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 日本
“

华北分治
”

策略的形成

封汉章

吞并整个中国
,

是 日本的侵华总战略
。

在这个总战略指导下
,

九一八事变后 年时间里 日本侵华战略大致可分为三大步骤
 

“

吞并满蒙
” 、 “

华北分治
” 、 “

全面侵华
” ,

这构成 了其侵华总战略的

基本框架
。

笔者试图对 日本
“

华北分治
”

策略的形成做
! 一

初步探讨
,

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

日本侵华战略的第二步
“

吞并华北
”

起 自《塘沽协定》签订之

后
,

从此开始了
“

分治华北
”

策略的酝酿时期
。

不过
,

史学界有些观

点认为
,

日本的
“

华北分治
”

策略在 ∀ # ∃ 年 月已见端绪
,

同年 %

月即已开始
。

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值得商榷
。

该观点的主要论据是
 ∀ # ∃ 年 月 & 日

,

关东军《满洲事变

机密策略 日志》中有
“

拥立张作相
、

张宗昌
,

求得京津政权的安定或

促使张学 良下野
”

的记载
。

同月 ∃& 日
,

关东军在《满蒙问题善后处

理纲要》中提出
 

在华北
,

如果
“

树丈不使满蒙政权动摇的亲 日政

权
” ,

关东军应与天津驻屯军合作
。

此为
“

华北分治
”

政策的端绪
。

同

年 % 月 ∃& 日
,

日本内阁通过的《从国际关系看时局处理方针》∋以

下 简称《方针 》(中规定
 “

中国本部的地方政权分立状态 日益显

著
。 ”

今后
,

对中 日间发生的各种案件
, “

力求在各个地方政权之间

取得实际解决
” 。

而当时中国没有独立的地方政权
,

日本要在中国

制造独立的地方政权
,

最适合条件的地区是华北
。

所以这些文件可



视为 日本
“

华北分治
”

策略形成的开始
。

笔者认为
,

上述材料尚不

足以说明
。

 !∀ 年初
,

日军正发动对哈 尔滨的进攻
,

同时为应付李顿调

查团的到来而忙于
“

满洲建国
” ,

一二八事变也刚刚开始
,

很难说日

本的注意力已转移到华北
。

况且
, “

拥立张作相
、

张宗昌
”

的设想系

日本驻北平武官向关东军提出
,

在关东军参谋中都未能通过 # ,

似

难将其视为 日本政府开始采取某种新的策略
。

关东军提出在华北

树立亲日政权
,

亦非 日本政府的决策
。

何况
,

《满洲问题善后处理纲

要》还规定
, “

军 ∃指关东军—
笔者%不要采取积极措施”

。

& 细读

全文可知
,

其要旨在于使参谋们明了关东军对
“

满洲建国
”的意见

。

上文第三条材料
,

说明 日本决策者的视野
,

已 从
“

满蒙
”向

“

中国本

部
”

扩展
,

并把
“

满蒙
”

问题与
“

中国本部
”

联 系起来考虑
,

但也还不

能把这视为
“

华北分治
”
策略本身

。

这是因为
,

《方针 》中提出利用中

国地方政权的
“

分立
”

倾向不仅是针对华北
,

而是泛指广大的
“

中国

本部
” 。

更重要的是
,

九甲八事变后
,

日本政府提 出利用地方政权
“

分立状态
”

的意图
,

是 向
“

治理满蒙而迈进
” ∋

为了实现
“

治理满

蒙
”
的 目标

,

同时为了闯过 国际关系中的
“

许多难关
” ,

日本政府认

为
,

今 后除尽早做好战争准备
、

设法缓和与其他国家的关 系外
,

应

利用
“

中国本部
”

地方政权的
“

分立状态
” ,

来解决中 日间可 能出现

的事端
。

因此
∋

《方针》特别提出
∋

对
“

中国本部
” “

在经济上和其他各

国有重要关系的地区应保持和平状态
” ,

对
“

那些好招惹事端
”

的 日

本侨民
∋

外务省派驻官员应与海陆军方面配合
, “严加取缔 ” ,

使
“

有

关各国 ∃包括中国 %对帝国对中国本部的政策不致发生无谓 的担

心
” 。

综览全文
,

日本内阁强调把对
“

满蒙
”

的政策和对
“

中国本部
”

详见∃∃ 塘沽协定 %与
“

华北 自治运动竹
,

载《近代史研究》  (  年第 ) 期 ∗ 《
“

七
∋

七
”

事变前日本侵华政策的 几个间题 》
,

载《民国档案》+, (  年第 )期
。

本文以下征引观

点除注明者外均出 自这两篇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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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策
“

在本质上有所区别
” ,

其目的是企图在
“

中国本部
”

求得一

段暂 时的
“

平静
” ,

缓和 一下 国际关 系
,

以便集中力 量 消化
“

满

蒙
” 。

这与后来 日本蓄意在华北制造事端
、

谋求
“

分治
”

意趣相异
。

 !!年初
,

日本发动热河事变
。 0 月

,

日陆军参谋部向侵热 日

军 下达《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 %%∃ 以下简称《方案》%
。

论者认为
1

《方案》之 目的
,

是通过 日军的武力
“

威吓
” ,

使中国华北现政权
“

垮

台
” ,

达到华北
“

分治
” 。

笔者认为
,

这 一结论亦需商榷
。

吞并热河
,

历来是 日本
“

侵吞满蒙
”

政策的组成部分
。  !! 年 之月由关东军制

订
,

经阁议奏准的
“

攻占热河计划
”

中又详细规定
∗
日本发动热河事

变
, “

在于使热河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
” , “

讲而确立满洲国的基

础
” 。

用兵范围
,

除另有命令外
,

不得超越长城线
。 & 这体现了  !∀

年 ( 月 ∀, 日内阁会议关于对
“

满蒙
”

政策和对
“

中国东部
”

政策应

有
“

本质区别
”

的方针 当时 日术的召的是武力迫和
,

尽快结束事

变
。  !! 年 ! 月日军攻占热河后

,

越过长城向南进犯
。

后因天皇制

止被迫
“

回归长城线
”

以北
、

同时
,

国哭政府也派黄邪等人在北平
、

上海
“

寻觅和平途径
” 。 .

2

上述形势使 日本在决策下一步行动计划

时 出现分歧
。

日本内阁顾虑国际关系对其不 利
,

力主
“

不扩大方

针
” 、 “

控制军 队入关
” ∗ 日本军部认为

,

如能缩短时间
,

地域和兵力

的扩大都可认为是次要的
, “

时间的延长才是大忌
” 。

经一番激烈

争论
,

日本内阁才同意 日军越过长城
“

短时进击
” ,

挫败中国军队的

进攻
, “

于最短时间内导致停战
” ,

此方针得到天皇允准
。

其时旧 陆

军 参谋部看到
∋

中 日军力对 比极端悬殊
,

关东军
“

战斗力殆 已用

尽
”3

,

便于 / 日下达《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矛
。

《方案》决定
,

通过

《日中战争 4 % ∃《现代史资料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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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对中国军队反复彻底打击
) 继续实行 作为辅助手段的华北施

策 ∋指板垣征四郎在天津的谋略活动 ( )
乘华中国民党政权动摇之

机
,

巧妙操纵
,

使之波及华北
、

华南两地
, “

导致对我有利之形势
” ,

迫使中国
“

自动将军队撤至宣化
、

顺义
、

三河
、

玉田
、

滦县
、

乐亭以南

及以西地区
,

并以事实表明不再进入该地区
” 。

这是 日本
“

实现有

利的停战谈判
”# 的武力迫和方案

。

《方案》下达后
,

日军一面加紧进攻
∋

同时对板垣在津策动
“

内

应
”

寄予希望
。

板垣 自潜入天津后
,

企图收买段祺瑞
、

昊佩孚
、

孙传

芳等均遭拒绝
。

后来
,

他又以 巨资收买张敬尧
。 0 月 , 日

,

张敬尧在

北平六国饭 店被国民党特务暗杀
。

此时
∋

前线 日军频频电促
,

要坂

垣
“

速作乾坤一掷之壮举
” 。

. 至此
,

板垣才不得不吐露实情
1 ∃一 %

华北反蒋各派缺乏统一号令之中心人物
∗ ∃二 %反蒋派系内部复杂

,

不易合流
∗ ∃三 %反蒋派不一定就是亲 日派

∗ ∃ 四 %南京政府之权威尚

未骤失
,

反蒋人物多所顾虑
。 7 板垣的谋略活动既已失败

,

日军不

得不把赌注完全押在武力迫和上
。

随着 日军的进攻
,

战局急转直

下
。 0 月 ∀∀ 日旧 军进逼通州

、

密云一线
, “

摆出大力压制北平的态

势
” 。 8 平津两市人心浮动

。

是 日夜
,

黄郭在北平与 日本驻平武官等

商得初步停战协定
。 ∀ 0 日

,

何应钦派员赴密云向日军求和
。

这样战

斗才得以停止
。

可 见
,

《方案》的意图不是使华北
“

分治
” ,

或
“

使华北现政权垮

台
” ,

而是以武力迫和
,

尽快结束热河事变
。

这是 日本决策者的主导

思想
。

不过
,

在整个热河事变
,

尤其是事变后期
,

日本关东军和 日本

军部中的某些人已另有图谋
。

当 日本政府决定利用中国地方政权
“
分立

”

倾向
,

以便继续推

《满洲事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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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

侵吞满蒙
”

政策时
,

板垣等人却利用国民党内派系矛盾挑拨离

间
,

希图既配合 日本政府的侵热政策制造内乱
,

又伺机制造亲 日政

权
。

当日本内阁决定
,

日军可越过长城
“

短时进击
” ,

以尽快结束热

河事变时
,

日军又乘机逼迫南京政府承认冀东为
“

非武装区
” ,

制造

了一个“
缓冲地带

” 。

应该说
,

关东军和 日本军部中某些人为实现这
“

一刀两刃
”

的

图谋
,

其行动不止一次突破了日本政府的政策界限
,

不过与 日本侵

华总战略并不矛盾
。

所以
,

日本政府虽约束日军的
“

独走
”

∋如天皇

严令滦东 日军撤回长城沿线 (
,

但又默认其制造的既成事实
。

日本关东军和军部某些法西斯分子在热河事变中没有能乘日

军兵临城下之机
“

使华北现政权垮台
” ,

达到华北
“

分治
” 。

然而板垣

从事的谋略活动
,

《塘沽协定》的苛刻条款以及冀东
“

非武装 区
”

的

出现
,

均 已开始孕育
“

华北分治
”

策略了
。

《塘沽协定》的签订
,

标志着 日本侵华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

∀ # #

年 & 月 ∗ 日旧 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向内阁提出一项《政策大纲》
,

要

求压迫南京政府实现《塘沽协定》的
“

意义
” 、 “

保持并延伸此一情势

的发展
” ,

达到迫使国民党统治在华北解体之 目的
。  月 ∀0 日旧

本海军省提出
1
在华北

“

根绝反 日运动
,

消灭国民党势力
” , “

鼓起亲

日空气
” 。

# : 月 ∀ : 日旧本内阁通过《帝国外交政策》
,

主张以谈

判的方式使南京政府变相承认伪满洲国
,

没有采纳陆
、

海两省的提

案
。

; 月 !: 日
∋

陆军省又提出修正案
,

坚持
“

支持中国大陆之分治

运动
,

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
” 。

. 这说明
∋

侵占华北已开始

提到 日本政府的侵华 日程上来
,

但下一段的侵华政策仍没确定
。 ‘

 !)年的中日关系
,

可谓相对
“

平静
” 。

这段时间
,

日本官方称

作
“

静观
”

阶段
。

然而
,

中 日间这种
“

平静
”

绝不是
“

无为无策的平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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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书局  (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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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
” ,

而是恰如 日本学者岛 田 俊彦所说
 

那是
“

下一 次跃进 的准

备
” 。 “

华北分治
”

策略正在积极酝酿之中
∋

同年 ( 月
,

须磨弥吉郎

发表《放弃对华静观主义论》
,

呼吁 日本政府实行
“

积极
”

的对华政

策
。

果然
,

几个月后
,

日本
“

积极
”

的对华政策出笼 了
。  !) 年 ∀

月
,

冈田内阁制订了《对华政策》
,

系统地提出了日本下一阶段侵华

的基本政策
,

倡言以 日本为中心
, “

日满华三国相互提携
” , “

确保东

亚和平
” 。

其要点是
1

第一
,

要求中国停止排日反日活动
,

解决中 日

悬案
,

同时要求中国政府
“

任命便于推行我方政策的人物
” ,

以便
“

诱导该政权的态度对我有利
” 。

第二
,

在华北旧本希望迅速出现
“

南京政府政令完全不能行施的形势
” 。

在努力维护和发展 日方权

益的同时
, “

至少使其党部事实上停止活动
” , “

把华北政权下的宫

员 更换为便 于推行我方政策的人员
” ,

酿成华北地区的
“

亲 日气

氛
” ,

使
“

华北政权的当权者无论更换何人
,

也不能无视该地 区 日满

华特殊关系
” 。

对阎锡山
、

韩复集
,

应使其维持
“

与南京政府对立又

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
” ,

以
“

牵制
”

南京政府的对日态度
。

第三
,

为适

应上项各政策
,

实现
“

利导 ”
各地方政权之 目的

,

通过
“

经济提携
” ,

“

努力伸张对华商权
” ,

使之成为控制 中国的
“

有力手段
” 。‘习

冈田 内阁制订的《对华政策》
,

较之热河事变时的侵华政策无

疑发生了很大变化
1
口 号

,

由
“

巩固满洲建国基础
”

改成
“

日满华相

互提携
” ,
侵略方式

,

由武力鲸 吞变为隐蔽地
“

诱导
” 、

渐进
∗ 主要队

伍
,

由军队变成日本特务和驻华机构
∗
侵略地域

,

由长城以外的东

四省延伸到华北
。

这是一个完整的
“

分治华北的构想
”.

,

其实质是

用非武力手段逐渐地把华北从中国
“

分离
”

出去
。

直到  !/ 年 (

月
,

日本政府制订的一系列侵略华北的政策的内容
,

均未超出《对

《日中战争 + 扒资料娜说》
,

第 ! 贾
。

# 《日中战争 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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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政策》所规定的范围
。

可以说
,

《对华政策》的制订标志着日本
“

华北分治
”

政策的形成
。

要考察
“

华北分治
”

政策的形成
,

还必须进一步对 日本决策层

内的派系斗争这一制约影响日本侵华政策的因素作分析
。

日本统

治集团各派政治力量的消长和争斗
,

是
“

华北分治
”

政策形成的内

在因素
。

∀: 年代后期
,

日本国内迅速崛起的军队法西斯势力开始向刚

刚进入高潮的政党政治发起了严重挑战
。

军内法西斯主张
1
对外向

“

满洲
”

扩张
∗ 对内利用政变

、

暗杀等恐怖手段推翻政党政治
,

建立

法西斯军人政权
。  !∀ 年 0 月 0 日旧 本法西斯军人发动政变

,

刺

杀了要
“

压一压军部
”# 的政友会内阁首相犬养毅

,

企图建立军部

独裁政权
,

结果却组成了一个 由斋藤实为首相的
“

军部
、

政党
、

官僚

的联合体
” ∋ . 这说明 日本政党政治主导的局面已不复存在

,

而 日

军法西斯势力也还没有完全控制内阁
。

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各派力

量的这种僵持局面
,

形成了  !∀ 年 ( 月 ∀, 日五相会议通过的《从

国际关系看时局处理方针》
1

运用外交
、

经济手段向外侵略—
日

本官僚
、

政党集团的传统手法与继续以武力向外扩张—
日本军

部
、

法西斯分子的惯用伎俩的相互妥协
。

“

十月事件
”7 之后

,

日本法西斯分子分化成皇道派和统制派
。

皇道派以 日军下级军官为主
,

拥戴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和陆军参谋

 !/ 年 ( 月
,

日本为阁通过 《国策基准》
,

标志粉 日本侵华政策开 始由
“

华北分治
”

向
“

全面侵 华
”

政策转变
∋

# 枫元夫
1
《展撼刃昭和政 治 的 年》旧 新报导出版社  , 0年版

,

第 “ 贾
。

. 部川猪佐武
1
《近卫文 省己重臣 左屯》

,

讲谈社 , ,∀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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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年 : 月
,

日本军 人法西斯组织樱会伦密策划发动政变
,

建立 以陆相荒木贞夫

为首的新内阁
,

被宪兵队发现
,

军部乃下令邃捕有关人员
,

防止了政变的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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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长真崎甚三郎
,

对内坚持通过政变夺取政权
,

对外北攻苏联
。

统

制派以永田铁山为核心
,

由陆军参谋部等机关的校级军官组成
,

对

内主张
“

维持军的统制
,

进行合法的改造
” ,

对外
,

主张全面侵华
∋

他们积极靠近政党内部的
“

革新派
” 、

新旧财阀的指导者
,

进而与宫

廷势力中的
“

革新分子
”
合流

,

极力排除皇道派势力#
,

企图夺取军

部大权
。

热河事变结束不久
,

天皇剥夺了皇道派二号首领真崎甚三

郎的参谋次长职务
,

这就使皇道派控制的军部受到严重打击
。

而统

制派此时仍羽毛未丰
。

正在这时
,

支持军部的外务省大臣内田去

职
,

由高唱
“

协调外交
”

的广田弘毅继任
,

这就为外务省反击军部提

供了良机
。

于是才有  !!年 : 月《帝国外交政策》的制订和对海
、

陆两省关于华北提案的否定
。

《朝 日新闻》评论道
1 “

在内田外相时
,

霞关连 自己的存在都表示怀疑
,

今天 已扬眉吐气
,

因为外务省对于

军事的独立性出色地树立起来了
。 ” . 上述事实说明

,

在热河事变

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
,

日本仍未能形成
“

华北分治
”

政策
。

 !) 年 月
,

皇道派首领荒木贞夫辞去陆相职务
,

由统制派

的林铣十郎继任
。 ! 月

,

永田铁山调任陆军省军务局长
。

陆军大臣

的更迭
,

使皇道派丧失了参与军部和内阁决策的资格
。

从此
,

开始

了统制派控制军部的新阶段
。

 !) 年 + 月 : 月
,

统制 派先后发表 了《非常时期事变纲要 》

和《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两个小册子
,

狂热鼓吹对

外战争
∗攻击广田的

“

协调外交
” ∗
扬言  ! 0 、  !/ 年间会发生对

美
、

英的战争
,

必须在  !0 年以前完成
“

应付此项战争的准备
” 。

为

此
,

军部要在全国实行
“

统制
” ,

要利用皇道派可能制造的
“
非常政

治事变
”

一举建立军部法西斯独裁
。

对外
,

修订限制日本的国际条

《= 了夕又吞、刃道 》∃∃ 日本刃历史 ∀)% % ,

“通 向法西斯之路 %% ,

中央公论杜  ( ∀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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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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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历史科学大系 ∀% % , ∃ ∃ 日本法西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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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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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

使各国承认
“

满洲国的既成事实
” , ‘

支持中国的分裂势力
” 。

这两个小册子集 日本法西斯理论之大成
,

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统制

派的纲领
。

统制派的对华政策
,

已远远超出皇道派考虑的茫用 皇

道派为了北攻苏联
,

认为只要掌握了以满洲为中心的大陆据点
,

在

资深上就能确保对苏战略
,

不必向
“

华北及其以外的地区伸手
办 。 一 ,

统制派则要把整个中国作为其发功对英
、

美战争的基地
,

坚持
‘

·

必

须把资原丰富的华北弄到手
” 。

. 也正因如此
,

统制派分子永田铁

山
、

小矶国昭
、

板垣征四郎等在热河事变时
,

极力想在华北建立亲

日政权
。

只是当时
,

统制派尚不能左右军部
,

且没有形成完整的理

论
,

因此 ‘统制派的主张未能成为这个时期 日本侵华政策的主调
,

并始终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
。

热河事变后
,

统制派有关对华北政

策的意见虽再度提出
,

但仍未被内阁接受
,

反映了统制派尚不能左

右内阁的现实
。

正当统制派势力急剧膨涨之时
,

冈田内阁因涉嫌人造丝公司

贿赂案步步后退
。

高唱
“

协调外交
”

的外务省大臣广田上台一年多

也拿不出
“

积极的
”

对华政策
。

为了预防中国与列强
“

连结
”

而发表

的天羽声明招致了一场轩然大波
,

中 日间进行的谈判亦未获
“

实质

性
”

进展
。

统制派乘机发动攻势
,

以致 日内阁各派系不得不与统制

派妥协
。

于是才在  !) 年底产生了对华新政策
。

它接过了广田提

出的
“

日满华互相提携
”
的 口号

,

增加了统制派以
“

渐进
”

手段侵吞

华北的计划
,

迎合了其他政治派别的心理
,

实质上是发动侵略战争

的准备
。

由上述可见
,

在 日本统治集团各派政治力量相互争斗中
,

统制派逐渐得势是
“

华北分治
”

政策形成的重要因素
。

日本决策层内部对远东国际关系的对策和国防方针的确定也

是
“

华北分治
”

政策形成的因素
。

九一八事变
,

特别是热河事变
,

直

秦郁彦
1
《军事法西斯运 动史 ,

,

河出书房新社  /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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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威胁着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
,

加剧了 日本同西方大国的矛盾
。

英

美为了限制日本的扩张
,

除对中国进行微不足道的支持外
,

还以

 ∀∀ 年的华盛顿海军条约和  !: 年的伦敦海军条约即将于  !/

年期满为由
,

要求于  !) 年 : 月在伦敦召开英
、

美
、

日三国会议
,

讨论两个条约的续订间题
。

对此
,

在法西斯分子的推动下
,

日本内

阁决定废弃华盛顿条约
,

并决心不惜与英美一战准备退出伦敦裁

军会议
。

在 日本与英美矛盾加剧的同时
,

日苏矛盾也更加突出
∋  !∀

年底
,

苏联确立了对 日
、

德东西两面同时作战的方针# ,

随之增兵

远东
。

 !! 年
,

苏联开始在
“

满蒙边境
”

全线修筑永久性工事
。

到

 !) 年 / 月
,

远东苏军 已增至 ( 个步兵师
、

∀ 个骑兵师
、

/0: 辆坦

克
、

0:: 架飞机
,

总兵力约 ∀! 万人
,

等于九一八事变时日本陆军常

备军的总和
。

 !∀ 年
,

日本也开始实行以充实
“

满洲
”

兵力
、

改善装

备为主旨的 ) 年计划
。

但到  !! 年 / 月
,

驻中国东北的 日军只有

! 个师
、

+ 个机械化旅
、

+ 个骑兵团
、 ! 个独立守备队

、

(: 架飞机
,

总

兵力约 0 万人
,

即使加上驻朝鲜的 日军
,

也远不及远东苏军
。

而且
,

为扫荡东北抗 日武装
,

关东军
“

付出十倍的努力
” , “

尚未能完全达

到 目的
” 。

这就使日军对苏战备
“

落后了两年
” 。

& 按照 日陆军参谋

部的计划
,

日苏远东兵力对比
“

至少要始终保持 : , ( 的比例
” 。

实

际的 日苏战备失衡使日本感 到重建
“

大陆国防成为当务之急
” 。

7

然而
,

日本军部内对于确定一个什么样的
“

国防方针
”

却出现严重

分歧
∋

 !! 年 / 月
,

日陆军省召开会议
,

探讨
“

国防方针
”

时
,

皇道

派认为
1

根据 日本目前的国力
,

应避免
“

与中国为敌
” ,

趁
“

苏联尚未

> !5 年 / 月
,

中美签订《楠空借救合两 》
,

奖 国贷欲 0: : : 万 美元给中国
∗ ,

、

5 月间
,

中美又签订了舰空秘密协定
,

由灸国派艘空专家来华任教官
,

并设立飞机修配工厂

等
。

# 眼部卓四郎
1
《大东亚战争全电》∃一 % ,

商务印书馆 , ()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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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以前
,

伺机予以打倒
” 。

统制派则主张
 

日本实力难与苏联抗

衡
,

首先应对中国施用谋略
,

使中国屈服
,

然后对付苏联
。

第一次会

议未获最后结论
。

第二次会议在统制派分子永田铁山故意缺席的

情况下
,

决定将国防
“

重点彻底置于对苏自卫
” 。

皇道派坚持北进
,

但认为由于实力不足
, “

如不调动中国的资源
,

对苏长期战争是不

可能的
” 。

既然 日本对苏已
“

感兵力不足
” ,

对华
“

就 只有运用政略和

谋略了
” 。

而且
, “

对前者力量越是不足
,

对后者就更要特别施加威

力
,

否则难以奏效
” 。

此次会议后不久
,

随着皇道派失势
, “

北攻苏

联
”

被暂时搁置
,

以谋略取得华北却由统制派发展成为
“

华北分治
”

政策
。

上述事实说明
,

日本对苏作战准备不足
,

是其制订
、

推行以非

武力手段侵华
,

亦即
“

华北分治
”

政策的又一重要因素
。

“

华北分治
”

政策既由冈田内阁通过
,

成为日本侵华第二阶段

的基本政策
,

当然是 日本 内阁各省 ∃尤其是陆军
、

海军
、

外务三省 %

大臣的
“

共识
” 。

“

华北分治
”

策略形成后
,

日本侵略华北的主要手段便是策动
“

华北 自治运动
” 。

不过
,

史学界某些观点认为
,

日本为了推行
“

华北

分 治
”

运用了两种手段
1
《塘沽协定》以前是军事手段

∗ 之后是非军

事手段
。

这是推行
“

华北分治
”

的两种策略
。

所以
“

华北分治
”

不一

定必然导致
“

华北 自治运动
” 。

笔者认为这一结论亦有商榷的必要
。

为了讨论这一问题
,

我们不妨结合
“

华北 自治运动
”

的史实作

进一步分析
。

“

华北分治
”

政策制订 后
,

负责具体实施该项政策的 日本关东

军和天津 日本驻电军多次召开会议
,

商讨实施办法
。  !0 年 ) 月

,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绝 》∃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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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决定把华北五省
“

建成为统一的 自治地带
” +

这个把
“

华北自

治
∋
作为推行

“

华北分治
”

的方案很快得到东京的批准
。

同年 : 月
,

日本内阁又通过了《鼓励华北自主案》和
“

广田三原则
” 。

以策动
“

华

北自治
”

为手段推行
“

华北分治
”

政策成为 日本政府的决策
。

此后不

久
,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密电通伤日本驻华外交官员
1 “
广田三原则”

与《鼓励华北自主案》
“

相成相助
、

互为 补充
” , “

并行有效
”# ∗
命他

们操纵华北地方政府使其
“

升华
” 。

在关东军特务机关
、

天津 日本驻

屯军和日本驻华外交人员的共同策动下
, “

华北自治运动
”

出现高

潮
。

负责
“

华北自治运动
”

电讯工作的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说
, “

华

北 自治
”
是使华北 0 省

“

脱离南京政府
,

建立一个在 日本领导下同

满洲国有密切关 系的特殊地域
” ∋

& 夭津 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

宣称
,

要
“

依靠华北民众力量
,

改变和树立华北政治机构 ≅,
“

逐渐使

华北 明朗化
” ∋

7 土肥原贤二 向宋哲元提 出的《华北高度 自治方案》

要求
1
成立以宋哲元为首领

、

土肥原为顾问的
·

“

华北共同防共委员

会
” ,
截留税收

,

与日满华结成一体
∗另订通货

,

与日元发生联系
∗扑

灭三民主义
,

代之以东洋主义
∋

3 由此可知
,

在 日本策动下
∋

制造挂

着
“

自治
”

招牌的 日本傀儡政权的运动
,

即是
“

华北自治运动
” 。

“

华北 自治运动
片
是 日本推行

“

华北分治
”
政策的手段

。

在整个
“

华北自治运动
”
中

,

日本侵略者为实现
“

华北分治
” ,

其手段无所不

用其极
。

它第一步
∋

指使 日本特务
、

浪人
,

收买一批汉奸
、

流氓
、

政

客
,

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
,

或组织各种
“

自治团体
”

发表宣言
,

张贴

标语
,

招摇于街头
,

喧嚣于报端
,

制造
“

自治出于民意
”

的谎言
∗
或制

造暴乱
,

造成
“

自治
”

势在必行的空气
。

第二步
,

策动国民党官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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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亲 日派殷汝耕
,

利用
“

非武装区
”
之便

,

直接把国民党基层政权转

化为
“

自治政权
” 。

再以此为突破 口
,

诱编与威吓并用
,

外交压迫与

武力恫吓双管齐下
,

迫使华北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就范
。

第三步
,

利

用冀察政权特殊化
,

对宋哲元软硬兼施
, “

先求逐步宗成冀察两省

及平津两市的自治
,

进而使其他 # 省自然地与之合流
” +

日本侵略者在华北翻云筱雨
,

凡此种种皆源于
“

华北分治
”

之

策
。 “

华北分治
”

政策说
,

要造成先入为主的空气
,

土肥原们就制造
“

自治出于民意
”

的谎言
。 “

华北分 治政策
”

规定
,

要更换华北政权中

的国民党官员
,

土肥原们先赶走了于学忠
、

蓝衣社
、 “

中央军
” ,

接着

又把宋哲元挤出察哈尔
,

将其
“

引向华北
” 。 # 后来

,

又企图以王克

敏取宋哲元而代之
。 “

华北分治
”

政策提出
,

要使南京政府的政令在

华北越来越不起作用
,

土肥原们就导演了
“

自治运动
”

三部曲
。 “

华

北分治
”

政策系 日本内阁的
“

集体杰作
” ,

外务省和军部分别派员来

华
,

先后召开各系统的驻华官员 会议
,

统一思想
,

协调行动
,

以收
“

相成相助
”

之效
。 “

华北分治
”

政策导致
“

华北 自治运动
” ,

这是必然

的
。

综上所述
, “

华北分治
”

政策形成于  !) 年 ∀ 月
。

它是 日本最

高决策机构在吞并全中国总战略指导下
,

根据九一八事变
、

热河事

变后出现的新形势而制订的侵华第二阶段的基本政策
。

其主要内

容是用非军事手段把华北从中国
“

分离
”

出去
,

变为 日本的独占殖

民地
。 “

华北自治运动
”

是实施
“

华北分治
”

政策的产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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