开一列车至下午 3 时到这。 H 为尽量利用渡船

渡人起见，凡去锦州港区所需之燃薪，由政府方面在松花江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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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长春预备之。 1 于松花江南岸迄锦州应设置饮水点，以供饮水

或作煮开水之设备。 J.保证中共区内遣送之日人获得与政府区内

之日人同样之待遇、补给及津贴。 K 政府方面经驻哈美联络官供

给中共方面遣送经费如下:①日人运输费:东北流通券 5【朋万

元;②遣送行政费:东北流通券 10∞万元。

(6) A. 葫港美方遣送官设法于 B 月 29 日前后备妥病院船两

艘，到达港口并依照哈市中共遣送当局之通告，随时供给所需病

院船。 B 该遣送官并由驻日美军最高司令部运来充分注射血清，

由驻沈美联络官及驻哈美联络官分发日侨善后联络处，以便为遣

送中之日人注射。

1946 年 7 月 25 日，应国民党东北行辘之邀，李敏然率民主

联军代表团，乘坐美军派往哈尔滨的专机飞抵沈阳，就遣返共产

党控制区日侨问题与国民党当局进行磋商。 双方在确认 《遣送

东北中共管制区日人之协定书} 的前提下，对日侨交接地点 、

应遭人数、所需经费、交接人员组成等达成协议。 第二天，李敏

然乘美军专机回哈，临行时，东北行辍日侨俘管理处财务组长王

尔纯将装有 6ω0 万元流通券的箱子交给中共代表团。 8 月 20

日，松花江以北中共地区之日侨正式开始起运。 B 月 27 日，吉

林省政府和吉林军区对吉东地区的日侨俘遣返工作认真进行部

署，并发布了"关于遣送日侨日俘之联合命令"矶

为按时完成遣送日侨日俘工作 ， 省府与军区特作如下决定

甲:关于遣送日侨日俘具体办法

(1)日侨日俘之遣送工作，在可能范围内，应尽量按照协

定中之规定做，力避在形式上被美国或国民党方面有所藉口 。 遣

送日期各地接命令后，立即分批开始遣送，保证于 9 月 8 日前全

部送至蚊河或新站。

① 吉林省政府、吉林军区。{关于遭量日侨日俘主联告命令) .原件融于吉林

省档童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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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图们设一转运站，由图们市长及当地党政军及群众

团体组成之。 转运由璋春 、 汪清县送来之日侨俘。汪清之日侨俘

应于 9 月 2 日前全部集中完毕，浑春、图们之日侨俘应于 9 月 4

日前全部集中完毕。 由图们转运站联络铁路局负责转运 。

(3 )和龙、延吉之日侨俘应于 9 月 2 日前集中完毕，由延

吉遣送日侨日俘办事处负责遣送。

(4 )敦化设一转运站，负责遣送自安图送来之日侨俘。 安

图之日侨俘应于 9 月 4 日前送至敦化，并联络负责转运自敦化以

东运来之日侨俘。 转运站之组成，由敦化县长及二旅负责干部派

出{二人)及其他工作人员 (20 人)组成之。

(5 )在跤河设一收容所.收容各地送来之日侨，组成列车

转运至新站。 收容所人员由蚊河县长及当地驻军负责组成之。 额

穆之日侨送至蚊河收容所。

(6) 在新站设-联络处。负责联络引送日侨俘之事宜。

(7) 各转运站、收容所，每一列车应派出一武装班押车，

防止中途不良事故发生及维持秩序。 遣送日人办事处或转运站之

工作人员、警卫人员必须在胸前佩戴一布条，盖上 x县遣送日入

办事处或转运站之印，以示区别。从图们转运站派出之押车人员

押送至教化，由敦化派出之押送人员押送至鼓河，由蚊河派出之

押送人员押送至新站，从汪清、 E军春至阁们之押军人员由汪清、

霹春负责，和龙至敦化之押车人员囱和龙负责。

(8) 各县成立县遣送日人办事处，按附件中之实施办法进

行工作.并将各地应被遣送之日人，集中或分批送至各转运站。

各办事处之工作人员应派出得力可靠干部充任。

(9 )吉南 、 吉北专署各成立一办事处，具体工作根据当地

实际情形自行定之，但以不超过 9 月 8 日以前将日侨俘送至蚊词

或新站之日程为限!

(1 0) 凡被遣送之日人除免费乘车外，其一切费用皆自备。

各转运站、收容所应在车站预备食粮，以便过往日侨俘购买，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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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困难无粮元钱之日人应由 当地民会动员日人互相调剂，如无

办法调剂，可按施程日数发给每人每天一斤半粮 、 15 元莱金，

在日侨俘遣送完毕后，在 10 月上旬以前来省财政厅报销。

( 11 )各转运站、收容所，应预备用水，供过往日侨俘喝 。

(12) 各地政府、驻军有负责保护日人生命财产安全之义

务，由各地遣送日人之列车在各地或转运站停留时，严格禁止百

姓及非警备之军警人员接近，如有不良事件发生，应由当地政

府 、 驻军负完全责任。

(1 3 )各县办事处派出检查日人行装之检查员应编成二三人

一组，挑选思想较纯洁 、 品行较好之青年男女学生或其他群众团

体人员充任，态度要好些。

乙:其他事项(略)

丙:关于遣送日侨俘之列车配备决定如下

所有客运全部停止，其担负遣送日侨车辆之车头集中朝阳

JII.车皮集中延吉。 8 月 28 日至 9 月 2 日，从延吉到蚊河，每

天二列车，押车人员由延吉负责。 9 月 3 日 一列车到和龙，和龙

押车人员负责押送至敦化。 9 月 4 日 一列车到汪清，汪清押车人

员负责押送至图们 。 9 月 5 日一列车到图们 、 E军春(醇春遣送问

题因国境线仍未获得协议，仍未能作最后决定之) 。 由蚊河至新

站，每天一列车，每天来回三次，安图目侨俘由县府设法送往敦

化，额穆之日侨俘由县府设法送至蚊河。

9 月下旬，中共控制区除部分留用日侨外，全部遣返完毕。

1946 年 9 月 29 日 {东北日报} 称:北满地区遣侨全部结束，共

遣走日人 182222 人 。

据统计，自 1946 年 5 月 7 日至 12 月 31 日，在半年多时间里，

经葫芦岛港遣返日侨俘共 158 批，计 1017549 人(含日俘 16ω7 人) ; 

1947 年 6 月 25 日至 10 月 25 日.国民党控制区内留用日侨经葫芦岛

遣返共 12 批，计 29627 人 1948 年 6 月 4 日至 9 月 20 日，东北战事

日紧，辽沈战役即将打响， 沈阳至葫芦岛的铁路和公路交通全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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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 有 3871 名日侨，分三批，从沈阳乘飞机抵达锦州，经葫芦岛

登船回国。至此.葫芦岛日侨遣返工作结束。 三年中经葫芦岛遣

返的日侨总数为 1051047 人，史称"葫芦岛百万日侨大遣返" 。

葫芦岛，地处辽宁西部锦州湾，三面环海，北部与陆地相

接，是一天然良港。 民国时期，张学良曾想在此地建港，但因

九一八事变而中止。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计划从 1936 年开

始，用 5 年时间建成该港及其附属设施，但在建完两个码头后

就战败了 。 就是这样一个当时尚处于草创阶段的粗陋港口，却

成为战后百万日侨遣返的出口港 。 正如日本满史会编撰的 {满

洲开发四十年史》 所说"该港从建设以来最有效的利用时期，

是战争绪束后，由于不能利用大连港撤退在满的日本人，该港

成为唯一的客运港 。 1946 和 1947 两年，从满洲撤退的一百多万

日本人，除大连地区外，其余的全部都是从该港离开满洲的，

这真是如实地记载了历史对日本的一大讽刺。"① 事实证明，葫

芦岛单一港口遣返如此众多尚未结束战争状态的敌国侨民，这在

古今中外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 然而，数十年来，由于冷战时期

不协调的中美关系和台海两岸的长期不正常状态，这次二国三方

合作遣返日侨的历史却鲜为人知，就连葫芦岛当地群众也不甚清

楚 。 今天.重新梳理这段历史，具有重要历史和现实意义。

第一，葫芦岛百万日侨遣返，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和

中国人民以德报怨的人道主义精神 。 众所周知，在日本军国主义

侵华期间，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的灾难，数千万生灵惨遭涂炭。

但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她的伟大，不仅体现在不屈不挠、

① 日本精史古销{精嗣开置四十年史) (中译本)上厨，草~t措陷+四年史辽

宁编写组埠. 1987 年 9 月，第 4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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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仆后继地与强敌抗争并最后战胜强敌上，而且体现在能够以德

报怨，用大海一样的胸怀去宽容昔日的敌人。 东北光复后，中国

人民不但没有对日本侨民施加民族报复，相反还对在死亡线上挣

扎的日本难民进行各种形式的救助，如收养日本遗孤.收留病弱

日本妇女等。 日侨遣返也是这样。 中国政府不顾战后经济困难，

以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遗侨的组织与实施。 据国民党

东北行辍日侨俘管理处 《经费移交对照册》 记载， 1946 年 5 月至

8 月的遗侨经费开支共 147119218 元，其中仅日侨伙食费开支一项

就达 120783655 元;为解决日侨集中待逾期间的吃饭问题，东北人

民不顾自己饥荒，筹集粮食上亿斤;为供遣返运输之需，调配火

车车皮 13441 节，飞机 70 余架次，以及大量汽车、马车及江河渡

船等。 一次，葫芦岛日侨集中营发生霍乱，数万名日侨迟滞沈

阳，薪材出现困难，东北行辙日侨俘管理处立即从抚顺调运 500

吨煤。 日本遣侨船"大安丸"因故在葫芦岛港停泊 20 余日，所

剩燃料不足返日之用.中国方面立即送去燃煤 50 吨 。 特别是葫

芦岛这块被日本侵略者蹂躏过的土地，在自己还是遍体鳞伤的情

况下，却无私地张开双臂，接纳了百万日本侨民，并让他们从这

里踏上归国之路。 善良的葫芦岛人民，给日侨中的小孩和老人腾

出热炕，为有病的日侨送水送饭。 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宽容，使许

多日侨感动得痛哭流涕。 这一点，连日本人编撰的.. <满洲国

史)"也不得不承认 .. 战争后期，生活必需物资紧张，强制出

劳工，强制缴农产品，中国人对满洲国，进而对日本人的反感情

绪不断增长一事乃是事实…·但是，并没有因此发生由于战争结

束，一举勃发共产革命，或者对日本人进行民族报复的事情。 倒

是各地的中国人 、 朋友们，同情日本人的悲惨处境，救济危难，

庇护以安全.或者主动给以生活上的帮助的事例层出不穷 。"①

① 〔 日) ..稿酬国虫 " 蝠'刊行合捕{满酬国史}且拮，黑茸江省吐合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埠，第 8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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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葫芦岛百万日侨遣返，彰显了中华民族内部不同党派

之间，求同存异，合作处理国际问题的大局观。抗战胜利后.国

共两党为争夺东北，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十分激烈。但在遣返日

侨问题上.双方却能以大局为重，槟弃党派之争.相互协调，互

为方便，认真履行{遣送东北中共管制区日人之协定书}之各

项规定 。 如，在遣送期间及当日人行经中共军队及国民党军之前

线时，所有军事冲突均停止。 双方没有利用遣送日侨过程向对方

进兵，并未在以遣送为目的之地区及其附近，新构筑障碍物、阻

路工事及调堡，更未利用为履行遣送条约所需之车辆、船只等，

作为军事之用;日侨自所在地出发，至葫芦岛登船，沿途未遭到

强奸、掠夺、勒索和恐吓，生命财产得到保障。 又如， 1946 年 7

月，在国民党东北行辙日侨俘管理处处长李修业与东北民主联军

遣送日人办事处处长李敏然进行晤谈前，东北行辙参谋长董英斌

曾授意李修业在谈判中尽量将交接地点向北推移，以扩大国民党

控制区。 当李修业!It出以自城市、老少沟、舒兰县和敦化县四处

为交接地时，李敏然指出，上述地点有的属于民主联军控制区，

应以协定中规定的陶赖昭和拉法为好。 李修业最后表示同意 。 当

晚在铁路饭店举行盛大鸡尾酒会，东北行辍参谋长参加，并致祝

酒词，气氛十分友好。 原计划两三天的谈判.不到半天就达成一

致意见。再剿， 1946 年 11 月，国共两军在辽南争夺激烈，民主

联军控制了盖县以南地区，当时滞留在熊岳的日侨 273 人无法遣

送。国民党东北行辙日侨俘管理处派人前去协商，民主联军同意

放行.并雇用大车 40 辆.用 2 天时间将日侨送到大石桥，乘火

车来沈阳集中<Do 1947 年 8 月，长春市有 5∞名国民党留用日侨

被解聘，生活困难，急需遣返。 8 月 10 日，长春电业局租用 4

辆卡车，搭载解聘的日籍技术人员及家属 106 人，安全通过共产

① 辽宁省畸重馆馆藏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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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控制区，于 13 日到达开原，尔后换乘火车抵达葫芦岛①。

第三，葫芦岛百万日侨遣返，反映了美国在中美和国共之间

的积极协调作用。 为尽快解决日侨遣返问题，美方多次在重庆、

上海、东京主持召开遣送日侨俘会议，帮助制定遣返计划，并在

遣侨港口设立美军输送司令部，负责日侨遣返的海上运输。 据不

完全统计，在葫芦岛日侨遣返期间 ， 美军共抽调日本海轮和美海

军登陆舰 120 余'盟，航行 8∞多航次，将百万日侨输送到日本佐世

保 、 博多、舞鹤等港。 同时，为搞好日本侨民的卫生防疫，还特

地从美国运来刚研制出的斑莎伤寒和霍乱疫苗，分发到各集中蕾。

此外，美军还在沈阳 、 长春、哈尔滨、陶赖昭 、 拉法设立观察小组，

直接协调国共阔的日侨俘遣返事宜。 据 {东北日报} 载:中共管制

区的日侨遣返，应在 1946 年 s 月 20 日先行遣送药∞人，但国民党

方面只接渡千余名，其他千余人只得在江边露宿; 8 月 23 日起每

日应接渡 75∞人，实际上只接渡 5(削人。 这些直接影响了整个遣

返计划的落实。 对此 ， 李敏然通过美方代表遣送官贝尔上校，向

国民党方面提出抗议。 在贝尔的辑旋下 ， 后来的遣送工作基本按

计划进行，较好地完成了共产党控制区日侨遣返任务。 所以，葫

芦岛日侨遣返，是中美、国共处理双边和多边关系的良好范例。

第四，葫芦岛百万日侨遣返， 证明日本侵华战争不仅给中国

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同时也给日本侨民带来极大祸害，具有较好

的警示作用。 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在战败投降时实行弃民政策，致

使分散在中国东北各地的日本侨民饱受颠沛流离之苦. 17 万多日

侨在逃难中死亡，仅"开拓团民"就死亡 7.85 万人，占死亡总数

的 45% .其中绝大多数是老人、妇女和儿童。 被遣返回日本的人，

对那段经历刻骨铭心。 他们中许多人表示要以史为鉴，珍视和平，

反对战争，为中日世代友好作贡献。日本著名作家国弘威雄 . 15 

岁时在伪新京(今长春)一中读书。 战争结束前，日本关东军将

① 辽宁省档童馆馆藏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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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强行征兵，后在中苏边境一带被苏军俘虏，险些丧命，逃难路

上得到中国人救助，最后经葫芦岛遣返回国。 1997 年他重返葫芦

岛，创作了《葫芦岛大遣返}电影脚本。 他说 .昭和年间(特

指 1926 -1945 年) ，日本政府为了征服满洲，把大批的国民移居

到满洲，有工人 、 官吏、随军家属、技术员 、 开拓团员及教育工

作者等等。 这支庞大的队伍在日军惨败的时候成了悲惨的难

民……许多人妻离子散，人们处在恐怖 、 绝望和饥饿中。 为了尽

快回国，有的人乘火车，有的人步行，赶往葫芦岛码头，候船回

国。但是有很多人没等到船来就死去了。 从 1946 年开始，历经两

年多的时间，约有 105 万人经葫芦岛港回国了，对这些人来说，

葫芦岛成了他们的再生之地……制作这部影片. 一方面是为了让

人们了解 50 年前的历史，警示人们不要重帽历史覆辙，出现那样

的不幸;另一方面是为了告慰被战争夺去无辜生命的地下亡

灵。"① 当然，也有个别日侨遣返时不服输，归国后成为右翼分

子，公开否认侵略罪行，饭力美化侵略战争。 李修业将军在视察

遣返日侨时，曾语重心长地告诫那些不服气的人.你们回去之

后要仔细地想一想、比一比，你们是怎样对待中国人的，中国人是

怎样对待你们的?希望你们以后只带友谊来，不要再带刺刀来! "(%l 

葫芦岛百万日侨遣返，是中美、国共合作解决战后遗留问题

的一次成功尝试，是历史上挥抹不掉的一道重笔，更是人道主义

的一座丰碑。 在纪念抗战胜利 60 周年之际.回顾这段历史，可

以给世人许多启示 。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s 反思战争，珍视和

平!这就是葫芦岛百万日侨遣返的历史回声。

(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① 辽宁省葫芦岛市政府面闯舟公室 、 辽宁性合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葫芦岛

百万日侨大量温)，五酬传描出版社， 2回S ， 第 ISO 页.

@ 李静业， (遭埠草北目侨俘的回忆)， (主史责料埠.)靡 91. ， lI! 16S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