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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午 4 月 27 日，是 1)各 i.z. 官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临江

设立领事分馆斗争的六十周午。为了纪念这一重妥历史事

件，我们出版了这本专辑。

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大陆政菜，才巴兼并满蒙作为玩定

目末，加紧向扎东北侵咯扩张。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不仅继

承了沙俄在我南满的一切特权，还从清政府手中搜取史多的

权豆。在军问混战时期，通过收买张作霖，边一步扩大了它

在东北的特权。到了 1927年，我国东北面临着被日本帝国主

义吞并的危险形势。

1927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使中国革命

进入了是因难的时期 4 月 20 日，日本陆军大臣田中义一组

成军间内间，推行所谓"积极满蒙政策"。日本调兵遣将，

帝H主芋端，强迫张作霖接受"二十一条"。日本强行在临江

说领，就是对我国领土主权的明白张胆的挑战。如果日本帝

国主义的阴谋得逞，它的侵略野心就会继续膨胀，制 i主芋端

吞并我国东北。扎 1)各江官氏拒日说领的伟大斗争，就是在这

一紧妥关头发生的。

恪江官民以"拼十万头颅，洒一腔热血"的英勇斗争精

神，唤起了我国各界人民群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才巨日

说句斗争风潮很快从临江发展到丰又(沈阳) ，从丰又扩展

到东北各地以至全国。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

国人民保卫主权的伟大斗争风湖面前，终于退却了，不得不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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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弃了 11各江设领的妥求。

才巨日临江设领斗争的胜利，具有重妥的历史意义。这一

胜利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忱，振奋了民族正气;对侵略野心

极度膨胀的日本田中内阁，则是迎头一棒，使其嚣张气焰不

能不有所收敛。

前亨不忌，后事之师。回顾六十年前的拒日设领斗争，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发扬爱国主义传统，建设"四化"

振兴中华，促进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都有一定

的现实意义。

本辑由我会《吉林文史奇特》编辑部与浑江市政协文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共同编辑。所刊史料，有许多是当年亲历、

亲见、亲闻者的回忆录，由于年代久远，所这可能不尽翔

实。转载的日本尾形洋一的《一九二七年临江日本设置领事

馆芋件》虽然观点上与我们有所不同，但所这芋实是比较客

观的。本辑还附录了部分档案丈献。

由于时间仓促和编辑水平所限，错漏之处在所难免，批

希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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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七年拒日临江设领斗争始末

刘勇

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了朝鲜，进而规制我

国东北。 1927年日本政府提出在临江设立领事分馆的无理要

求。骄横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万没想到，临江这个偏远

山区的中国老百姓，竟以"拼十万头颅、洒一腔热血"的顽强

精神奋起抗争"骤然聚集五千之众"示威游行。不久又驱、

逐非法入境的田中作领事，并将盗购的房屋夷为平地。这一

切都大大地触犯了"帝国的威信使日本帝国主义者狼狈

不堪。

i自江拒日设领斗争就象漫漫长夜中燃烧起的火把，唤醒

了千百万民众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忱。…场拔地而起的狂飘

席卷了东北大地，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临

江拒日设领的斗争是近代东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一个重

大转折点，其后的东北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斗

争，正是这次大风潮的斗争精神的继承和发展。

一 临江设领事件的由来

!自江古称猫耳山，俗称帽儿山，位于吉林省南部长白山

区，鸭绿江北岸。 11自江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处卧虎山、

- 1 二



猫耳山下。 1644年清兵人关后，这一带视为满族祖先发祥的

"龙兴之地严禁外族人内。随着清王朝的日趋衰微，国

库入不敷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清王朝于1867年开禁。

临江地处长白山腹地，境内森林茂密，物产丰富，土地

肥沃，适于农耕。大批关内的直(河北)、鲁(山东)、

豫(河南)的穷苦农民，不惜背井离乡，抱着"闯关东，求

落命"的心理，千里迢迢来到了这富有魅力的长白山区，使

得猫耳山流寓人口骤增。

蜿蜒流过境内的鸭绿江 t "舶舶往来，运输称便从

水路可直达安东(今丹东)， u为赴长白山等处要冲"。只

有冬季降临，这里才几乎成了与世隔绝的

于t长支白山区是我国最大的原始森林区之一，每年来伐的木材

大都由鸭绿江运往安东，再由安东运往各地。所以当地人民

大都以采运木材为业。随着采伐业的不断发展和人口增加，

商业也日渐繁荣，临江成为我国边陆重镇。 190!年(光绪二

十八年)猫耳山正式设县治，改称临江，是清朝兴京厅猫耳

山巡检的驻地。

富饶壮丽的山河，悠久的民族传统，培养了临江人苦良

淳朴的品德。而冰天雪地的北国严寒，进山伐木、运木的瑕

辛险阻和惊心动魄的江上放排，又磨炼出临江人粗矿豪放的

胸怀和不畏强暴的倔强性格。早在 1900 年，沙俄派重兵入

侵，就遭到王和达、杨老太太领导的忠义军、六和拳的重

创。

尽管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这里还是颇有一种

"商业繁盛，金融流通，生活安定"的景象。随着日本帝国

主义对华侵略的加剧，临江人民这种和平安定的生活 H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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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破坏。 1905年12月，日本政府迫使清朝政府成立了所谓

"中日合办鸭绿江采木公司飞总公司设在安东，在长白、临

江、通化、八道江、十三道沟等五处设立分局。并规定鸭绿江

右岸60华里以内，自头道沟起至二十道沟止，为专采区域。

该公司为牟取暴利，对森林进行破坏性的砍伐，对华工进行

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从此大量的木材被源源不断地盗走，当

地人民生活也一天天恶化。明治维新后，日本帝国主义积极

推行所谓的"满蒙政策其实质即吞并中国，进而征服整

个亚洲。

1922年日本政府借口保护朝鲜人，欲在临江设立保民

会，未遂。

1923年12月 28 日，日本驻安东领事馆领事西泽义征，向

日本外务省提出《关于在临江县设置领事分馆的申请书》并

附《临江县概况》一文，理由是监视朝鲜民族的抗日活动。

1924年，日本帝国主义乘中国直奉战争混乱，东北军事

力量空虚之机，又进一步收买张作霖，扩大其在东北的侵略

特权。

1925年 8 月，吉田茂代替船津任奉天总领事馆领事后，

再次策划在临江设立领事分馆。 11月 19 日，日本外务省单方

面决定在临江设立领事分馆，所需经费，列入日本国1926年

预算。但是一直到1927年初日本当局仍然没敢贸然行事，只

是暗中为领事分馆的建立做些准备而已。

1926年，当北伐军浩浩荡荡地向北平(北京)推进时，

日本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一片动乱。为了转移国内

人民的视线，日本帝国主义加速了侵华行动。

1927年 3 月 7 日，币原通过芳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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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帽儿山领事分馆的理由，一是鸭绿江沿岸贸易量的增加，

二是安东领事馆管理的地方过大。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王荫

泰和奉天要人杨宇霆分别回答日方"我个人认为这是非常

简单的问题" "想不会有何不便"等等。

1927年 4 月 20 日，日本陆军大将田中义一上台组阁，重

新提出以武力占领东北征服中国的"满蒙政策"用软硬兼

施的手段，迫使张作霖进行"满蒙悬案"的交涉，其中主要

内容之一就是在临江等地设置领事机构的问题。并且，跑到

列强之前，首先出兵山东，并借口"解决朝鲜民族运动悬

案"在中朝边境的图们江、鸭绿江流域，调集大批军

队。

1927年，在中国的大地上到处充满着动荡不安的气氛。

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各地工农运动迅猛发展，沉

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者们恐慌不

安，惶惶不可终日，为了巩固他们在华的利益，一方面以武

力威胁中国革命，直接出兵干涉;一方面分化革命阵营，在

革命队伍内部寻找能维护其利益的新的代理人，以破坏莲蓬

勃勃发展的中国革命。

1927年 3 月 24 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

京惨案"。

1927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了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群

众。 7 月 15 日，蒋介石勾结汪精卫在武汉制造了"七·一

五"反革命政变。至此，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被中外

反革命联合绞杀-7，中国革命进人了低潮。

东北王奉系军阀张作霖，为了夺取北洋军阀政府的权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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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方国镇压革命的力量，另一方面急切需要仰仗外国势力的

支持。 1927年初，张作霖公开宣称蒋介石若对共产派加

以彻底的压迫，则南北之妥协非不可能之事。" 4 月 6 日，

张作霖下令搜查苏联大使馆，逮捕了苏联外交人员和正在大

使馆避难的中共党员李大钊等20余人。 28 日，李大钊等20位

革命者被张作霖秘密绞杀。随后，张作霖派重兵从河南向武

汉进攻。

这一切都剌激着田中内阁加速"满蒙政策"实施的欲

望。日本政府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向中国提出在临江

设领的要求。

一 !自江官民拒日设领斗争始末

(一)

日本政府决寇在临江县设领事分馆，这个任务被日本驻

安东领事馆领事西泽义征接受下来了。要在临江设立领事分

惊，首先，必须有一处房舍，有一片土地，做为馆址。否

则，只能是纸上谈兵。但是， 1I自江并不是条约上规定的公开

商埠，不可能公开置房购地。于是，西泽义征找到了鸭绿江

采木公司的职员渡边(日本人) ，让他帮助出谋划策。波边

虽然其貌不扬，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临江通他曾在鸭

绿江采木公司帽儿山分局(局址在临江)供职多年，对临江的

山川地貌，风土人情颇为熟悉。渡边当即答应全力为此事周

旋。渡边在临江时，认识一个中国人叫王作昆，二人交往颇

密，渡边是为了了解临江，熟悉中国;王作昆与渡边往来，是

为了找一棵可以乘凉的"大树"。王作昆为了达到长期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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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交往的目的，磕头作提地认渡边为义父。渡边调往安东后，

王作昆仍然不时地跑到安东，向义父进点"贡"，联络感情。渡

边想到这一切以后，立即赶到了临江，找到了王作昆。王作

昆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应该乘机捞一把。他提

出了四项条件:

1.将西后台土地22亩，房屋 3 间(其四至:东至山上

荒地，西至官地，南至张德喜宅地，北至辛佐福土地) ，高

价卖给日本;

2. 自己所负的外债全部由日方代为偿还;

3. 日方负责将自己安排在鸭绿江采木公司任职，并给

予高薪;

4. 今后自己如不便在临江继续居住，可携带家眷到安

东落户，日方负责安排。

渡边当即答应了王作昆提出的全部条件。

1926年11月 20 日，在西泽义征的精心策划下，日本驻安

东领事馆以日本人关谷俊介的名义，与王作昆在安东签定了

租房契约。但这张契约只是一纸空文，因为王作昆的房屋和

土地系其亡父王秉文属名，若卖须到县公署更换房照。王作

昆害怕露出马脚，便将办理换照事宜委托给叔弟王作才，并

让其父的义子尤风林住进自己的房子。三间房屋由毫不了解

情况的尤风林迁人。

王作昆在逃往安东之前，拿着一笔日方交给的款，找到

了"博雅斋"的主人一一张传珠，欺骗说"房子太旧了，

请老弟给被糊一下"张传珠是临江城内有名的画匠，精通

棱糊手艺。几天以后，张传珠便将王作昆的三间房屋模糊一

新。事后，张传珠得知王作昆将房子买给了日本人，气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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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三丈，将王作昆和日本人大骂了一通。

1927年 2 月，日本驻间岛(延边)总领事馆驻芹春分馆

主任田中作被任命为日本驻安东领事馆副领事兼帽儿山分

馆(临江领事分馆的正式名称)主任，斋藤孙治被任命为帽

儿山分馆警察署署长。安东领事馆还特地从间岛总领事馆精

选出四名警官，做为斋藤孙治的助手，并令田中作及其所属于

4 月 16 日率属赴任。 2 月 29 日，斋藤孙治带着四名警官匆匆赶

到朝鲜平安北道中江镇(中江郡) ，开始了设立帽儿山分馆

的筹备工作。不久，田中作也赶到了中江镇。

田中作等人到达中江镇以后，想与临江县公署的官员们

见面，试探一下中国方面对设立领事分馆的反应。但又害怕

第一次就撞一鼻子灰，堵死了以后的进路，所以先派朝鲜中

江镇警署警部李风来先过江来探听虚实，再做打算。

3 月 27 日，李风来带着汉语翻译森本(朝鲜人)渡江来

到临江县警察所。李风来说-"日本外务省已经向贵国北京

政府外交部提出要求并得到批准，准备在临江设立安东领事

馆帽儿山分馆。暂时并不打算派人来上任，想先听听所长的意

见，因为不知所长对这件事赞不赞成。假如所长能伸出友谊之

手，给以帮助，事成之后，一定以重金相谢。希望所长能够

同意，然后我们与张克湘知事协商。"吴常安回答说-"此

事我们没有得到上峰的命令，况且警察官并没有权力与贵国

商谈双方之间的事情。"李风来被吴常安不软不硬的一番

话，撞了一鼻子灰，只好告退。

李风来和森本从警察所出来后，又来到县公署，要求见

知事张克湘。见到张克湘后，童提在警察所向吴常安叙述的

话，并反复强调说"事成之后，一定以巨金酬谢。"张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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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听后大怒，命令堂役将此二人，驱逐出境。"李风来

见势不秒，忙说"这件事只是见于个别的报纸，并没有日

本外务省的正式公文，有没有这件事，还不知道，请知事大

人息怒、息怒。"说完，带着森本逃回中江镇。

20 日，旧中作又命令李风来过江。李风来持着未标明地

点的副领事田中作的名片，见到吴常安，并说"田中作现在

江南中江镇，准备来临江拜访所长和张知事，现派我来商定

一下日期。"吴常安接过名片，仔细地看了一会儿，问道:

"田中作是哪一个地方的副领事?李风来忙答道是安东

领事馆的。"吴常安说"是否能批准田中作来访，明天回

答你们。"

吴常安立即来到县公署，向 I[自江县公署知事张克湘汇报

了李风来的目的，请张克湘决断，张克湘斩钉截铁地说:

"不准。"翌日，吴常安派毛巡官过江，到中江镇，通知李

风来田中作系日驻安东领事馆副领事，来临江有何公干

并没有说明，并且我方也没有接待外交官的公文，因此没有

接见的必要，实在是难以接待。"

22 日，田中作又派李风来和斋藤孙治过江，求见吴常安

所氏。吴常安接过值班警察递过的名片，只见上面写着2 日

本驻安东领事馆馆员斋藤孙治。吴常安冷笑一声，对值班警

察说传我的话，未接到长宫的命令，不能接待。"李风

来和斋藤孙治无可奈何，只好来到县公署门前，要求见张克

潮。他们哪里知道，张克湘已经接到吴常安的电话，因此，

张克潮也拒不接见他们。李风来与斋藤孙治又来到临江县公

署交涉佐治员董敏舒处。董素日与日本人交往较多。又留学

过日本，也已知道了他们的来意。况且事先接到了张克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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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与日本人来往"的密令，也借口躲了起来。李风来和斋

藤孙治在临江城内转了两个多小时，也无人理睬，只好悻悻

地离去。

4 月 23 日凌晨 2 时，临江县公署收到了一封来自东边道

道尹公署的电报，电文写着日人田中作赴临携带游历护

照，须妥为保护，并派人监视其行动，令其早日出境。 w与此

同时，又收到了一封来自驻安东领事馆的电报，电文写着:

"敝国拟在临江设立领事分馆，已派副领事前往调查开馆，

并蒙贵国外交部及北京与奉侧要人之谅解，除知照东边道尹

外，并乞贵知事照料。"同日，又收到日本驻通化领事馆寄

来的四件公函，封皮上都写着"邮至临江县交帽儿山日本

领事分陆警察署长斋藤孙治"。

张克湘、吴常安在一起，分析了电报、信函，意识到事

态的严重性。张克湘对吴常安说"看起来，日人准备强行

设领了。"吴常安表示赞同。俩人商定，一面向上峰报告情

况，一面向各界人士通报消息，坚决抵制，不能让日方强行

设领的阴谋得逞。

4 月 24 日，在田中作的唆使下，大)1[ (日本人)持着驻

安东领事馆馆员的名片，不顾临江县公署堂役的再三阻拦，

强行闯进县公署，并扬言"假如张知事不召见，我就要大

闹县公署。"张克湘对于大川的举动，轻蔑地一笑，派人出

去对大川说本知事以法律及命令为根据，今无长官命

令，设领又为国法所不许。我在任一天就要负一天责任，绝

不允许你在本公署内无理取闹，也绝不允讲你们强行设立领

事分馆"大川又强行狡辩那我是来调查经济状况的，

能不能接见我，请回答。"张克湘又派人对大川说你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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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是来侵犯我们的国权，强行设立领事分馆的。现在我们子

里有你们驻安东领事馆领事冈田(此时西泽义征己离任)的

电文为证，今天，我开始不见你，你又改称来调查经济。做

一国的外交官员，你这出尔反尔的欺诈行为，已丧失了资

格，因此我更没有接见你的必要。"大川 l亚口无言，只好悻

悻而去。

当大川大闹临江县公署时，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的走狗

一一李风来也秘密潜到临江，为日本在临江设立分馆煽风点

火。李风来的行径被临江县居民杜某探知，并报告了县警察

所。杜某对吴常安说"李风来昨日来临，声称日人在临江

设立领事馆，密租房间十余间，金票 2 千元。租价以奉票之数

彼付金票同等之数，余下的利归代租者，并且在领事分信委

以重要的差事。如果害怕中国警察的通缉，可以携家搬至中

江镇居住。"吴常安当即告诉杜某说你告诉居民，房屋

不准真的租给日本人。也不得推卸，借此侦探日方真正的目

的。"

24 日上午，临江县公署夭于日本欲在 11向江设立领事分馆

一事，请示东边道道尹公署的报告，得到了明确的回答。东

边道道尹公署回电张知事:吴所长梗电均悉，日侧拟在

该县设立领事分馆，未有省令，决难通融，应严词拒绝，勿

庸再行请示，田中作等所持护照与事实不符，应速劝其出

飞境。"张克湘、吴常安矗立刻在县公署议事厅内召集各界代表，

传达了东边道道尹的指示，并把社某的密报内容告知了与会

人员。张克湘叮咛说"诸位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上日本人

的当J 各界人士纷纷表示，坚决抵制日人的侵略行径，誓死

保全国土的完整。参加会议的人有临江县教育会会长、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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