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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２１世纪是教育的世纪。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

２１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离不开文学与历

史的锤炼。

文学，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丰富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提

高人的综合素质能力；历史，能够传播历史文化，提高人的历

史素养，培养新时期下的人文精神，塑造人的健康人格，铸就

新时代的民族灵魂。

２１世纪的文学与历史教育，应该互相渗透，有机结合，使

历史与文学完美统一。

正是基于这一点，在新课程改革的形势下，为了贯彻素质

教育，充分体现国家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的思想，培养学生成为社会合格人才，我们组织了一些历

史与文学方面的专家、学者共同编写了这套丛书———《文史风



景线》。它主要介绍了历史与文学方面的知识，包括我国历代

帝王的风云一生、中外历史人物的介绍、外国文学精粹、中外

文学发展史话与理论漫谈以及部分文学大师的作品介绍。内

容翔实，涵盖了古今文化、历史的各个方面；知识性、趣味性、

学术性兼备；语言准确、生动、深入浅出、雅俗共赏，适合广大

学生阅读。

在编写过程中，难免在细节方面有不足之处，在此只希望

尽我们微薄之力，给广大青少年朋友的学习与生活提供必要

的帮助。

编　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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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第九章　伪满执政

一

土肥原在天津诱骗溥仪去东北的阴谋，第二天被报纸揭

露出来，社会上许多人对溥仪提出忠告、警告，劝他“不要认贼

作父，要顾惜中国人的尊严”。正好，刘骧业从日本东京发来

一封电报，说“日本军部方面认为溥仪出山的时机仍然未至”。

于是，溥仪又踌躇起来。这时，陈宝琛、胡嗣瑗、铁良等也不主

张立即去东北，以为“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只

有郑孝胥极力鼓吹不要“时机错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最后，溥仪“被复辟美梦完全迷了心窍”，认为陈宝琛“迂腐不

堪”，心里赞同郑孝胥的意见，只是表面“不露自己的意图”

而已。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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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肥原入津诱骗溥仪去东北的消息披露出来后，立即引

起了各方面的关注。蒋介石派高友唐充当说客，表示国民政

府愿意恢复优待条件，每年照付优待费，或者一次付给一笔整

数也可以。还希望溥仪去上海。如果要出洋，除日本外均可。

要到其他地方，除东北外什么地方都行。溥仪没有同意，他还

是一心想去东北“恢复祖业”。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４日，土肥原根据天津情况向关东军发回

电报称：“经询问之结果，溥仪有离天津逃往满洲，并有在吉林

组建政府之意向。但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曾接受日本政府应

予严密监视之训令，其警戒森严，如不采取特别手段，将难以

达到目的。”于是当天板垣以关东军参谋的名义致电陆军省军

务局，要求通知外务当局不要干涉土肥原的行动。１１月６

日，币原外相电告桑岛：“如果对于国策的执行没有妨碍，听其

自然也无不可。”

土肥原急不可待，为了早日达到挟持溥仪逃离的目的，搞

了一连串阴谋活动。

先是利用特务进行恫吓。一天有个陌生人送来一份礼

物，竟在水果筐里放了两颗炸弹。溥仪的随侍祁继忠慌慌张

张地跑进来叫喊：“不好了！”“炸弹！两个炸弹！”吓得溥仪连

站都站不起来了。第二天，吉田翻译官就以此为借口对溥仪

说“宣统帝不要再接见外人了”，“还是早些动身的好”。与此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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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溥仪还接到不少恐吓电话和恐吓信，有一封信说：“如果

你不离开这里，当心你的脑袋！”祁继忠还告诉溥仪一个更可

怕的消息，说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好像衣服里面有电刀”。

静园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溥仪感到安全受到威胁，因此决心

随日本人出逃。其实，祁继忠是日本人安排在溥仪身边的日

本间谍，这些伪造的惊人消息，就是日本特务通过祁继忠

干的。

接着，土肥原按原订计划采取了扰乱天津的行动。１１月

８日，在土肥原策划下，汉奸张璧、李际春等人组织便衣队

２０００多人，对天津华界大肆骚扰，制造混乱。随后，驻天津日

军司令部立即宣布戒严，占领日本租界的外围线，断绝了与华

界的交通。日本军队还把装甲车开到溥仪居住的静园门口，

把静园控制得很严。

１１月１０日晚，祁继忠瞒过所有耳目，偷偷地把溥仪藏进

一辆敞篷汽车的后厢里，悄悄地离开了静园。翻译官吉田忠

太郎坐另一辆汽车跟在后面，如果遇到日本兵阻拦时，经吉田

一招呼，便立刻通过，汽车来到预定的一家日本饭店。在那

里，一名日本军官拿出一件日本军大衣和军帽，给溥仪穿戴

上。又换乘日军司令部的汽车，由吉田陪同，沿白河来到英租

界的一个码头上。一只没有灯光的小汽船早已等候在那里，

溥仪上了船，“看见郑孝胥父子俩如约等候在里面，心里才稳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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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下来”。溥仪在吉田忠太郎、上角利一、工藤忠、太谷猛等人

监护下，由１０名日本兵保卫离开了码头。溥仪坐在汽船上，

眺望白河夜景，他把白河看做是“奔向海洋彼岸，寻找复辟外

援的通路”，“不禁得意忘形”起来。可是当船行至军粮城时，

突然从岸上传来一声吆喝：“停———船！”溥仪“像神经一下切

断了似的”，“几乎瘫在地上”。日本兵立即上了甲板，伏在沙

包后面做出准备射击的姿势。这时汽船装作听命的样子，行

速下降，然后乘岸上不备，突然熄灯加速冲过了中国军队的警

戒，一溜烟地逃到大沽口。然后，溥仪被送上日本商船“淡路

丸”。在“淡路丸”上郑孝胥十分活跃，继续“高谈其同文同种

的谬论”和“治国平天下的抱负”。

１３日早晨，到达营口满铁码头。溥仪幻想在码头上一定

有许多东北民众欢呼着迎接他。等上了岸他才明白，不但迎

接的人很少，而且都是日本人，为首的是关东军特派特务甘粕

正彦。溥仪在甘粕等人陪同下，先到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对

翠阁旅馆住下。而实际是被封锁起来，不准下楼，也不准与外

接触，仅由板垣和片仓两人负责联系，委托甘粕正彦在溥仪身

边负责照顾。关东军还向关东州长官、总领事、满铁等方面发

出通告：

溥仪因天津暴动深感其自身生命之危险，乃自

发逃离天津，于１３日１０时突然于营口登陆，请予保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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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出自人道主义立场，暂时将其收容于汤岗子予

以庇护。但鉴于时间，禁止一切政治活动，断绝与外

部之交通，严加保护。迄至适当时期之前，禁止发表

有关溥仪之一切行动报道，特此奉告。

由于当时国际形势对日本不利，日本内阁不敢贸然行事，

要求陆军大臣给关东军拍来电报，提出：“关于拥立溥仪，过早

行之，徒然刺激列国，要求和中央联系后处理。”于是关东军决

定局势稳定后，再抬出溥仪。１１月１８日，关东军借口汤岗子

“治安恶化，时有兵匪袭击”，又把溥仪护送到旅顺，加以严密

封锁，仍由日本特务甘粕和上角负责“照顾”，实际上是把他软

禁起来。溥仪对此非常不满，但身不由己，只好耐心等待。

溥仪转赴旅顺不久，关东军又派川岛芳子来到天津。川

岛芳子是肃亲王善耆的女儿，原名金璧辉，认日本浪人川岛速

浪为义父，改名川岛芳子，充当了日本特务。川岛芳子一到天

津就与吉田忠太郎秘密策划挟持婉容的计划。

一天，在静园出现了一个年轻妇女，身着烟红色绣有金银

丝大龙花纹旗袍，脚穿高跟鞋，脸涂胭脂，嘴抹口红。这个浓

妆艳抹的妇女就是女特务川岛芳子。与她同来的还有一个瘦

骨伶仃的“病人”，她们一来就住进了最里边的一个房间。过

几天，从静园传出病人亡故，从外边运来一口大棺材。川岛芳

子哭哭啼啼领着婉容一行人等，跟在棺材后面到白河岸边埋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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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在溥仪潜逃搭船不远的地方，由日本人“安排”，登上了日

船“长山丸”，就这样，婉容也到了旅顺。

二

溥仪到旅顺以后，立即被日本人软禁起来。每天受着甘

粕和上角的监视，除了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极少数人以外，不

许接见其他人。上角和甘粕告诉溥仪：新国家问题还在讨论，

不要着急。郑孝胥也说：“皇上天威，不宜出头露面，一切事宜

臣子们去办，待为臣子的办好，到时候自然顺理成章地面南受

贺。”溥仪一心想重新当皇帝，也只能听从日本人的安排。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９日，板垣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之命，到旅

顺探询溥仪的打算。溥仪虽然同意当“新国家”的“元首”，但

还是主张恢复帝制，保留皇帝的称号。显然这与关东军１月

４日所拟定的建立伪国最后方案不符，而郑孝胥为了讨好日

本人却表示：日本如果认为“帝国”称呼不适于这个新国家的

话，只要同意他任未来的内阁首揆，一切没有问题，他可负责

说服宣统帝接受其他的元首称号。板垣从上角和甘粕那里了

解到郑孝胥父子远比溥仪、罗振玉“灵活”，不像他们那样坚持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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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复辟，因此乐于与郑孝胥打交道、谈条件。从此以后，郑

孝胥战胜了对手罗振玉，成了关东军的红人。

１９３２年１月关东军占领锦州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

建立傀儡政权的步伐。２月初，日本政府和陆军中央部连电

催促关东军在国联调查团到来之前建立傀儡政权。陆相荒木

贞夫更电令关东军司令官本庄：伪国的成立宣言，“应在本月

中旬以前公布”。于是关东军便为建立傀儡政权忙碌起来。

从２月５日至２月１１日，在沈阳关东军司令部的参谋长

室里，举行了连续７天的“建国幕僚会议”。参加者有三宅参

谋长、板垣、石原、竹下、和知、片仓等参谋，还有关东军顾问驹

井德三和松木侠。会议进一步策划建立伪满洲国问题，并就

如何操纵傀儡政权的行政、财政、军事等问题，进行了仔细

讨论。

接着，关东军又于２月１６日至１７日，纠集伪奉天省长臧

式毅、伪吉林省长熙洽、伪黑龙江省长张景惠及马占山，在沈

阳张景惠的私宅举行伪建国会议，即所谓“四巨头会议”。老

牌汉奸于冲汉、袁金铠和赵欣伯也到了场。日本关东军参谋

长三宅、参谋板垣、和知及顾问驹井德三等名为列席，实际上

完全控制这个会议。为了落实关东军早已拟定的计划，会议

从１６日晚８时一直开到１７日早３时。１７日午后２时又召开

会议，决定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张景惠为委员长，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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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式毅、熙洽、马占山、热河汤玉麟、哲里木盟的齐王（齐默特

色木贝勒）、呼伦贝尔盟的凌升为委员，关东军要这个伪组织

就建立“满洲国”的国体、政体、元首、宣言等诸项问题提出初

步意见，并要求在３月１日以前，完成建立傀儡政权的工作。

１８日，关东军操纵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所谓“独立宣

言”，声称：“由此与党国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

在宣言发表前，马占山托病返回黑龙江，因此未在宣言上签

字。接着又在沈阳连续召开“建国会议”。２０日，关东军指定

郑孝胥也到沈阳开会。

溥仪听到要在东北成立“共和国”的消息，感到失望和愤

慨。因为他最关心的是复辟帝制，自己能当皇帝。于是写了

十二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叫郑孝胥、罗振玉去沈阳交给板

垣。郑孝胥临行前满口应承，可是在２１日开会时，郑孝胥根

本没有拿出十二条，只向板垣拍胸脯说：“皇上的事由我包办，

无所不可。”罗振玉是主张复辟的，不妨被郑孝胥抢先开了口，

于是板垣以郑孝胥为主要对象，把罗振玉甩在了一边。所以

罗回到旅顺对溥仪委屈地说：“臣就见了板垣一面，是郑孝胥

跟板垣谈的。”其实在开会前，郑孝胥以溥仪名义已和关东军

订了密约，把东北的权利整个出卖了。郑孝胥这笔卖国交易，

使他赢得了“国务总理”头衔。

２月２３日，板垣奉本庄之命到旅顺见溥仪。板垣首先表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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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他奉关东军本庄繁司令官之命，向溥仪谈关于“建立满洲新

国家”的问题。板垣说“这个国家名号是满洲国”，是“由五个

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板

垣一边说，一边从皮包里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以及五色

的“满洲国国旗”摊在桌子上。溥仪生气地问：“这是什么国

家？难道这是大清帝国吗？”板垣照样不紧不慢地回答：“自

然，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

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这是执政。”溥仪

一听板垣叫他阁下十分刺耳，更气得要命，激动得几乎都坐不

住了，大声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反复表示

不能放弃皇帝身份，不能就任执政，“这个问题必须请关东军

重新考虑”。板垣接着说“如果阁下认为共和制不妥，就不用

这个字眼。这不是共和制，是执政制”，但是“所谓执政，不过

是过渡而已”，将来在议会成立之后，“必定能恢复帝制的宪

法”。溥仪听到“议会”二字，连忙摇头说：“议会没有好的，再

说大清皇帝当初也不是什么议会封的。”板垣的表情始终含着

微笑，但语气始终寸步不让。他们争论了三个多钟头，溥仪坚

持不能放弃皇帝这个名号。最后，板垣冷冷地说：“阁下再考

虑考虑，明天再谈。”便起身告辞了。

当溥仪拒绝了板垣之后，郑孝胥提醒溥仪说：“无论如何

不能和日本军方伤了感情，伤了感情一定没有好处，张作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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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场就是殷鉴。”溥仪一听这话，又害怕起来。果然，第二天早

晨，板垣便把郑孝胥、罗振玉叫到大和旅馆。板垣一副铁青

脸，威胁地说：“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改变。如果不接受，只

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

军部最后的话。”接着用命令的口气，叫郑孝胥立即照原话向

溥仪传达。溥仪听到这个回答，先是一怔，接着两腿一软，跌

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郑孝胥接着说：“臣早说过，不

可伤日本感情……不过现在还来得及，臣已经在板垣面前一

力担承，说皇上必能乾纲独断。”郑接着谈了一些“识时务者为

俊杰……”之类话，溥仪默不作声。站在一旁的罗振玉等一个

个或垂头丧气，或呆若木鸡。郑孝胥突然大声说：“日本人说

得出做得出，眼前这个亏不能吃。何况日本原是好意，让皇上

当元首，这和做皇帝是一样。臣伺候皇上这些年，还不是为了

今天。若是一定不肯，臣只有收拾铺盖回家。”一听到郑孝胥

要“收拾铺盖”，溥仪顿时着了慌。垂头丧气的罗振玉才慢慢

腾腾地说：“事已如此，悔之不及，只有暂定以一年为期，如逾

期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以此为条件，看板垣怎么说？”

溥仪叹了口气，叫郑孝胥去和板垣说说看。最后，板垣同

意了。

２月２４日，板垣从旅顺急返沈阳关东军司令部，报告了

旅顺之行。然后，确定了傀儡政权的最后方案。第二天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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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时，以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名义发表了所谓《新国家组织大

纲》。规定：伪国名：“满洲国”；伪国土：奉天、吉林、黑龙江、热

河及蒙古自治领；伪国旗：红蓝白黑满地黄；伪元首：称执政，

由溥仪担任；伪年号：大同；伪国都：长春，改称“新京”；伪国政

治：“民本主义”。

日本侵略者为了欺骗舆论，把建立伪国说成是出于东北

人民的“要求”，又指使汉奸大搞所谓“促进建国运动”。在沈

阳，２月２７日，于东北大舞台举行所谓的“市民大会”。是日，

到处张贴宣传品，且印制伪国纸旗数万张，“分发商民，勒令悬

挂”。又以“白看戏”和“赏军用饼干一包”为诱饵，驱使市民前

往开会。入门前迫令在名簿上签字，不会写者，由汉奸代笔，

以作为赞成伪国成立的根据。２８、２９两日，又举行了“全省代

表大会”、“全满联合大会”，其情形与市民大会类似。在哈尔

滨，于南岗喇嘛台搭成戏台多座，逼令名角在台上演戏，驱赶

市民前往。入场后即关闭大门，禁止外出。在吉林，则以发一

角钱的点心票引诱学生参加。伪建国运动整整闹了几天，丑

态百出，乌烟瘴气。

２月２９日，关东军又强迫所谓“全满建国促进运动大会”

通过决议，选出代表“敦请”溥仪出任“执政”。３月１日，假借

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了所谓《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

伪《建国宣言》发表之时，溥仪还在旅顺等待。在关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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