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侵华期间的青少年移民政策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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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 ,日本政府为“增强日满的国防力量 ”,“解除皇军

的后顾之忧 ”,决定从 1938年开始推行向中国东北实施青少年移民的战略计划。为此 ,日本

政府动员各种社会力量 ,采取各种手段 ,诱骗和强制青少年移民到中国东北。太平洋战争爆

发后 ,日本强制移民到中国东北的青少年移民 ,几乎全部被送往侵华战场 ,充当炮灰 ,成为日

本军国主义分子侵略扩张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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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是资本主义列强对外侵略扩张的惯用手段 ,统治和掠夺殖民地所采取的重要形式 ,日本帝国

主义侵略者也毫不例外。但将青少年移民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向殖民地大力推行 ,这是日本帝

国主义的独创。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 ,日本关东军和国内的殖民主义者们就大肆呼吁向中国东

北实施青少年移民 ,以挽救行将失败的“百万户移民 ”国策计划。在日本关东军、拓务省等殖民机构

的推动下 ,日本政府“鉴于意义重大 ”,于 1937年 11月 30日讨论并通过。同年底 ,日本政府便开始制

定、实施向中国东北进行大规模青少年移民侵略计划。

一

关于日本对华移民侵略问题 ,早在日俄战争期间 ,曾担任过台湾总督、时任日本大本营参谋次长、

“满洲 ”参谋总长的儿玉源太郎就提出 ,“满洲经营 ”“必须以移民为要务 ”①的主张。日俄战后 ,日本

外相小村寿太郎也提出 ,为了“保护国防第一线的永久安全 ”,必须尽速“安排相当数量的大和民族定

居于满洲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此 ,要实施 10年 50万农业移民的入殖 ”②。为此 ,日本从 1914年开

始便在“满铁 ”附属地和旅大租借地内推行移民侵略政策 ,但到九一八事变前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农

业移民“仅有千人 ”③ ,移民侵略计划遭到了失败 ,但日本并未因此而善罢甘休。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

关东军就迫不及待地于 1932年 1月 23日在奉天关东军司令部主持召开了“满洲建国根本课题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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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农业移民 ”①问题讨论会。日本拓务省也积极配合 ,于 8月 16日 ,向内阁会议提交了《一千户移民

案》②。在关东军和拓务省的推动下 ,日本政府决定从 1932年 9月开始向中国东北实施“武装移民 ”

(也称“试验移民 ”)的侵略计划 ,配合关东军“镇压中国人民顽强的反满抗日武装斗争 ”③。从 1932

年 9月至 1937年 2月 ,日本向中国东北“武装移民 ”先后 5次 ,移民近万人。

1936年 ,日本政府为建设所谓的“东亚新秩序 ”,培养和确立“新大陆政策的据点 ”④ ,建立起以

“大和民族”为“核心 ”的殖民统治 ,实现永久霸占中国东北 ,进而达到吞并整个中国的野心 ,决定从

1937年 6月实施《二十年百万户移民计划 》,并宣布列为日本“七大国策 ”和“满洲国 ”的“三大国策 ”

加以强力推行。

但当“百万户移民 ”国策计划实施仅仅不到 1个月的时间 ,日本就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

为尽快占领全中国 ,结束战争 ,不得不大批投入兵力。尽管日本在中国东北驻扎着几十万的关东军精

锐部队 ,但由于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和东北抗日联军的不断壮大 ,钳制了关东军的南下。日本为解决

华北战场的兵力不足 ,只有调动国内的力量 ,采取应急措施。为此 ,日本政府一方面紧急召集在乡军

人编成部队 ,派往侵华战场 ;另一方面 ,修改征兵法 ,放宽兵役检查标准 ,扩大兵源。

由于日本实行扩大征兵计划 ,使得国内适龄的移民被陆续应征入伍 ,“百万户移民 ”侵略计划从

第一年开始就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面对移民源枯竭的严峻形势 ,日本殖民主义者们便纷纷呼吁 ,实行

青少年移民 ,以挽救行将失败的“百万户移民 ”国策计划。

为推动日本政府尽快实施向中国东北的青少年移民 ,日本农村更生协会理事长石黑忠笃、满洲移

住协会理事长大藏公望 ,满洲移住协会理事桥本传左卫门、那须浩、加藤完治、日本联合青年团理事长

香坂昌康等 ,于 1937年 11月 3日联名向日本政府提交了《关于编成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建议书 》,

建议政府立即组织“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5万人的移民计划 ,迅速派往中国东北这将是目前最紧

迫的要务。认为 ,“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大举渡满的时机已经成熟 ”,并“作为一大国民运动可以扭

转危机 ,真正起到国民振兴的作用 ”。据“目前国内人口构成统计 ,年满 15岁至 18岁的农家子弟大

约有 150万人 ,需要求职的大约有 70万人 ”⑤。如果“农村青少年每一个村移民平均每年 30人 , 1万

个村就有 30万人 ”⑥。具有雄厚的青少年移民资源。

日本拓务省根据“建议书 ”的内容 ,立即制定了《关于向满洲派出青少年农民之件 》,递交内阁审

议。近卫内阁“鉴于意义重大 ”,于 1937年 11月 30日讨论并通过 ,决定从 1938年开始向中国东北实

施青少年移民。同时还强调指出 :“目前鉴于满洲国之状况 ,应迅速将多数日本内地人向满洲移居 ,

鉴于按既定计划只将壮年移民迁入已不能满足其需要。政府自昭和十三年度为尽量输送更多之青年

农民 ,以适应非常时局 ,在昭和十二年度及昭和十三年度采取追加预算之方针 ,并迅速致力于制定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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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方案。”①自此 ,日本“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 ”移民侵略政策正式确立。

根据内阁“迅速致力于制定具体方案 ”的指示 ,拓务省于 1937年 12月 22日 ,主持召开了有陆军

省、关东军、满洲拓植委员会、满洲移住协会、满洲拓植公社等机构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会议讨论制

定了实施青少年移民的纲领性文件 ———《青少年开拓民实施要领及理由书 》。接着 ,拓务省又在本月

末组织制定和颁布了青少年移民实施的具体方案 ———《满洲青年移民实施要纲 》。

“要领及理由书 ”在谈到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青少年移民的重要性时指出 :“满洲移民对满

洲国健全发展有着极大的关系 ”,要以此次“中国事变为契机 ,在国防的充实和治安的确保方面 ,有必

要对满洲移民的重要性重新加以认识 ”。由于时局的变化 ,战争的需要 ,“在短期内完成大量成年人

移民的计划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 ,“对于青少年移民而言 ,不仅容易大量移民 ,而且他们移民后居住

的时间长 ,易于贯彻建国精神 ,担负起移居满洲的使命 ”。故此 ,必须实施青少年移民的计划 ,将“16

岁至 19岁的多数青年移往满洲 ”。只有这样 ,才能“确立东洋安定的基础 ”②。

“要领及理由书 ”还对青少年移民的“移民人数 ”、“募集 ”、“内地训练所 ”、“输送 ”、“当地训练 ”、

“当地设施以及指导员与既定开拓计划的关系 ”等一系列有关问题 ,都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青少年移民最初预定移民计划为 : 1938年 3万人 , 1939年 6万人 , 1940年 10万人 , 1941年 12万

人 ,到“百万户移民 ”第一期结束的 1941年 ,“合计向满洲移民青少年 31万人 ”③。

但青少年移民预定计划刚一出笼 ,有关方面便对此提出疑义 ,认为这一计划太过于冒进 ,不切实

际。在“百万户移民 ”第一期的五年计划中 ,成人移民也只不过 10万人 ,而青少年移民竟在 4年之中

就移民 31万人 ,特别是在战争时期 ,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 ,不久便修改了这一计划 ,预定 1938年为

3万人 , 1939年为 3. 5万人 , 1940年为 4. 5万人 , 1941年为 5. 5万人 ,合计为 16. 5万人 ④,比最初的

预定计划削减了 46. 77%。

“要领及理由书 ”还规定 ,在内地的茨城县东茨城郡下中妻村的内原建立“内原训练所 ”,对青少

年移民进行移民前的训练。在满洲建立嫩江、孙吴、宁安、铁骊、勃利 5个训练所 ,对移民的青少年进

行就地训练。“锻炼和陶冶农民必备的建国精神 ,促进开拓满洲和彻底的民族协和 ”,成为真正具有

“实现满洲建国理想 ”⑤的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服务的有力工具。

“实施要纲 ”共分 8项内容 ,对青少年移民的目的、募集机关、募集人数、内地和当地训练等一系

列有关问题都作了纲领性的阐述和规定。

1938年 1月 ,日本拓务省又颁布了《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募集要纲 》,对青少年移民募集的对

象、年龄、学历、报名和负责机构等都作了具体的规定。

募集的对象为日本国内各地 16岁 (生日大者可在 15岁 )至 19岁 (生日小者可在 20岁 ) ,身体健

康 ,意志坚定的青少年。其学历应为普通高等小学毕业或青年学校中途退学者。青少年移民的募集

工作 ,由拓务省 ,各府、道、县 ,满洲移民协会 ,大日本联合青年团等机构和团体负责。募集的申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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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志愿者应首先向市长、镇长、村长、校长、青年团长以及其他有关机构和团体的领导提出申请。

经各级领导的推荐 ,将志愿书、履历表、户籍抄本由市、镇、村呈报到县 ”。呈报材料中 ,“志愿书一份 ,

身份履历表二份 ,户籍抄本二份 ”。报名的时间 ,除 1938年度在规定的日期内报名外 ,以后在任何时

间均可随时向当地的有关机构报名 ①。

“募集要纲 ”发表后 ,拓务省要求各县立即召开会议 ,向各市、村长 ,各学校校长 ,各町村在乡军人

分会会长、产业组合长、青年团团长等组织和单位领导传达“募集要纲 ”的精神和内容 ,迅速展开宣传

和募集工作。

二

为尽快地实现“满蒙 ”青少年移民的战略计划 ,日本政府调动各级组织 ,利用各种手段 ,采取各种

形式 ,不遗余力地展开宣传和募集工作。在宣传和募集中 ,大日本联合青年团尤为活跃 ,积极响应日

本政府的号召。“募集要纲 ”发表后 ,大日本联合青年团立即于当月底制定了《青年团关于满蒙开拓

青少年义勇军的实施事项 》。其内容包括“普及宣传及意义 ”、“调查适龄者 ”、“鼓励适龄者应募 ”、

“援助志愿者 ”、“推荐志愿者 ”等事项。要求青年团领导干部到“各部落及适龄者家里进行恳谈 ”,

“召开父母兄姊联席座谈会 ”等。大日本联合青年团并通过发行刊物 ,传阅宣传册普及“满蒙开拓青

少年义勇军 ”移民的有关知识 ,增进对青少年移民重大意义的认识。同时还派遣“青年团指导者满洲

移住地视察团 ”,以所谓实地考察的现地感受 ,在日本各地巡回讲演 ,进行欺骗性宣传②。

日本各大报纸、杂志并以“少年屯田兵 ”、“昭和防人 ”、“昭和白虎队 ”等题目 ,大造舆论 ,宣传“满

蒙 ”青少年移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还悬赏征集歌颂日本“满洲移民 ”的歌曲 ,并陆续发表了《满

洲开拓之歌 》、《青年义勇队之歌 》、《满洲开拓青少年义勇队歌 》、《我们是年轻的义勇军 》、《开拓行 》

等歌曲。《青少年义勇队之歌 》写道 :

(一 )我们年轻人 ,扩展国土的闯将。激情在燃烧 ,重任在肩上 ,开拓满洲大地志坚如钢。

(二 )广阔地平线 ,升起美丽的太阳。晨风在鸣响 ,身体更强壮 ,立志扎根拼命大干一场。

(三 )我们的使命 ,日满一体的桥梁。挥洒的热汗 ,浇灌着沃壤 ,幽香的樱兰花含苞待放。

(四 )远离我祖国 ,倍感伟大更敬仰。生命不休止 ,大和魂传扬 ,日本国民定将昌盛兴旺。

(五 )永世不还乡 ,沃野千里可埋葬。抬头放眼望 ,满洲碧空旷 ,象征希望之云漂浮涌荡③。

以此来激发日本青少年移民“满洲 ”,扎根满洲 ,献身满洲 ,做一名“扩展国土的闯将 ”。

一时间 ,整个日本出现了“义勇军热 ”的现象 ,使部分天真的青少年上当受骗 ,以狂热的“献身精

神 ”,报名参加“青少年义勇军 ”。当年就有报名者 32, 782人 ,合格者达 26, 495人④。

根据关东军、拓务省殖民机构 1937年 7月所制定的《青年农民训练所创设要纲 》的规定 ,被募集

的青少年移民 ,首先要在国内的内原训练所“进行大约 2个月的内地训练 ,然后分配到当地的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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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内 ,再进行 3年的训练 ,结束后成为独立的开拓民 ”①。

当第一批“满蒙 ”青少年移民在内原训练所按规定的时间训练结束后 ,被派到中国东北的各地训

练所再进行训练。训练所的生活、训练活动皆按照军队的管理方式进行。青少年移民在训练所中 ,军

事训练严酷 ,农事训练繁重 ,并且还要昼夜轮流持枪站岗放哨 ,就连成年人也难以承受 ,更何况他们还

是孩子。据统计 ,在 1938年所募集的 26, 495人中 , 14—16岁者就占总人数的 77. 9%② ,年龄普遍偏

低。这些少年在训练中稍有差错 ,不是体罚 ,就是被殴打 ,身体、精神受到严重摧残。而且青少年移民

来到中国东北后 ,对当地的水土、气候不服 ,疾病流行。对此 ,使许多青少年产生失望和不满 ,思想动

摇 ,情绪低落。甚至有的青少年以自杀、逃亡、械斗等方式进行反抗 ,在当时日本青少年训练所中成为

流行的“屯垦病 ”。

由于“屯垦病 ”的蔓延流行 ,使许多青少年和家长对此产生了恐惧心理 ,深感上当受骗 ,对日本军

国主义分子欺骗性的宣传已不再相信。因此 , 1939年再次募集青少年移民时 ,那种狂热、沸腾的气氛

已不复存在。无论日本政府采取什么形式和手段进行宣传 ,已不再产生作用 ,应募者寥寥无几。

于是日本政府便一改过去混合编队的办法 ,推行“乡土部队 ”的强制性政策。由政府向各县、郡

下达具体指标 ,要求各县组建中队 ,郡编小队 ,组成所谓的“乡土部队 ”,并作为一项硬性规定 ,必须按

时如数完成任务。

各地区为了完成政府下达的指标计划 ,又向各町、村、学校分配指标 ,指令完成。要求教师不仅要

在学校教育、动员学生报名 ,还要到学生家里 ,对家长进行劝说。如果对下达的指标不能按期如数完

成 ,学校的校长和有关教师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尽管如此 , 1939年报名者仅有 12, 020人 ,被募集者 9156人③。这与按预定计划的 6万人和修改

计划的 3. 5万人相差甚远 ,仅占预定计划的 15. 26% ,修改计划的 26. 16%。

1940年 ,日本政府仍“采取分村分乡方式 ,组成乡土中队的新方法 ”④。募集的数量总算有所增

加 ,募集者为 9618名 ,比上一年增加了 400余人。1941年增加到 13, 335名⑤。

从 1941年秋开始 ,日本政府便着手制订“第二期五年计划 ”。12月 31日 ,《满洲开拓第二期五年

计划要纲 》由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其目的非常明确 ,就是要继续“巩固日满一体不可分的关系 ,以确

立日本内地人为核心的民族协和 ,增强日满国防力量 ”。特别是在新的战争形势下 ,更“赋予了满洲

开拓政策的重大使命 ”,因此 ,也成为“皇国日本毫不动摇的国策 ”⑥。

第二期“百万户移民 ”计划 ,将青少年移民纳入了“百万户移民 ”计划的总体规划。《满洲开拓第

二期五年计划要纲 》的第一条就规定 ,“第二期五年计划以 20年百万户计划为基础 ,目标为 ,包括第

一期计划 ,累计 30万户 , 1942年起 5年间 ,包括一般开拓民和义勇军开拓民 ,计划目标为 22万户 ”。

其中“青少年义勇队计划目标为 13万户 ”⑦,比重大大超出成人移民。第二期“百万户移民 ”5年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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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万青少年移民计划 ,其中 1942年为 10, 200人 , 1943年为 20, 800人 , 1944年为 30, 000人 , 1945年

为 30, 000人 , 1946年为 39, 000人①。青少年移民成为第二期“百万户移民 ”计划中的主要移民源。

第二期五年计划 22万户的依据为 ,“百万户移民 ”计划中的第一期为 10万户 ,第二期为 20万户。

但由于第一期五年计划没有完成 ,仅移民 8万户 ,缺额 2万户。故此 ,在制定第二期五年计划中将第

一期五年计划中的缺额部分在第二期五年计划中补齐。所以 ,第二期五年计划的目标为 22万户。但

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绝大多数成年人被送往战场 ,成人移民源枯竭 ,只好用青少年来填补。

1942年被募集的青少年为 12, 631名 , 1943年为 11, 510名 , 1944年为 11, 640名 , 1945年仅为

3848名。第二期“百万户移民 ”的五年计划中青少年移民 13万人 ,到 1945年应移民青少年 91, 000

人 ,但实际上只移民青少年 39, 629人②。其中 1942年超额完成计划 23. 8% , 1943年完成计划

55. 3% , 1944年完成计划 38. 8% , 1945年只完成计划的 12. 8%。1942年所定的计划仅有 10, 200人 ,

因此得以超额完成。

从 1938年到 1945年被募集的青少年进入内原训练所的总数为 96, 455人③。其中派往中国东北

青少年移民“总计为 86, 500余名 ”④。

三

日本“满蒙 ”青少年移民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移民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论从移民的动因、纲

领的内容、募集的对象 ,还是训练的具体科目等都无不体现着强烈的政治和军事目的 ,并在日本的侵

华战略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满蒙”青少年移民是在日本大举全面侵华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 ,因此它的军事目的不言而喻。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 ,东北抗日联军为配合关内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作战 ,积极开展

对日斗争 ,钳制了数十万关东军不能入关。正像日寇所惊呼的那样 ,东北抗联对“后方的捣乱愈加激

烈 ”。在这种形势下 ,为确保东北殖民地的稳定 ,《青少年开拓民实施要领及理由书 》中特别强调了日

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青少年移民的重要性 ,认为青少年移民“在国防的充实和治安的确保方面 ”,

对“满洲铁路的守备、在满日本人的保护、预防及镇压在后方以宣传政治思想为目的的扰乱、军需品

的配给安全 ”等方面 ,都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为了充实满洲的“国防 ”,也必须将多数的日本优

秀的青少年移民到满洲 ,“除此之外 ,别无他策。这就是满洲大量移民在军事上、治安上的重要意

义 ”⑤。而且将日本青少年“作为在乡军人分散在全满 ,一朝有事之际 ,可以立即召集起来 ,迅速编成

队伍 ”,将会成为“一心杀敌的相当的警备力量 ”。在战时和准战时还“可以顺利地完成筹办粮草的任

务 ”,缩短兵站供给线 ,“解除皇军的后顾之忧 ”⑥。

同时 ,日本陆军中将赖寿助也认为 ,关东军不断地将退伍军人送回国内 ,又“不断地从日本派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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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过来 ,是不可行的。特别是一旦发生事件 ,需要动员兵力的时候 ,这种交替制度 ,显然是非常不利

的 ,必须从居住满洲的日本人中随时增调胜任警备的壮丁 ”①。而日本青少年移民也正是为了适应这

一需要而出笼的。

为使日本青少年移民成为合格的军事后备力量 ,在训练所中的训练科目基本是以军事科目为主 ,

如“剑道、柔道、军事技术、相扑、马道 ”②等。为加强军事训练 ,从 1939年开始 ,“大小训练所的所长皆

改由陆海军预备役军人担任 ”③。青少年移民在训练所中经过强化的军事训练和学习 ,不仅掌握了军

事知识 ,而且提高了实战能力 ,一旦应征入伍 ,不需要新兵训练阶段就可以立即参加作战。从这个意

义上讲 ,青少年移民训练所就是培养军人的军事学校 ,为日本法西斯军队提供源源不断的熟练军事技

术的军人。

从年龄层次上看 ,所募集的青少年移民年龄一般要求在 16—19岁 ,经过 3年的训练之后 ,不但掌

握了军事技术 ,而且也到了入伍的年龄。事实正是如此 ,日本青少年移民在训练所训练结束后 ,大部

分应征入伍。到 1941年 ,“随着满洲国内情势的紧迫化 ,为补充军需人员的不足 ,实行义勇队训练生

的军需派遣计划 ,使其担当各地军用仓库的警备工作。另外 ,在各地的军需工厂 ,则作为作业人员履

行战时任务 ”④。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日本帝国主义为收罗炮灰 ,青少年移民无论是正在训练的训练

生 ,还是进入“开拓团 ”的团员 ,几乎全部应征入伍 ,“只剩下病弱的青年从事移民的建设 ”⑤。

日本青少年移民在对苏联的军事作用方面 ,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于 1937年 8月 23日的《致参

谋总长、陆军大臣的意见 》中提出 ,作为总体战的一环 ,青少年移民“在对苏作战的准备方面 ,不仅人

心的安定、治安的确保有着重大的作用 ,而且军备的充实、资材的完备 ”⑥等方面都将具有重大的意

义。因此 ,日本设置在中国东北的 94个各类“现地训练所 ”中 ,设立在“南满 ”的仅有 18个 ,其余 76

个绝大部分设置在中苏边境“国防第一线地带 ”的伪间岛、牡丹江、安东、三江、黑河、兴安北、兴安南

等地区 ,以“强化对苏的东北战略地位 ”⑦。对此 ,苏联对日本青少年移民在国防的安全上也“给予了

特别的重视 ”⑧。

关于日本“满蒙 ”青少年移民的政治目的 ,《青少年开拓民实施要领及理由书 》指出 :“对于青少年

移民而言 ,不仅容易大量派出 ,而且他们单独移居的时间长 ,易于贯彻建国精神 ,担负起移民满洲的使

命 ”。故此 ,必须实施青少年移民的计划 ,将“16岁至 19岁的多数青年派往满洲 ”。只有这样 ,才能

“确立东洋安定的基础 ”⑨。

在《关于编成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建议书 》中 ,也再三强调 ,“满蒙 ”青少年移民是贯彻“满洲移

民国策 ”的“最适当而有效的实行方法 ”,使“满洲国真正成为在日本民族指导下的五族协和的王道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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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和“铲除中日纠纷祸根的根本方策 ”①。企图通过青少年移民在中国东北构建长期殖民统治的社

会基础和维持“治安 ”的生力军。

为达到这一政治目的 ,日本青少年移民在内原训练所训练期间 ,教育和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向训练

生灌输“皇国精神 ”和军国主义思想 ,强化训练生效忠天皇意识 ,培养具有“武士道 ”精神的为日本军

国主义侵略扩张服务的驯服工具。在各当地训练所的训练 ,主要是“培养其具有各种开拓民 ,特别是

开拓农民的基本素质 ,以资巩固日、满不可分的关系 ”②。“锻炼陶冶真正的建国农民必备的精神 ,以

促进满洲开拓和彻底的民族协和 ,以期实现满洲建国的理想。”③

《青年农民训练所创设要纲 》指出 :通过“对纯真之日本内地青少年进行实地训练 ”,“授以必要的

学科、教练及武道 ,锻炼体力与开拓精神 ”,打造出为“彻底实行民族协和 ,以实现满洲国之建国思

想 ”④的骨干力量。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满蒙 ”青少年移民寄予重望 ,希望他们能成为“日本大和之

魂 ”在满洲的继承和发扬者 ,架起“日满一体的桥梁 ”⑤。并通过这一“国民运动 ”,扭转日本的危机 ,

“真正起到国民振兴的作用 ”⑥。

从中不难看出 ,日本对“满蒙 ”青少年移民政策的实施具有强烈的政治、军事目的 ,并为此煞费苦

心 ,惨淡经营。但在实施过程中却事与愿违 ,绝大多数青少年并不愿意充当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

牺牲品。

第一次的青少年移民募集在日本虽然掀起了“义勇军热 ”的浪潮 ,但那只是军国主义分子一手制

造的一种社会假象 ,事实上大多数青少年并非出于报国献身 ,而是为了生存。据统计 ,在募集者的

26, 495人中 ,来自贫困家庭的农家子弟约占总数的 77%⑦。他们的父母并不情愿将孩子送到战火弥

漫的中国 ,但由于生活所迫 ,“补助金 ”和“就业 ”的诱惑 ,也只得狠心将孩子送到远离国土的中国“发

展 ”,企图通过移民来改变生活状况。

当日本青少年移民被派到中国东北之后 ,所有的一切与自己的愿望和政府的宣传大相径庭 ,深感

上当受骗。再加上严酷的军事训练和繁重的农事作业 ,以及水土不服 ,疾病的流行 ,使青少年移民失

望和不满的情绪滋生蔓延 ,并导致了自杀、火并的恶性事件和逃亡现象的发生。据统计 ,到 1939年 8

月 ,仅伊拉哈训练所内就发生枪击事件 12件 ,危险行为 12件 ,自杀行为 6件 ,火灾 21件 ,擅自离所和

逃跑者 177人 ,因违反纪律被开除者 137人。又如 1939年 5月 ,在昌图特别训练所内所发生的放火

等暴力事件中 ,死伤 7人 ,受牵连被审讯者达 222人 ,收监者 123人。在收监者中 ,被起诉者 37人 ,其

中被判有罪者 32人⑧。此类事件在训练所中屡见不鲜 ,不胜枚举。

日本青少年移民的自杀、逃亡行为是对移民政策的抵触和反抗 ,使日本政府的青少年移民政策推

行受到了严重的阻碍。尽管日本政府实施了“乡土部队 ”的强制性政策 ,但仍无济于事。按照日本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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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所既定的移民计划 ,从 1938年至 1945年 ,青少年移民的总数为 25. 6万人 ,但实际上募集青少年只

有 96, 455名 ,占计划总数的 37. 67% ,其中派往中国东北的为 86, 500余人 ,占计划总数的 33. 78%。而

1945年仅完成当年计划的 12. 8%。青少年移民的年龄也逐渐降低 ,据统计 , 1938年所募集的青少年

移民 , 14—16岁者占总人数的 77. 9%①。到“1941年 ,伴随着以乡土为单位组成的乡土中队的实施 ,

年龄层更为降低 ,平均年龄仅为 14—15岁 ”②。日本青少年移民年龄的偏低 ,人数的锐减 ,标志着日

本青少年移民政策已经走向了崩溃。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失败 ,青少年移民也随之终止。

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 ,大力推行向中国东北的青少年移民政策 ,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危

害 ,同时也给日本青少年移民本人和家庭造成了难以弥补的痛苦 ,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一手制造的历史

悲剧。

[本文作者高乐才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长春 　1300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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