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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蓄谋已久，是它推行“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
但是日本进攻中国选择在 1931 年的东北地区是经过缜密考虑的。九一八事变
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
此日本军国主义于 1931 年 9 月 18 日悍然发动了攫取中国东北的侵华战争。由
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熙洽为代表的吉林地方当局向日本采取
了妥协和投降路线以及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国联”调查团的偏袒，日本侵略者
在很短的时间内占领了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全境。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以后，建立了伪满傀儡政权。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
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使东北成为其独占的殖民地和扩大侵
略的战略基地，成为其销售商品、输出资本、掠夺战略物资、工业原料及农产品的
重要场所。为此，从九一八事变起，特别是在伪满洲国建立后，更加有计划地夺
取东北的重要经济部门及各种权益，以便控制东北的经济。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渐把所有文化宣传操纵在日伪统治者控制
的文化机构中，实行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为了削弱吉林人民的民族意识，日本统
治者对吉林原有学校进行所谓的“改造”，实行了奴化教育，摧残吉林新文化乃至
东北文化。伪满后期，日本加强了宗教侵略，将日本的“天照大神”强加给吉林人
民，以加强思想统治。

富有光荣爱国传统的吉林乃至东北各族人民在民族危亡之秋，不顾蒋介石提出
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毅然掀起了声势浩大、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斗争的
浪潮，吉林抗日义勇军开始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解放斗争。中国共产党坚
决主张对日抗战。中共满洲省委及其所属各级党组织，在发动、支持及领导抗日义勇
军作战的同时，还在条件较好的地区创建了由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和工农义勇
军，并创建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然而，由于北方会议“左”倾错误的干扰，吉林各地的
抗日斗争蒙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自 1932年起，东北各地人民群众的反日斗争又有了新的发展，特别是南满地
区，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发动和影响下，反日斗争不断高涨。随着反日斗争形势
的发展，南满地区已经具备了创建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的有利条件，既有较广泛
的群众基础和一定数量的骨干，又有土地革命时期创建小型武装的尝试和经验，还
有人数较多的抗日义勇军作为同盟军。因此，中共满洲省委及东、南满地区各级党
组织，在支持和援助抗日义勇军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同时，开始着手创建党直接领
导的人民抗日武装。然而，由于北方会议“左”倾错误的干扰，吉林各地的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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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受了不同程度的损失。这种状况，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迅速纠正存在于党内的
“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制定出正确的方针与政策。

自 1934 年冬至 1936 年夏，在中共南满党组织的领导下，南满地区的抗日斗
争获得了蓬勃发展:成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在南满各地积极地开展抗日
游击战斗，不断打击敌人; 开辟了河里、那尔轰、老秃顶子、和尚帽子等抗日游击
根据地，扩大了抗日游击区; 组织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建立了反日会等群众
团体，成立了南满反日总会，并积极筹建南满抗日政权。

在全国抗日救国运动出现新高潮的形势下，战斗在南满地区党领导下的东
北人民革命第一军，认真贯彻党的《六三指示信》和《八一宣言》精神，深入贯彻党
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推向高潮，使获得快速发展的东
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并在东南满地区成立了中共
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二军一起合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

东北抗联第一军建立后，在全国抗日高潮期间对敌进行的英勇斗争，包括:
(一) 第一军第一师和第三师主力进行西征，想打通与关内抗日武装的联系，虽然未
能达到预期目标，但给敌人以相当大的打击，扩大了抗联第一军在辽东、沈北、辽西
一带的影响; ( 二) 抗联第一军各部与抗联第二军各部密切配合，以建造的密营为依
托，与日伪军警进行英勇顽强的游击战斗，粉碎了日伪对东边道地区的“独立大讨
伐”，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当然也遭受了不少的损失。( 三) 在全国抗战爆发之
后，抗联第一军在南满各族人民的积极支援下，与抗联第二军密切配合，在南满战
场上主动出击，英勇作战，牵制驻东北的关东军入关，有力地配合了全国抗战。

1938 年夏至 1940 年春期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艰苦斗争时期，由于
日伪当局加紧推行“治安肃正”，对包括抗联第一军在内的抗联第一路军各部加
大了军事讨伐、政治诱降和经济封锁，使抗日斗争形势越发恶化，不仅部队减员
增大，而且有少数不坚定分子发生动摇，以至叛变投敌。这时，中共南满省委和
抗联第一路军主要负责人杨靖宇、魏拯民等，连续召开两次辑安老岭会议，研究
对策，调整部署和部队活动方向。在第二次老岭会议上，根据形势急剧恶化，对
抗联第一军和第二军进行改编和转移，带领部队在长白山西麓广大地区，积极开
展游击战斗，不断打击敌人，继续配合全国抗战，决心抗战到底。

东北抗联第一路军在总司令兼政委杨靖宇牺牲后，其余部在抗联第一路军副总
司令魏拯民的领导下，继续艰苦奋斗，打击敌人，由于一些重要将领的先后牺牲，余部
则转移到苏联边境，进行野营整训，并随时派出一些小部队返回东南满地区，开展抗
日游击活动。1945年9月，又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东北50余座城镇，以负责人身份担任
驻当地苏军卫戍副司令，分别带领部分抗联人员，帮助苏军维持占领地秩序，肃清敌
伪残余和一切反革命分子，并利用合法地位建立党组织，开展群众运动，建立人民武
装和革命根据地，为解放战争在东北的开展做出新的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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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与吉林沦陷，
日本对东北的残暴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蓄谋已久，是它推行“大陆政策”的既定步骤。
但是日本进攻中国选择在 1931 年的东北地区是经过缜密考虑的。九一八事变
前，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因
此日本军国主义于 1931 年 9 月 18 日悍然发动了攫取中国东北的侵华战争。由
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以熙洽为代表的吉林地方当局向日本采取
了妥协和投降路线以及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的“国联”调查团的偏袒，日本侵略者
在很短的时间内占领了包括吉林在内的东北全境。

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以后，建立了伪满傀儡政权。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
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使东北成为其独占的殖民地和扩大侵
略的战略基地，成为其销售商品、输出资本、掠夺战略物资、工业原料及农产品的
重要场所。为此，从九一八事变起，特别是在伪满洲国建立后，更加有计划地夺
取东北的重要经济部门及各种权益，以便控制东北的经济。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逐渐把所有文化宣传操纵在日伪统治者控制
的文化机构中，实行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为了削弱吉林人民的民族意识，日本统
治者对吉林原有学校进行所谓的“改造”，实行了奴化教育，摧残吉林新文化乃至
东北文化。伪满后期，日本加强了宗教侵略，将日本的“天照大神”强加给吉林人
民，以加强思想统治。

一、日本精心策划武装侵占中国东北

( 一)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政局的演变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蓄谋已久，自明治维新以后，逐步形成以侵略中国和

朝鲜为主要目标，进而称霸整个亚洲大陆乃至全世界的“大陆政策”。这是日本
自明治维新起一直到战败为止长期推行的一项基本国策。
“大陆政策”形成后，日本即于光绪二十年 ( 1894 年) 发动了大规模侵华战

争，即以清政府失败而告终的甲午战争。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1895 年 4
月 17 日) ，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签
订标志着日本的“大陆政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日本据此条约不但变朝鲜为其
殖民地，割取中国台湾和澎湖列岛，而且取得了比欧美列强更多的侵略权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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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向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扩张奠定了基础。因从中国勒索了巨额赔款，日本
便得以“一面进行以扩充军备为核心的产业革命，另一方面获取了采用金本体制
的资金，也就拿到参加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金融市场的通行证”①。如此，“以赔
款为杠杆，和天皇制军国主义紧密结合的日本资本主义确立起来了。随后，资产
阶级更是将对外侵略政策推向高涨，叫嚷所谓‘国旗飘扬的地方，贸易随之’”。②

甲午战争的结果，使得日本在列强中崭露头角，也提高了其对外侵略扩张的狂野
性，从此，日本便成为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之一。光绪三十一年( 1905 年) 日俄
签订的重新瓜分中国东北的《朴茨茅斯条约》，使日本继承了俄国在旅顺、大连及
其附近领土和领海的租借权，及与之有关的一切权利和财产，并攫取了南满铁路
及其他许多侵略权益。日俄战后，除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外，又先后建立了南满
洲铁道株式会社、关东厅及关东军司令部三个侵略中国东北的机构，以实现其吞
并“满蒙”的侵略计划。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及吉林的侵略逐步加深。

1927 年 4 月 20 日，日本以“中国征服派”闻名的政友会总裁、陆军大将田中
义一成立新内阁，田中兼任外相，并以“对华强硬派”知名的森恪为外务省政务次
官。在日本发生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并引起经济剧烈动荡、国内阶级矛盾日趋
激烈的情况下上台的田中义一，极力从加紧侵华中寻求摆脱困境的途径。同年 6
月，派兵于青岛登陆，很快占领济南。又在 6 月 27 日至 7 月 7 日，召开“东方会
议”，制定侵华政策。通过了《对华政策纲领》。其核心是以侵略“满蒙”为重点，
指出“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由于在国防上及国民的生存上有重大的利害关
系……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③，并叫嚣“万一动乱波及满蒙
……作为国内外人士安居发展的地方，应决心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的措施”④。
田中还加以说明:“对满蒙我国特殊地位和权益之侵害，有可能来自中国本部，有
可能来自俄国乃至北满方面，还有可能因东三省内部崩溃而产生，或许，有可能
来自中国以外国家之行动，不管出自何种原因，因其扰乱东三省之和平，为维护
我国之权益，必须采取防卫手段。”⑤这就是说日本可以随时借口保护其在“满
蒙”的特殊地位和权益，以武力侵占中国的东北三省。

8 月 15 日继“东方会议”后，由森恪主持召开了“大连会议”，以便进一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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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贯彻“东方会议”的方针，策划解决所谓“满蒙问题”、扩大“满铁”权限、修建
“满蒙”6 铁路等问题。“东方会议”、“大连会议”的相继召开，意味着日本帝国主
义的“大陆政策”已进入实际行动的阶段。随后，日本不断向东北政府提出种种
侵略要求，叫嚣要解决包括铁路问题在内的一切“满蒙”悬案。然而，张作霖能否
就范，日方心里没底。其实在《对华政策纲领》第七条中明确写道: “东三省的政
局稳定，有待于自身的努力”，“三省有力者尊重我在满蒙的特殊地位，并在该地
真正采取步骤稳定政局时，帝国政府适当予以支持。”①当张作霖不愿事事屈从
日本的时候，日本关东军便制造了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同时谋划炸死张
学良，以便乱中渔利。然而，日本的阴谋没能得逞，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开始推行
遏制日本侵略的方针，并不顾日本反对，毅然发表通电，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
从国民政府，改旗易帜”;在经济方面，力主新建与“满铁”平行的铁路、修建葫芦
岛港口。这些无疑是对日本独霸中国东北方针的严重挑战。这种形势使日本深
切感受到，若不对“满蒙问题作根本性的解决”②，就很有可能失去对中国东北的
控制。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是抓住了对其较为有利的时机。就像花谷正曾经说:
“发动满洲事变的那个时期，从适时这一点来说，是十分好的。”③当时的中国正
值内乱之际，国民政府自 1929 年直到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先后爆发的
蒋( 介石) 桂( 桂系李宗仁) 战争、蒋冯( 玉祥) 战争、蒋张( 发奎) 桂战争、蒋唐( 生
智) 石( 友三) 战争和蒋阎( 锡山) 冯桂中原大战，使中国一直处于极度混乱的分
裂状态。张学良不顾东北的危机，自 1930 年 9 月开始，便率东北军入关，帮助蒋
介石进行中原大战，打败了冯玉祥与阎锡山。随后蒋介石派军对中共建立的江
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连续进行三次“围剿”。结果，尽管张学良当上了蒋介石任命
的国民政府陆海空军副司令，坐镇北京，但却使约 28 万东北军中的 14 万精锐部
队进驻关内，致使东北边防空虚，戒备松懈。中国的混乱状况，为日本帝国主义
武装侵略东北提供可乘之机。

同一时期的国际环境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也是非常有利的。当年的美国
国务卿史汀生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假如有什么人从可以避免世界干涉的观点
出发，而策划了‘九一八’事变的活动，那么可以说这确实是选择了一个最好的机
会。”④花谷正在回忆时曾说:“当时美国、英国、法国等在远东的利害关系相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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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没有形成联合起来抑制日本的同盟。苏联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注意力
还没有转到西伯利亚方面来”，“即使出兵北满，估计苏联也不会动”。① 的确，九
一八事变前夕的远东国际环境错综复杂，英、美、苏之间与日本存在矛盾，英、美
与苏联之间存在矛盾，英、美之间存在矛盾。在这种情况下，1929 年英、美两国发
生了经济危机，无暇东顾。他们各自考虑自身的利害关系，面对日本侵略中国的
活动，都采取了“不干涉”或“中立”的立场。这也使得日本出兵中国东北有恃无
恐。

上述史实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早已蓄谋决定，余下
的只是选择时机的问题。为了寻找侵占中国东北的借口，1931 年 7 月，日本制造
了屠杀中国农民和挑拨中朝关系的“万宝山”事件。

( 二) “万宝山”事件与“中村”事件
万宝山位于长春东北约 65 华里的万宝山镇( 今属吉林省长春德惠市) ，邻近

伊通河，是个拥有 92 户1 100余人的小镇。1931 年 4 月，长春七马路居民郝永德
( 系“满铁附属地”的地头蛇，和日本领事馆、日警来往甚密) 受日人怂恿，在长春
头道沟成立“长农稻田公司”，并在日本领事馆的授意下，在吉林省万宝山地区为
日人盗买土地。1931 年 4 月 16 日，郝永德租得长春县三区万宝山附近萧雨春等
人的生荒及熟地 500 余垧，租期 10 年。契约订明:“此契于县政府批准日发生效
力，如县政府不准，仍作无效。”②

在此之前的 3 月 26 日，长春县第三区区长为张延堂等拟将荒甸租给郝永
德，招垦种稻事具文呈请县政府，县政府指令: “所雇韩人若干? 契约之内容如
何? 应俟查明呈核，再行饬遵知照。”③至郝永德与肖翰林等订立契约后，第三区
区长又于 4 月 30 日，将张延堂等招入郝永德垦种稻田等情况，以及抄同租契，呈
报县政府核查。县政府指令:“该韩侨 188 名竟先入境”，“似此多数，断难照准”;
并“指令该管公安分局限令悉数出境外”④。因此，郝永德与张延堂等所订租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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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在未经长春县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便将所租土地转租给李升熏等朝鲜人。
4 月 18 日，朝鲜人聚众 188 名，动工挖渠，引水灌田，毁田占地 40 余垧。4 月

底，李升薰等竟越过租用地界，在中国农民孙永清等 41 户的田地里继续挖渠，孙
永清等多次制止，但李升薰等不听劝阻，依然“气势汹汹，强行挖沟”①。

5 月 27 日，忍无可忍的 203 名乡民状告到长春市政筹备处，5 月 31 日，吉林
省政府得报后，即令长春县政府会同公安局警察前往制止，劝阻李升薰等停止挖
沟。李等具结，表示:“情愿停止工作，于两日内，全体回长。”②就在朝鲜人行将
撤走之际，日本驻长领事田代重德派日本警察来到万宝山地区，声称“保护鲜
人”。万宝山一带，既非“满铁附属地”，也非日本租界地，日本领事公然派警，纯
系干涉中国内政，侵犯中国主权。6 月 3 日，又派便衣警察掩护施工。6 月 4 日，
中国地方当局不愿扩大纠纷，主动将警察撤离，并同日领事商定双方撤警后停止
工程。殊料，6 月 12 日本警察又开到现场，800 多名朝鲜人继续拦河筑坝。显
然，“河坝既成，水无宣泄，势必由水道中漫溢，两岸数万亩田地必谴废弃”③。也
就是说，水坝一旦建成，必将给这一带的农民造成严重危害，不但中断航运，使沿
河一带以航运为业的居民失去赖以谋生的手段，而且每当雨季来临，水渠附近的
几万亩良田，将被四溢的河水全部淹没。

万宝山地区的农民，急切希望吉林地方当局与日方交涉，维护起码的民族尊
严，然而，交涉却无任何进展。而当时正值农忙，田地切断，妨碍耕耘。7 月 1 日，
忍无可忍的万宝山农民 300 余人涌到现场填沟。次日，当农民继续填沟时，日警
悍然开枪 38 响④。愤怒的中国农民立即跳入壕沟，向空中开枪射击，以示反抗。
双方射击约半小时左右⑤。中国农民受伤数人，日警及朝鲜人无一人伤亡。3
日，日本领事馆派警察五六百人，携带机枪、快炮及大批弹药，在现场附近“积极
布置防御工事，遍布地雷，挖掘战壕，杀气腾腾，如临大敌”。⑥ 禁止农民在 5 里
以内通行。日警还强占农舍，搜缴村民自卫武器。高悬日本国旗，蔑视中国主
权，气焰嚣张。随后，驻长日领事田代召集日军、宪兵等召开会议，决定继续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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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并威胁中方:将采取“最后手段”。
万宝山事件发生后，为煽动民族纠纷，挑起更大事端，日本侵略者又颠倒黑

白，捏造朝鲜人被害的消息，蓄意煽动报复情绪。7 月 3 日，朝鲜境内主要城市一
些不明真相者开始捣毁和抢掠华侨商店、住宅。尽管华侨和中国领事一再催促
日本总督府和地方当局制止暴行，但他们故意不予理睬，听任排华暴行蔓延。7
月 10 日，中国驻汉城总领事张维城致电东北政务委员会: “仁川、平壤及各处先
后暴动，华员死伤损失甚多，踵至平壤者五千二百人最苦; 余在汉城、仁川、甑南
浦、元山领馆者已达万人，急待救援。”①与此相呼应，而日领事却在 7 月 14 日奉
政府之命反而向中方提出赔偿朝鲜人损失、任这批朝鲜人自由居住、正式允许种
稻等无理要求。日本侵略者极力推行民族离间政策，肆意扩大事态，其目的是挑
拨中朝关系，使中国官民仇恨东北朝侨，扩大万宝山事件，以便在“保护韩人”的
借口下出兵侵占东北。7 月 22 日，南京国民政府就朝鲜各地“仇杀华侨”和日本
警察“携带军械强制协助朝农非法行动”等事件向日本驻华代办发去通知。然而
日方却拖至 8 月 24 日才予以答复，并且污蔑中国实行“驱除韩人之方针”，还叫
嚣“有到底不得默视之处”②。截至 7 月末止，仅平壤一个地区死亡华侨人数即
达到 126 人;此外各地生死不明遍查无踪者，为数尤重。至财产货物之被掠夺损
坏者，平壤约计日金二百五六十万元③。

这次朝鲜排华暴行，完全是由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导演的。日本驻朝鲜总督
府及其各地警察局，皆在暗中怂恿和支持排华活动。在朝鲜排华暴乱发生之际，
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曾数次要求朝鲜总督府及各地警察局加以防范及制止，但
“警察既未武装，军队亦不出动，致暴徒全无畏惧，得逞凶顽”④。参加骚乱的就
有一部是日本人。这些日本人“换上朝鲜服装，手持竹枪，煽动朝鲜劣迹青少年
袭击华侨”⑤。“日人于暴动前，私散传单，唆使鲜人殴打侨胞，其不服从者一并
毒打，亦有冒穿鲜人服装，屠杀侨胞者。再日警于白昼名为保护华侨，勒令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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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 1988 年版，第 89 页。

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正中书局 1977 年版，第 713 页。
朴永锡:《万宝山事件研究》，第一书房 1981 年版，第 119 页。



回国，实怂恿鲜人屠杀侨胞，尸骨推江，随波漂流等语。”①朝鲜《东亚日报》的记
者告诉中国驻朝鲜总领事馆主事李仲刚说:“此次不祥事件，并非朝鲜人意思，更
非平壤人所为，亲见行凶之人，均系由某国人自他处雇来专为作此事者。”②

就朝鲜排华事件，日本政府为达到掩饰其煽动及怂恿之罪责，竟然照会中国
政府，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美其名曰:“此次鲜人暴动事件，与辽宁中国地方官压
迫万宝山鲜人农场问题有关”，“系因该问题感情受有刺激之一部分鲜人所惹
起”。还谎称“朝鲜总督府曾严重警戒，不幸发生”③等言论。就此荒谬言论，中
国外交部于 8 月 22 日照会日本公使:“此次事变之发生，初由于日鲜报纸煽惑群
众之妄动，继由于地方官不肯用固有职权防范未然，临机镇压，一再疏纵，以致酿
成亘古未闻之惨杀。”④并且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损失、严惩肇事者以及正式道
歉等要求。然而日方却置之不理，并且在日本国内继续煽动反华言论。

实际上，真正参加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事件的仅仅是被日方欺骗及利用
的少数朝鲜人，绝大多数朝鲜人民却是反对上述两事件的。事件发生后，朝鲜各
界人民纷纷谴责日本当局制造事件的恶劣行为。7 月 11 日，朝鲜各界联合会发
表《对华惨案的声明书》，郑重向中国人民“诚心诚意地表示歉意，并声明发生不
祥事件，决非朝鲜民族全体的意思”⑤。朝鲜《东亚日报》也提出严厉谴责，所谓
的 200 名同胞被杀害的传闻，完全系“阴谋辈类的流言蜚语罢了”⑥。吉林省朝
侨万宝山事件讨究委员会撰文《敬告中国同胞书》，声讨日本当局的阴谋罪行，真
诚呼吁朝鲜国内“速停暴行，对华恢复好感”、“中韩民族联合起来”、“打倒日本
帝国主义”等口号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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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1931 年 7 月 30 威海卫管理公署为旅鲜侨民被迫返国呈外交部电》。辽宁省档案
馆、吉林省档案馆、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合编: 《万宝山事件》，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版，第 202 页。

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正中书局 1977 年版，第 227 页。
《长春县第三区公所区长曹彦士为民人张延堂等拟将荒甸招垦种稻事呈长春县政府

文暨县政府指令》，罗家伦主编: 《革命文献》，第 33 辑，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委会 1964 年
版，第 626 页。

《长春县第三区公所区长曹彦士为民人张延堂等拟将荒甸招垦种稻事呈长春县政府
文暨县政府指令》，罗家伦主编: 《革命文献》，第 33 辑，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委会 1964 年
版，第 664 页。

朴永锡:《万宝山事件研究》，第一书房 1981 年版，第 131 页。
《长春县第三区公所区长曹彦士为民人张延堂等拟将荒甸招垦种稻事呈长春县政府

文暨县政府指令》，罗家伦主编: 《革命文献》，第 33 辑，国民党中央党史史料编委会 1964 年
版，第 708 页。

朴永锡:《万宝山事件研究》，第一书房 1981 年版，第 164 页。



在中、朝两国人民的积极交涉、努力反对下，朝鲜排华暴行渐渐平息。
万宝山事件一波未平，中村事件一波又起。1931 年 5 月，中村震太郎接受

“搜集对苏主决战方面及兴安岭屯垦区的作战资料的秘密使命”①。5 月 10 日，
中村震太郎从东京出发，5 月下旬，到达旅顺关东军司令部，由关东军参谋部调查
班新妻少佐协助，“做好了侦察的准备”②。6 月 6 日，中村震太郎窜到兴安岭、索
伦地区进行军事侦察。随行的还有退役军人井杉延太郎等 4 人，他们乔装成从事
土地、农业考察的日本农学会会员。6 月 25 日，当他们抵达佘公府四方台附近，被
东北屯垦军第三团发现，予以逮捕。经搜查，查出大量军用地图和笔记，记有兴安
区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官兵数量、驻屯地点、粮食辎重、森林矿藏之有无、蒙汉
军民之情况以及水源、气候、村落、居民、土质等情况。此外，还记有他们与蒙古王
公会谈的情况。从事间谍活动，证据确凿。团长关玉衡与部下商量，弱国无外交可
言，如果将中村押送沈阳，定会被日本夺去，按照国际法惯例，外国军事间谍可处死
刑。于是，6月 27日，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下令将 4名军事间谍处决。

关于中村从事间谍活动的罪行，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以及团附董昆吾
的详细的回忆性记述材料可资证明;更有相当数量的日本外务省档案可资印证。

屯垦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回忆性记述情况:“当时搜集到中村等人大量从事间
谍活动的文件、器械。如( 一) 日文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一张; ( 二) 中文同比例之
军用地图一张( 中、日两种军用地图都经用铅笔勾改，显然是经现地印证后校对
过的) ; ( 三) 晒蓝纸俄文地图一张; ( 四) 透明作业纸一张; ( 五) 洮索铁路路线图
一张，附立体桥梁涵洞断面图一张; ( 六) 草图一张( 系自测自绘) ; ( 七) 笔记本两
本，一本记载其个人私事，其头篇记载昭和 6 年 1 月，日本帝国参谋省派遣他作
情报科情报员———陆军大尉中村震太郎赴满洲兴安一带活动，一本记载他所经
过地点，如洮南府、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免度河和扎免采木公司; ( 八) 报告
书两封; ( 九) 表册三份，一册是调查兴安省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口径，官兵
数量、将校姓名，驻屯地点，营房情况，容量，坚固程度，车辆马匹粮食辎重; 一册
是调查蒙旗、县的人口、物产及畜群之多寡，森林矿产之有无;另一册是调查地方
风土情况。”③屯垦军第三团团附董昆吾回忆情况与上述情况大致相同。从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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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片仓衷:《杀害中村震太郎大尉的真犯》。〔日〕平冢柾绪编:《目击者淡昭和史》，第 3
卷，新人物往来社 1989 年版，第 71 页。

关东军参谋部:《参谋本部部员步兵大尉中村震太郎遇难始末详报》。《日本外务省
档案》胶卷，IMT523，T66。

关玉衡:《中村事件始末》，孙邦主编:《“九一八”事变》，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第 2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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