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4—1922年日本在山东的
军政殖民统治

宋志勇

1914年 9月,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机会, 日本出兵中国

山东,侵占了青岛及胶济铁路。战争结束后,日本不顾国际法和中

国的抗议,强行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直到 1922年中国

收回山东主权,日本在山东占领区进行了长达8年的殖民统治。以

往,人们侧重对中国夺回山东主权的政治、外交斗争的研究,本文

则拟对日本在山东实行军政殖民统治的实态及其对山东社会、经

济、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影响加以分析和研究。

一　借口对德宣战,出兵侵占山东

1897年 11月,德国以“曹州教案”为借口, 派舰队武装侵占了

山东青岛。1898年 3月,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

条约规定:
1.划胶澳(指青岛地区——作者)为德国租界, 租期九十九年。

2.准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筑连接青岛、济南等地的两条铁路。

3.德国在铁路沿线三十里内享有开矿权。

4.在山东省开办的有外国参与的事业中, 德国享有优先权。¹

根据这个不平等条约, 德国不仅占有了青岛及胶州湾,而且通

过修筑铁路, 把侵略魔爪伸进了山东腹地。山东从此成为德国的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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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范围。

为建立巩固的远东侵略基地,德国在青岛建立了一套严密的

殖民统治体系,并在山东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 修筑了现代化的青

岛港和连接青岛、济南的胶济铁路, 开采了铁路沿线的煤矿和铁

矿。在德国统治的十几年间,山东的殖民地经济有了较快发展,青

岛已居于“能和香港争优劣的地位”。¹

山东经济的发展, 特别是青岛港和胶济铁路的修建, 使山东的

战略地位愈加突出,令隔海相望的日本帝国主义垂涎。进入 20世

纪后日本加紧向青岛渗透。1900—1911年,日本进出青岛港的货

轮数量增加了近 8倍;至 1913年,日本在青岛港的贸易总额占到

了 37% º,仅次于德国。三井、汤浅、日信、江商等日系大商社, 纷至

青岛设行经营。日本的政客、军人、外交官,也频频到青岛“游历”、

“视察”,青岛日益受到日本的重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列强忙于欧战,无力东顾, 给日本加

紧侵华创造了机会。日本元老井上馨在致大隈首相的信中指出:

“这次大祸乱,对于日本的国运发展来讲, 乃是大正时代的天佑。”

日本应借此机会, “确立我国对东洋的利权”。» 日本政府也认为:

“与帝国有最痛切利害关系者,为邻邦中国问题……而当今之急

务,就是排除阻碍我国在华发展的最大障碍——德国势力。”¼ 日

本的目的十分明确,那就是利用世界大战的机会,趁机扩大对中国

的侵略,建立在中国的霸权地位。

日本是英国的盟国,根据日英同盟条约,两国有战时互助的义

务,这就给日本参加大战,侵华驱德以极好的借口。1914年 8月 8

日,日本政府决定对德宣战,进攻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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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战爆发后, 为免使战火延至中国,北洋政府宣布“中立”,并

向日、美建议:“限制战区,保全东方,劝告交战各国, 勿及东方。”¹

但是,日本为了攫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拒绝了这一提议。8月 15

日,日本政府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一、立即撤退日本及中国海上

之一切德国军舰,不能撤退者立即解除武装。二、9月 25日之前,

将全部胶州租借地,无偿无条件地交付于日本官宪, 以备将来交还

中国。德国拒绝了日本的要求。8月 23日,日本对德宣战。9月 2

日,日军近 5万人在远离青岛的龙口登陆。为最大限度地占领山

东,日本要求将山东黄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划为“中立外区域”(亦称

交战区) ,为北洋政府拒绝。但在日本的压力下, 北洋政府同意将龙

口、莱州及连接胶州湾地区划为交战区。同时中日双方约定, 日军

不得越过潍县车站西进。但是,侵占胶济铁路是日本出兵山东的重

要目标之一。日军根本无视诺言,于 9月26日占领了潍县车站。并

不顾中国的抗议, 继续西进,先后占领了张店、济南等站, 完全控制

了胶济铁路西段。然后,日军才回过头来攻打青岛。11月 7日,青

岛德军在经过顽强抵抗后投降。11月 16日,日军进驻青岛。

日军强行在山东登陆, 与德军作战,给无辜的战区人民带来了

深重的灾难。日军受军国主义教育,残暴成性,所到之处, 杀人放

火,奸淫妇女,抢劫财物,拉夫征粮,无恶不作。战争使青岛陷入了

空前的灾难。工商业停顿,水电几绝。“富室弃产而逃,贫者束手待

毙,生命财产直接毁伤于外人炮火之下者,不可胜记”。º 据《李村

要览》记载,战前李村区有中国居民 71300人,战后余剩 59200人,

遇害、逃难者达 12000余人。»战争使青岛的工商业停顿达半年之

久,中国公私财产损失巨大,难以计算。青岛港也遭到了极大破坏,

码头被炸, 导航设施被毁, 30余艘舰船沉于港内,航运完全陷入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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痪。

11月 26日,日军第十八独立师团司令官神尾光臣中将被任

命为青岛守备军司令官,守备军执行在占领区实施军政的任务,成

为占领区的实际统治者。

按照战前的许诺,战事结束后, 日本应立即撤军, 将青岛等占

领区归还中国。1915年 1月,北洋政府也宣布撤消战区, 要求日本

撤兵。但日本置之不理, 拒不撤兵。日本驻华武官町田敬宇少将露

骨地宣称:“日本既然用鲜血和巨大的财力夺取了青岛, 由日本将

德国的既得权利作为战利品来享用,是理所当然的。”¹ 日本外相

加藤高明也在议会诡辩说, 由于德国拒绝了日本的最后通牒, 日本

不受通牒中关于归还中国租借地的约束。º 这完全是帝国主义的

强盗逻辑。

日本不仅不撤兵, 反以此向北洋政府施加压力, 图谋更大的侵

华目标。1月18日,日本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

企图把山东、东北及全中国变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二十一条”共

分五号,其中第一号就是山东问题。日本在此提出 4项要求:
1.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2.中国允诺不把山东及其岛屿租让他国。

3.中国允准日本修造由烟台或龙口连接胶济线的铁路。

4. 中国允诺自开山东省主要城市为商埠, 以利外国人居住和贸

易。»

“二十一条”中关于山东问题的要求, 就是要中国承认日本继

承德国在山东的殖民权益, 承袭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地位, 把山东完

全置于日本的势力范围内。虽然日本已用武力实际继承了德国在

山东的权益,但未获中外承认。日本在“二十一条”中提出山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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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就是要把日本在山东的侵略事实, 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使

之合法化,以此作为日本统治山东占领区的“依据”。这充分暴露了

日本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

二　军政殖民统治的建立

1914年 11月 19 日, 日本驻青岛的陆军第十八独立师团, 发

布了第一号军令, 宣布对青岛实施“军政”管制。设立了青岛和李村

两个军政区, 任命吉村健藏中佐和多贺宗之中佐为两区的委员长。

外务省也派员参与青岛的军政统治。同时颁布了《军政施行规则》,

把占领区人民的一切活动,都纳入到日本的军政管理之下,“倘有

违者,无论如何情由,实行以严罚办, 毫不宽贷”。¹

11 月 26日,根据军令陆第八号, 设置日本青岛守备军司令

官,由陆军大将或中将充任,天皇亲自任命。作为占领区的最高统

治者, 守备军司令官拥有如下大权:统率守备军及相关机构;担当

占领区警备;统辖民政;监督、保护山东铁道及其附属矿山的经营

管理等。神尾光臣中将被任命为首任司令官。

青岛守备军的编制庞大,除司令部外, 有步、骑、炮兵部队及铁

道联队、电信队、兵工厂、医院等,兵员约 7000人。除青岛外, 还在

济南、坊子、高密等胶济铁路沿线驻兵。此外,在占领区各地还配置

了宪兵队,以监视、镇压人民的反抗。

1917年 9月,根据天皇的敕令, 日本又在青岛守备军设置民

政部,进行了统治机构的改组。民政部完全仿效日本在关东州租借

地的统治模式,是一种典型的殖民统治机构。

根据《青岛守备军民政部条例》,民政部掌管军事行政及司法

事务,新设的铁道部和邮政部也受民政部管辖。民政部成立后,日

本对山东占领区的统治,形式上由军政转为民政,但实质上并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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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改变,只是其殖民统治体系更趋完备了。

日本占领青岛后, 首先恢复青岛的秩序。殖民当局声明, 社会

管理,暂袭德制。原德当局施行的规章制度,如不妨碍军政管理,仍

可继续实行。

为在青岛建立巩固的殖民统治,殖民当局积极组织日本人向

青岛移民。战前, 日本在青岛的居民不过 300多人, 大部分从事服

务性工作。日本占领青岛后,在军政保护的诱惑下, 日本掀起了一

股移民青岛的狂潮。1916年底,在青的日人从战前的 300多人一

跃增至 11612人, 1917年更增至 18652人¹,青岛华人与日人的比

例达到 10∶1。大批日本人涌入青岛“淘金”,遍布工业、商业、交

通、金融、新闻、卫生、服务等各行各业。他们利用军政特权,控制了

青岛的经济命脉, 形成了日本殖民统治的支柱。

日本殖民当局为了吸引日本移民,无视中国的主权, 公开向日

人低价出租、出售青岛的官有土地。在日本统治青岛期间, 共有

310余万坪( 1坪约合 3. 3305平方米)官地被低价租与日人。而日

本填海造地数十几万坪,私购地 60余万坪, 官方承购之私有地 16

万坪, 尚未包括在内。º 此外, 日本还在胶济铁路沿线大量租用土

地,进行经济侵略活动。

青岛港内接胶济铁路, 外连国内及欧亚多航线, 是日本控制山

东及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枢纽。日德之战使港口遭到极大破坏。为

保障青岛日军的物资供应和掠夺山东的经济资源,日军竭尽全力

修复青岛港。战事刚结束, 日军立即成立了海军要港部和港务部,

着手港口的修复工作。他们招募工人,配合日军工兵,先清除了水

雷,然后打捞沉船,清除水下障碍,修复航标等港口设施。不到一年

时间,青岛港就恢复了航运功能。这充分表明了日本对青岛港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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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青岛海关(时称胶海关)在日军攻占青岛后被强占,被迫闭关。

随后,日本竟提出由日人充任海关工作,被中国拒绝。双方正在交

涉之时,日本当局派兵将海关的文件、财产强行没收。在日本的压

力下, 北洋政府被迫于 1915年 8月同日本签订了《会订青岛重开

海关办法》,承认日本承袭德国在海关的特权,允日本截留税银两

成。9月 1日,青岛海关重新开放,日人立花正树被任命为海关税

务司,海关大权为日本殖民者所控制。日本接管海关期间,掠走了

54万元税银。

日本占领青岛后, 特别是日本移民大量涌入后, 青岛的殖民主

义文化教育迅速发展起来。他们停办了原有的德国学校和中德合

办的学校,开设了一批日本学校。1916年 4月, 第一批日本小学建

成开学, 共有学生 240人。随后又建成了日本男、女中学和中文、商

业等专科学校。到 1921 年, 各类日本学校在校生总数达到 4442

人。¹ 上述学校, 主要解决日本人子女的教育问题, 教学内容和方

法基本上与日本国内一致。为培养学生的殖民主义统治才能, 殖民

当局将军事训练、“武士道精神”、汉语列入主要课程。与此同时,他

们将原德国为中国开办的学校,一律改名为“公学堂”。在“公学

堂”,教师的政治、思想受到严格控制,向学生灌输日本文化。殖民

当局还向学校派遣日本教师教授日文,进行奴化教育。在日本统治

后期, 青岛的公学堂共有 37所, 在校生达到 3356人, 比德占时期

有较大增加。º

为长久占据青岛, 日本还对青岛重新规划, 扩大市政建设。它

把市区从青岛、李村扩展到了四方、沧口一带,以满足大量日本移

民的需要。日本在青岛的民间建筑, 由 1915 年的 624坪, 增至

140

¹

º 《胶海关十年报告( 1912—1921)》。
《胶海关十年报告( 1912—1921)》。



1919年的 20393坪。¹此外,殖民当局还增修道路,增加水电供应,

把青岛变成了日本“冒险家的乐园”。由于日本移民的大量涌入,市

政改观,商店、饭店、娱乐场所大量增加,青岛一时呈现出殖民地的

“繁荣”景象。但是,这种“繁荣”是建立在掠夺山东人民财富的基础

上的,广大中国人民过的却是被剥削、被奴役的悲惨生活。

三　对山东的经济掠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经济带来了转机。战前, 日本因庞大的

军费开支等原因, 财政上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欧战爆发后,军需品

订货象雪片一样飞来, 促进了日本工业及经济的飞速发展。1919

年,日本从债务国一跃成为拥有 26亿日元的债权国,并成为第一

大对华贸易国。

由于日本发了战争财, 积累起了雄厚的资本,具备了大规模资

本输出的条件。欧美列强无力东顾,给日本从经济上向中国渗透提

供了机会。而军政保护下的青岛,很快成为日本对华投资的重点地

区。

德国统治青岛时,比较注重军事和商业,除经营矿业外,很少

投资工业。日本则不同,为了从经济上控制青岛和山东, 它进行了

大规模的工业投资。为吸引日本国内资金来青投资工业, 殖民当局

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如提供廉价电力及工业用水;降低原料及

产品的铁路运费;廉价出租官有土地为工业用地等。º优惠的投资

条件和军政保障, 吸引了大批日本人到青岛投资办厂,使青岛的殖

民工业有了急速的发展。

日本在山东的投资集中于青岛地区。在工业投资中, 纺织业所

占比例最大。其次是其他工业、金融、贸易及不动产等行业。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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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系企业有内外棉纱厂、大康纱厂、宝来纱厂、富士纱厂、公大纱

厂、隆兴纱厂、大日本麦酒等。上述企业的资本金都在 1000万元以

上。

从 1915年到 1925年, 日本在青岛投资达 5亿元,其中纺织业

投资达 1亿多元¹,约占工业总投资的一半。日本纺织业看好青岛

的主要原因是: 1. 山东是中国最重要的棉区,还有廉价的劳动力和

丰富的煤炭资源, 可就地设厂生产; 2.青岛海、陆交通方便,利于运

销; 3. 1918年中国提高了关税,在华设厂生产就地销售,比向中国

出口制品更为有利; 4.欧战结束后,战争订货消失,大批的纺织机

械闲置。这个时期,日本共在青岛开办了 6家大纱厂。到 1925年,

这 6个纱厂的精纺纱锭数达到 24. 9万余枚,占青岛全市纱锭总数

的 85%以上;纺纱工人达到 1. 8万人,约占全市产业工人总数的

60%左右。º日本凭借雄厚的资本和大规模的投资, 几乎垄断了青

岛的整个纺织业。

胶济铁路被殖民当局视为“生命线”。在“满铁”的帮助下, 日本

很快就恢复了胶济铁路的运输。为加强对山东的掠夺,殖民当局想

方设法提高运输能力。他们为掠夺山东的煤、铁资源,先后修建了

金岭镇铁矿支线、坊子煤矿支线和淄川煤矿支线,使山东的煤、铁

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

胶济铁路将山东的资源不断地运往日本, 又把日本的商品源

源不断地运往山东及华北腹地。胶济铁路在日本的对华及对山东

的经济侵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日本殖民者也从中获得了巨大的

经济利益。据统计从 1915年到 1921年,日本共从胶济铁路运营中

获利 18857022元。»

日本在侵占胶济铁路的同时,还接管了铁路沿线的德系淄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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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子煤矿和金岭镇铁矿。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正是日本工业大发

展的时期。为弥补国内资源不足, 日本对胶济铁路沿线的矿产资

源,进行了大规模的掠夺性开采。殖民当局根据三矿的不同条件,

采取了不同的经营方式。坊子煤矿条件较差,当局采取承包形式开

采。淄川煤炭煤质好, 储藏量大,当局采取直接经营方式。淄川煤

矿当局恢复旧矿井,开凿新矿井,使产量大幅度提高。到 1921年,

该矿的煤日产量达到 1500吨,年产量达到 50万吨, 职工人数也达

到 4000人¹,成为山东第一大煤矿。金岭镇铁矿对于缺乏铁矿资

源的日本更具吸引力。1918年 2月, 日本决定开发金岭镇铁矿石,

供应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八幡制铁所。铁矿由殖民当局委托大仓

洋行等大财阀经营。经一段时间的试生产后, 1919年全面投产。当

年,金岭镇铁矿的矿石就被运往日本,山东成为日本的一个新的铁

矿石供应点。

胶济线三矿的开采,给日本提供了急需的工业原料, 也给日本

带来了丰厚的殖民利润。仅以淄川煤矿为例, 从 1915年至 1921

年,日本共从淄川煤矿掠夺煤炭 700多万吨, 获利 4400 多万日

元。º 它是日本对山东进行经济掠夺的一个缩影。

以青岛港为中心的山东对外贸易,也完全为日本垄断。战前,

外商在山东经商被限制在通商口岸内,内地土货的收购和洋货的

贩卖都由华商作中介。外贸权虽为外商把持,但因华商起重要的中

介作用,双方表现为相互依赖的关系。日军侵入山东后, 日商随后

跟进,在山东内地直接收购土货,推销洋货,乃至设行经商,形成了

一条龙的商贸体系。据统计, 到1922年, 仅青岛一地,资本在 50万

元以上的日本外贸商行就达 20多家»,其中包括三井、三菱、大

仓、铃木等大洋行。他们凭借雄厚的资本和殖民特权,操纵对外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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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排挤华商,致使成批的中国商行歇业或倒闭。

青岛港的对外贸易在日本统治期间有较大发展。1922年的出

口量比 1915年增加了3. 89倍,达 140多万吨。¹但是,青岛港对外

贸易的发展是畸形的, 具有显明的殖民地经济色彩。首先,日本成

为特定贸易国, 1913年, 日本在青岛港的进出口总额中占 36. 6%,

到 1916 年就增至 86. 9%(其中进口日货 1106 万海关两,对日出

口 1556万海关两)。º 也就是说,青岛港进出口的绝大部分物资都

是来自日本或运往日本,青岛港几乎成了日本的外贸中转港。再就

货物构成看, 对日出口主要是牛、花生、小麦、鸡蛋、牛肉、烟叶、棉

花、木材、煤、豆饼等农产品和矿产品;而进口的日货主要是棉纱、

棉布、煤油、丝绸、砂糖、卷烟等轻工产品。这种构成表明, 山东已沦

为日本的农产品及工业原料基地及工业品市场。日货泛滥,严重打

击了山东的民族工商业。特别是山东的民族手工业, 在日货的冲击

下,更是一蹶不振。因此,山东及青岛对外贸易的发展,绝不意味着

山东民族经济的振兴,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加深对山东经济掠夺的

标志。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由于欧洲列强忙于战争, 暂时放松了对

中国的经济扩张。中国民族工业抓住机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

展。但山东的日本占领区却是唯一例外。日本凭借军政保护和资

金优势,在占领区大规模办厂经商,疯狂进行经济扩张,严重阻碍、

打击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以纺织业为例,一战时期,中国民

族工业发展最快的是纺织业。而山东盛产棉花,又有煤炭资源,加

之胶济铁路和青岛港的优势, 理应成为中国纺织工业的基地。但

是,在日本六大纱厂的垄断下, 中国的民族纺织业步履维艰,直至

1920年, 青岛才有了第一家也是日本占领时期唯一的一家中国纱

厂——华新纱厂建成投产, 资本也只有 200万元。华新纱厂势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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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只能在日本六大纱厂的夹缝中艰难生存。而在同一时期与青岛

条件相差不多的天津,先后建成了直隶模范纱厂、裕元纱厂、恒源

纱厂、华新纱厂、裕大纱厂等五大中国纱厂,使天津迅速发展成为

中国第二大棉纺工业基地¹,把青岛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再如渔

业。青岛沿海,有大批渔民靠打鱼为生。但日本占领青岛后, 即从

其国内招来大批渔民, 任意捕捞。日本守备军司令部还组织起了青

岛水产组合, 出巨资帮助日人建造大船,在青捕捞。至 1917年,在

青岛的日本渔船达到 130余艘, “南至海州,北至成山,皆属日本渔

人活动之范围矣”。º在日本的排挤下,中国的渔业备受损失。据统

计, 1916—1918 年, 青岛每年的水产上市量在 17—18万元左右,

其中绝大部分是日本捕捞或进口的。而中国渔民所占的比例从

1916年的 4. 7万元锐减至 1918年的 1. 1万元。» 日本渔业的扩

张,严重打击了青岛的中国渔业。物价上涨,收入锐减,使青岛渔民

蒙受巨大损失,生活难以为继。

在占领区,日本以军政为名,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人民行动

无自由,工作无保障,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以码头工人为例:日本

接管青岛港后, 对港口实行军政管理, 颁布了许多奴役工人的港

规、法令。他们重用特务、宪兵、监工,对码头工人进行残酷的剥削

压迫。装卸工作有淡旺季之分, 淡季时只需用二三百人, 旺季时则

需用三千六七百人。而殖民当局平时及旺季只发 1300人的工资,

淡季时更减发至 650人的工资, 使广大码头工人拿不到足额的工

资。每到淡季, 都有大批码头工人失业。另外,殖民当局还实行“以

华治华”的政策,把码头的装卸工作, 委托给把头,并把工资的发放

权交给他们, 任其克扣剥削工人。这样,工人便受到日本和把头的

双重剥削。在日本监工和把头的皮鞭下,不少工人受伤致残,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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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进大海仓底丧命。¹ 再如在日本投资规模最大的纱厂, 日本厂主

搞监狱式管理,豢养把头,动辄对工人毒打、罚款、开除。车间的工

作环境恶劣, 劳动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经常有人晕倒在工作台

上。工人的工资也极低,一般工人日工资不过三四角钱,童工更低,

加上工头层层盘肃,最后到工人手中的所剩无几。日本丝厂剥削工

人更为残酷。他们规定新工人的实习期为 4年,在此期间,工人每

天工作 12个小时,厂主只发给一点津贴,不发给工资。º 日本侵占

山东期间,大批的日本“淘金者”在此发家致富, 大批的日本企业在

此获取暴利, 这都是建立在剥削、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基础之上

的。

日本殖民者在军事征服的同时,还卑鄙地用鸦片毒害山东人

民。他们建立鸦片专卖制度,通过买卖鸦片,毒害华人,谋取暴利。

按照殖民当局的规定, 居民只要领有当局颁发的吸食许可证, 就可

吸食鸦片,致使烟毒泛滥成灾。据统计, 1921年青岛领有鸦片吸食

许可证的烟民达 3114人»,而私吸者远远大于这个数字。

贩卖鸦片的罪恶勾当是在日军的保护下进行的。他们除公开

进口少量鸦片外,大量以军用品的名义,逃避海关检查运入青岛。

除部分就地销售外,还有一部分在日军的护送下,经胶济铁路运入

山东内地销售。而内地烟毒,尤以济南为烈。据日本关东厅官员的

调查, 在济南的 200 名日本人中,约有一半以上从事贩毒活动。¼

烟毒泛滥,严重摧残了山东人民的身心健康,它是日本帝国主义残

害中国人民的又一铁证。

从 1914年日本借口对德宣战出兵山东, 到 1922年中国收回

山东主权,山东占领区人民饱受了日本 8年的殖民统治之苦。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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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 日本破坏中国的主权,建立军政殖民统治体糸,攫取了占领

区的行政管理权、领事裁判权、驻军权、关税权、警察权、土地管理

权等项大权, 垄断了对外贸易。在政治上, 殖民当局利用军政手段

奴役占领区人民;在经济上,大肆掠夺, 把占领区变成了日本的垄

断投资区、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山东占领区,变成了日本的海

外殖民地。8年的军政殖民史,是一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祸鲁的罪

行史。

经过中国人民的不懈斗争, 依据华盛顿会议签订的《解决山东

悬案条约》,中国终于在 1922年12月收回了山东主权。但是, 由于

日本利用军政殖民统治的便利, 在过去的 8年里,积累起了雄厚的

经济、政治基础,致使占领区回归中国后,仍未摆脱日本的控制。这

种局面一直到七七事变爆发,没有根本的转变。

(作者宋志勇, 1960年生,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副教授)

(责任编辑 :刘兵)

《警喻中国人》出版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副教授薛建中根据其岳父张德馨的回

忆撰写的《警喻中国人》一书, 33 万字,由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997年 5月出版。张德馨是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掳掠到日本

的中国战俘劳工中的幸存者之一,该书依据其真实的回忆,比

较详尽地记述了中国战俘劳工这一特殊群体在日本所遭受的

那一段不堪回首的经历,并从历史与现实结合的角度,对于日

本侵华战争的历史,日本当局对侵华战争的态度等问题进行

了分析和探讨。
(肖贵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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