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罪恶
,

铁案难翻

—
评 日本出版的《满洲国史

·

总论 》

王元年

 ! 年
,

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一手炮制的傀儡政权—
满洲国

,

早已随着日本法西斯的败降而覆灭
。

关于伪满洲国这段历

史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曾对 日本在 伪满 ∀ 年的殖 民统治做了结

论
,

铁案 已由历史铸成
。

然而事隔数十年
,

日本国内某些仍然具有军国主义思想的人
,

竟出版了一部充满帝国主义论调的《满洲国史
#

总论 肛下简称《满

史 》∃
,

企图为历史翻案
。

这仅是 日本
“

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
”

一整

套出版物中的头一卷
。

该书  ! 年由日本第一法规出版社出版发

行
,

前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部长平岛敏夫写了发刊词
,

甲级战犯
、

曾任首相的岸信介等 人分别写了
“

推荐辞
” 。

文中肯定赞颂《满

史》的出版
“

是很有意义的壮举
” , “

是一部世界史罕见的具有特色

的文献
” ,

并希望每个 日本人都能读一下这本书 ∀第 # 页 ∃
,

等等
。

笔者阅过此书
,

深感它并非一般史学专著
。

书中全然不顾历史真

相
,

肆意颠倒黑白
,

竭力为 日本法西斯罪行翻案
。

通过对此书简要

剖析
,

相信读者会得出这一结论
。

一 鼓吹
“

特殊权益
” ,

否认战争侵略

东北
,

自古以来就是 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遗憾的是《满

《满洲 国史
·

总论》
,

燕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年翻译出版 ∀ 内部发行 ∃ 。

以

下未标明出处者
,

均引自此书
%

%

#&  %



史 》竟置中国主权千不顾
,

一再 声称 日本在东北的
“

特殊地位
”

或
“

特殊权益
” 。

这种
“

特殊地位
”

或
“

特殊权益
”

的根据何在 % 《满史》

做了进一步的解释
,

说
“

日本在满蒙获得特殊地位或特殊权益的主

要原因
,

乃是根据 & ∋ 年 日俄讲和后的日清条约
,

以及 ∋ 年的

对华二十一条要求⋯ ⋯
”
(第 ∋ ) 页 ∃

,

于是便产生了日本在满蒙的

特殊权益问题
。

这里帝国主义侵略嘴脸已暴露无遗了
。

凡有一点

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
, “
日清条约

”

和
“

对华二十一条要求
”

都是 日

本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
。

按照这种不平等

条约来论证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
“

特殊地位
”

岂不仍是迷恋昔 日帝国

主义殖民主义立场 % 《满史》在解释
“

特殊权益
”

时另一个论据是所

谓
“

毗邻
”

地理位置与历 史
“

交涉
”

形成的结果
,

这又是指什么呢 %

《满史》几乎是直言不讳地说
∗ “

无论如何
,

做 为日本在满蒙持有的

特殊权益
,

其特征主要还不限于依据条约的规定
,

满蒙同日本原来

就有地理和历 史上的密切关 系
,

而政治的和经济的关 系又与之相

纠缠在一起
,

以至不久便产生了
‘

满洲是 日本生命线
’

的说法
。 ”

(第

∋) 页 ∃真是奇谈怪论 +有什么地理和历史的
“

密切关系
”

呢 % 挑明了

说
,

就是不平等条约没有规定的
,

条约以外的也是 日本的特殊权

益
。

因为满洲离 日本近
,

便于扩张侵略
,

加上历史上交涉侵占的既

得利益
,

统统都成了 日本的特殊权益
。

于是满洲就成了
“

日本的生

命线
”

了
。

这是什 么逻辑 +

这种用任何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
,

外加所谓
“

毗邻
”

关 系
、 “

历

史交涉
”

等原由而炮制的
“

特殊权益
”

论
,

实质是
“

侵略合理
”

论
。

不

错
,

历史上曾经出现过 用这种强盗逻辑侵华的现象
。

那么到了 !&

世纪后半叶
,

人类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

《满史》编纂者们仍然

顽固坚持帝国主义立场
,

对所谓
“

特殊权益
”

大加肯定推崇
,

其 目的

就在于否认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性质
,

向日本国民宣扬军国主义思

想
。

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瞥惕
。

二 制造傀儡政权的阴谋活动
,

欲盖弥彰
#

! &
,



口−

世人皆知
,

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
,

而

《满史》却否认这一点
。

书中以当时 日本政府和伪满政权的腔调写

道
∗ “

满洲在地理上
、

历史上均与中国本土 不同
,

处于特殊地位
,

而

当地居民憎恨张氏丈指张学 良∃暴政
,

为保境安 民而 自发地创建满

洲国
” , “

满洲国并非靠 日本军部或官方操纵而建国
,

乃是根据满洲

当地居民一致之愿望而产生
。

气第 ! ∀ 页 ∃究竟是
“

自发
” 、 “

民意
”

还是 日本殖民者操纵 % 然而
,

真是欲盖弥彰
#

由于《满史 》要歌颂日

本帝国主义的
“

丰功伟业
” ,

给那些军国主义分子树碑立传
,

作者详

细记述他们的行径
,

从而披露了 日本政府和军部策划拼凑伪满傀

儡政权的阴谋活动
。

《满史 》在记述 日本以什么形式统治东北的间

题时
,

写道
∗

九一八事变后
,

月 !! 日旧 本关东军参谋部
“

在沈阳

旅馆的参谋长房间
,

三宅参谋长
、

土肥原
、

石原中佐
、

片仓大尉等人

聚集在一起商议对策
。

在会上板垣大佐提出占领方案
.土肥原大佐

提出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
、

五族共和的方案
.建川少将则主张建立

以旧清朝宣统皇帝为首脑的亲 日政权方案
” 。

(第 /巧 页∃经讨论同

意建川主张
,

建立一个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
“

元首
”

的伪政权
。

这

是 日本拼凑伪满傀儡政权最早的具 体方 案
。

接着
,

书中写道
∗

! 

日
,

关东军向日本驻天津司令官发出电报
,

请求派兵保护清废帝溥

仪以及汉奸大臣罗振玉等人
,

并同大汉奸张景惠
、

熙洽
、

张海鹏
、

于

芷山等人取得联系
。

关东军参谋部综合研讨各方方案后
,

完成 了

《解决满蒙问题根本方案》
,

于 & 月 !∋ 日呈报陆军大臣和参谋总

长
。

方案规定
∗ “

方针
#

同中国本土割离
,

表面上由中国人统一
,

实权

掌握我手中
,

以东北四省及内蒙地域为版图
,

建设 独立之新满洲

国
。 ”

(第 0 1 页 ∃  ! 年 / 月 2 日旧 本政府终于制定了一个所谓

《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
,

确定第一步为拼凑一个脱离中国的伪

政权
,

然后再把它装扮成一个
“

独立国家
” 。

《满史》为了更具体的歌颂一些军国主义者的
“

功绩
” ,

不厌其

烦地罗列了东北各地的
“

自治
” 、 “

独立
”

过程
,

但这又恰恰暴露了所
#

!
#



谓
“

自治
” 、 “

独立
”

运动
,

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一手策划的
。

如  年

月 ! 2 日
,

吉林在
“

关东军派今田大尉协助下
,

改组吉林省政府
” 。

(第 ! 3 页 ∃!) 日
#

熙洽宣布
“

独立
” 。

& 月 / 日
,

沈南镇守使张海鹏

在关东军策划下
,

在沈南宣布
“

独立
” 。

同月
,

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
,

在关东军利诱胁迫下宣布
“

独立
” ,

管辖辽宁东部 ! 个县
。

0 月 3

日
,

于冲汉根据 日本
“

金井顾间关于今后政治之根本在于实行
‘

王

道 政治
’

的意 见
”
(第 !2 页 ∃

,

宣布辽宁
“

独立
” ,

不久改名为奉天

省
。

 ! 年 月 / 日
,

张景惠在板垣大佐的策动下
,

在哈尔滨宣布
“

独立
” ,

成立东省特别区
。

在拼凑省政权的同时
,

县一级政权也开始筹划
。

以汉奸于冲汉

为部长的所谓
‘

自治指导部
”

的顾问和各地工作部的部长
、

委员都

是日本人
。

在
“

自治指导部
”

的指导下
,

向各县派遣以日本人为主的
“

指导员
” ,

操纵建立县级政权
。

先从辽宁开始
,

然后逐步展开
。

 ! 年 ! 月 3 日
,

在关东军指使下
,

张景惠
、

减式毅
、

熙洽等

几个大汉奸纠集在一起
,

在沈阳成立
“

东北行政委员会
” 。

翌 日
,

发

表所谓
“

独立宣言
” ,

宣布建立新国家
,

同中国政府
“

脱离关系
,

东北

省区完全独立
” 。

(第 ! 3 页 ∃

同年  月 日
, “

东北行政委员会
”

正式发表了
“

满洲国
”

政府

宣言
。

同时经过多方策划
,

将清朝废帝溥仪挟持到伪满洲国首都新

京 (今长春 ∃
,

由他担任伪政权执政
。

在傀儡政权实行什 么样的国体
、

政体问题上曾展开了一场激

烈的争论
。

溥仪
、

清室的遗老遗少
、

蒙古诸王和张海鹏等都热衷于

复辟帝制
。

所谓
“

文治派
”

的减式毅
、

张景惠等
,

则主张总统制
。

两

种意见互不相让
。

最后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裁决
∗ “

遵循民本主

义
,

政体为执政政治
,

执政施行善政数年后
,

如人民赞许并拥戴执

政之德政时
,

即可即皇帝位
。 ”

(第 )! 页 ∃于是博仪就位执政两年

后 (  ∀ 年 ∃旧 本为了把这个
“

满洲国
”

打扮成
“

王道国家
” ,

改名

为
“

满洲帝国
” ,

溥仪由执政改称
“

皇帝
” #

年号由
“

大同
”

改为
“

康

德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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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从
“

满洲国
”

这个傀儡政权的酝酿
,

建国方案的制定
,

直到

溥仪的出台过程
,

不难得出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中相同的结论
∗

满

洲国
“

不能认为由真正及 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
” 。

伪满傀儡政

权完全是由 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
。

三 标榜
“

平等
” 、 “

尊重
” ,

掩盖 日满主仆关系

日本帝国主义既然制造了伪满这个傀儡政权
,

当然要把它作

为工具来使用
,

事实也正是这样
。

《满史》却采取 自欺欺人的手法
,

引证《日满议定书》中一些美丽动听的词句
,

如
“

善邻关 系
” , “

互相

尊重领土主权
”

等
,

用以证明日满关 系是
“

平等
”

的
, “

互相尊重
”

的
。

不错
,

漂亮词藻是有的
,

但实际情况如何要看事实
,

而且即使从文

件规定中亦可看 出
“

满洲国
”

是仰赖日本而生存的
。

比如议定书中

的具体条款明确规定
,

伪满要承认和尊重 日本在满的一切
“

权益
” ,

为
“

共同防御
” , “

需要 日本军驻扎于满洲国
”

等
。

此外
,

日
“

满
”

还有

密约
,

其要旨是
∋ ∀一 ∃伪满

“

国防
”

和
“

治安
”

由日本管
‘

,

所需经费由

伪满承担
( ∀二 ∃铁路

、

港湾
、

水路
、

航空交 日本 或 日本
“

指 定的机

笑
, ( ∀三旧 本人担任伪满各级官吏

,

人选由 日本定
。

∀第 )∗∗ 页 ∃

 )∗ 年 ) 月 + 日伪满实行帝制时所颁布的《组织法》中虽然

规定
∋

满洲帝国由皇帝统治
,

即皇帝统揽立法
、

司法
、

行政大权
,

并

统帅陆
、

海
、

空军
%

∀第 ∗) & 页 ∃但是
,

实际掌握大权的不是
“

皇帝
”

溥

仪
,

而是
“

皇帝
”

之上的
“

太上皇
”

关东军 司令官
%  ), 年  月 −

日
,

关东军司令部在《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之本质》一文中
,

对天皇
、

司令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
,

说得明白而露骨
∋ “
满洲国皇

帝
,

基于夭意即天皇之心而即帝位
,

以天皇之心为 己心
,

作为在位

之条件
,

永远于天皇之下
,

成为满洲国民之中心⋯⋯ 因此
,

万一皇

帝违反 建国理想
,

不以天皇之心为 己心
,

则应根据 天意
,

禅让放

罗家伦主编
∋
《革命文献 卜第 ∗& 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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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
。 ”

(第 2 &∋ 页 ∃尽管他们口 口声声说满洲国是
“

独立国家
” ,

但又

一再强调
∗ “

满洲国之宗主权
,

实掌握于皇道联邦之中心 日本天皇

手中
,

皇帝为皇道联邦里之独立国家之主权者
,

关东军司令官乃是

天皇之代理人
,

为皇帝之师傅
、

监护人
。 ”

(第 2 & ∋ 页 ∃这样
,

皇帝溥

仪还有什么
“

统揽大权
”

可言呢 %

按照《日满议定书》和密约的规定
,

伪满各官署官吏需任用 日

本人
。

伪满的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
,

实行所谓
“

总务厅中心主义
” 。

伪满《国务院官制》规定
,

国务院内设总务厅
,

总务长官由日本人担

任
。

总务厅高于各部
,

国务总理所命于总务厅长官
。

如果说关东军

是伪满的
“

太上皇
”

的话
,

总务厅长官则是伪国务院的实际总理
。

国

务院各部都设日本人为次长
,

事无巨细
,

权操于 日本次长手中
。

省一级的伪政权也推行
“

次长制
” ,

各省副省长概由日本人担

任
。

他的地位与作用如同伪国务院的总务厅长官和各部次长
,

都是

该省把持一切的实权者
。

县 (旗 ∃都设日本人为副职掌握实权
。

我们通过日伪之间签订奴役性的条约和伪满各级政权机关人

员的配备
,

不难看出 日本和伪满之间的关系根本谈不到平等的国

与国的关系
,

而完全是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
、

主仆之间的关系
。

不

管 日本帝国主义搞什 么承认
“

新国家
”

的外交把戏
#

或者把伪满打

扮成
“

大满洲帝国
” 、 “

独立国家
”

的模样
,

都改变不了伪满作为附属

国傀儡的性质
。

四 歌颂
“
王道乐土

” ,

颠倒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

《满史》编纂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否认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

北的残酷压迫和掠夺
,

否认其惨无人道的殖民统治
.宣扬 日本对东

北的
“

开发
”

和
“

高速度发展
” . 夸耀其所创造的世界 史

拼

奇迹
” . 说东

北是一片
“

王道乐土
” ,

是建立近代国家的
“

楷模
”

等等
。

(第 2 页 ∃事

实真是这样吗 % 让历史来作证吧 +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其殖民统治
,

始终采取武力镇压政策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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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年 2 月 ) 日
,

关东军发布满洲国内以治安 为第一主义的声

明
”
(第   页 ∃

,

以
“

治安肃正
”

为名
,

对东北人民的反抗进行残酷

的军事扫荡
,

对无辜的群众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

对此
,

《满史》

不打自招地说
∗ “

治安肃正大见成功
。

在 日满议定书签字 当时
,

在全

国号称  2 万的匪贼到   年 ) 月末骤减到 2 万 ∋ 千人
。 ”

(第   

页∃震惊世界的
“

平顶山惨案
”

是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

 ! 年

月 ∋ 日旧 本侵略军为报复抗 日武装的袭击
,

将辽宁省抚顺的平

顶山村  & & & 多居民集体屠杀
,

烧毁房屋 3 & & & 多间
,

使平顶山村变

成一片焦土
。

 2 年
,

关东军和伪军警对通化一带山区的一次扫

荡
,

出动了 ∋ 万多人
,

烧毁了 ! 3 & & 多户
,

屠杀 ∋ & & & 余人
。

伪满统治

的 ∀ 年
,

类似这样的大屠杀有案可查的就有近百起
。

尤其惨无人

道的暴行是
,

关东军七三一部队用中国人做细菌武器试验
,

死于该

部队的中国军民达  & & & 多人
。

日本在军事扫荡的同时
,

又实行
“

归屯并户
”
政策

,

大搞所谓
“

集团部落
” ,

大搞
“

无人区
” 。

对
“

集团部落
”

和
“

无人区
”

这一事实
,

《满史》也不得不承认
,

说为了
“

治安肃正
” ,

在东北
“

实行保 甲制度
,

建设集团村屯
,

设立无人居住区
。 ”

(第 ∋ &3 页 ∃
“

制定保甲规约
,

牌

内出现扰乱治安的犯罪人时
,

各家长连带责任
,

课以连坐法
”
(第

 ∀ 页 ∃
,

并规定
∗ “

县城附近  里之内
,

指定小镇 的 ! 里之内
,

铁路

两侧各 ∋& & 米
,

以及国道左右 / 里地区内
,

禁止种植高粱
、

玉米等

高棵植物
” 。

(第   ) 页 ∃而日本竟把这种
“

集团部落
”

说成是
“

王道

小社会
” 。 “

满洲国
”

就是 由这样的
“

王道小社会
”

构成的大社会
。

如

果说
“

集团部落
”

是个小监狱的话
,

那么
“

满洲国
”

就是一个大监狱
#

《满史 》编纂者们最得意的是用大量的篇幅来描绘 日本对东北

的产业
“

开发
”

和各方面建设的
“

贡献
” 。

从工农经济
、

交通运输
、

邮

电通讯
,

以及文教卫生等各方面
,

夸耀其
“

高速度发展
”

和
“

奇迹
”

般

的
“

功绩
” 。

我们并不否认当时的东北地区在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
,

如重工业
、

铁路运输业等
#

较我国关内一些地区发展速度快
#

但这

是什么原因呢 % 东北煤铁资源丰富
,

原来已有初步工业基础
#

而关
·

! ∋
·



内在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
,

沿海沿江和交通干线附近
,

战火弥

漫
,

日军铁蹄肆意践踏蹂蹦
,

经济怎能发展呢 % 而且我们还要分析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
“

开发
”

其 目的是什 么
。

 ∋ 年 月 ∋ 日
,

关东军小矶特 务部长对满洲经济统制的根本方针作了如下规定
∗

“

满洲资源的开发
,

得以形成为东亚的重要兵站基地
。

满洲对日本

的贡献在于对投资提供利润
,

提供产品销售市场
,

提供资源及移民

地区
#

以及解决 日本的人口
、

粮食 间题
。

此外满洲在地理上处于 日

苏势力的缓冲地带
,

可谓是 日本的生命线
,

属于国防的重要地区
。 ”

(第  ) 页 ∃在这里
,

所谓
“

开发
” 、 “

贡献
” 、 “

奇迹
” 、 “

楷模
”

等所有谜

底统统被揭开了
。

其实质不外以下两点
∗

第一旧 本对东北的开发

是眼务于 日本国内
,

特别是眼务于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军事扩张的

需要
。

第二
,

日本对东北的开发
,

是为了掠夺资源和原料
,

扩大投资

场所
。

第三
,

伪满的经济大权完全为
“

满铁
” 、 “

满业
”

两大机构操纵
,

从总裁到下属所有人员都是日本人
。

 ∋ 年成立的
“

日满经济共

同委员会
”

实际上也由日本一家操纵
。

从上述伪满经济的性 质
、

特点
、

作用及权利所属来看
,

伪满经

济是典型的畸型发展的殖民地经济
。

对于这样一种经济形态
,

《满

史》所列举的产业开发
、

经济发展
、

贸易增长等数字
,

只能说明一个

问题
∗

即开发越多
, “

贡献越大
” ,

则掠夺越凶
,

搜刮越重 .它非但没

推动东北社会的进步
,

给东北人民带来幸福
,

而是使东北在 日本殖

民统治下越陷越深
,

广大人民遭受的苦难愈加严重
。

日本为了掠夺东北的煤矿资源
,

实行了一种
“

要煤不要人
、

用

人换煤
”

的
“

人肉
”

开采政策
。

在矿山开采上
,

采取
“

杀鸡取卵
”

的办

法
,

滥采乱挖
,

瓦斯爆炸事件不断发生
,

造成干万矿工丧失生命
。

仅

 年
,

抚顺煤矿死亡人数就达 & & 人
,

平均每 3 名工人中就

有 人丧生
。

从抚顺每运走 ) && 吨煤
,

就留下中国工人一具尸体
。

日本掠夺的煤是由中国矿工的尸体换取的
。

日本挖走的是我国东

北的无数宝藏
,

留下的是
“

万人坑
”

和累累白骨
。

仅鸡西煤矿较大的
“

万人坑
”

就有七处
,

坑内尸骨达 & 万余具
。

一

! 2
#



《满史》十分赞赏 日本向东北移民这项基本
“

国策
” ,

公然写道
∗

“

如何解决 日本的人 口间题
,

乃是 日本当政者伤脑筋的重要政治课

题之一
。

满洲国的建立
,

成为移民对象
,

犹如久早之喜逢甘雨
。 ”

(第

∀ ∋ 页 ∃日本制定的移民计划是
“

宁速勿迟
,

宁多勿少
”

的原则
。

(第

∀ 2 页∃计划
“

!& 年内移民 & & 万户
” , “

∋& 年后在满蒙居住之 日本

人最少限度达到 ∋&& 万人为目标
” 。

(第 ∀  2 页 ∃伪满 ∀ 年间 日本

共移民 & 万户
,

!& 几万人
。

为了移 民
,

日本还 以 各种手段霸占东

北耕地
。

如
“

在中东路和牡丹江
、

松花江
、

乌苏里江划定三角地带
,

移入屯田兵
,

以每响 / 元的单价
,

收 买未开 垦的荒地
” 。

(第 ∀ ∀&

页 ∃对这种实际是强夺的
“

收买
” ,

《满史》也不得不承认
∗ “

说是未垦

地
,

实际是将熟地 (耕地 ∃和荒地平均后定价格为 / 元
,

实属过低
” 。

(第 ∀∀ & 页 ∃同时日本还大量没收土地实行霸占
。

日本为了扩大战争
,

保证军需和国内的粮食供应
,

在东北实行

所谓
“

粮谷出荷
”

强制征购粮食
。

《满史》赞颂 日本征购的
“

苦心和

努力
” ,

说
∋ “
为落实基层和街村的征购任务

,

在各县 ∀旗 ∃长副县长

∀旗参事官 ∃的临阵指挥下
,

官民全力以赴
,

将农产品的征搜工作
,

做 为战时下地 方行政工 作的最大 重点来进 行
。

叹第 ! , 页 ∃ 仅

 ∗#一  ∗ . 年
,

在
“

出荷
”

的名义下
%

日本从中国农 民手中夺走了

∗& & 万吨粮食
。

∀第 !, 页 ∃与此同时
,

对中国城市居民实行粮食
“

配给
” 。

沈阳  ∗ )年成人每月只
“

配给
”

粮食 ! 公斤
,

人们只好用

豆饼
、

批糠
、

橡子面充饥
。

如果从哪里多弄了点粮食就 会大祸临头
,

若吃了一口大米饭被发现就要被定为
“

经济犯
” ,

或
“

罚款
”

或坐牢
。

 ∗) 年抓拿群众
,

扣以
“

经济犯
”

罪 名罚款坐牢
,

共达 )## ,∗起
。

/

“

出荷
” ,

本愈是
“

商品上市
” ,

但伪漪时是以此名强征 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
。

有时给

很少一点钱或少 0 的布为代价
,

经常是白白拿走
%

/ 关东军调查室
∋
《关于黑市对策的研究》‘+ , ∗∗ 年 + 月 ∃ ,

转引自费念东等《伪满洲国

史》
,

吉林人民出版社 +, − & 年版
,

第 )−# 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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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勤劳奉仕
” 是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普遍实行的一种奴役性

的劳动政策
。

凡是当
“

国兵
”
不合格者

,

都编入
“

勤劳奉仕队
” 。

这样
,

每年有 #&& 多万人被抓到工矿或军事工程地强制劳动
%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
,

与疯狂掠夺
、

野蛮屠杀相辅而行的是大

搞思想专制和奴化教育
。 “

特高课
”

专门抓捕反满抗 日的
“思想犯

” 。

所谓
“

矫正院
”

就是以
“

思想不 良
”

为名迫害有进步思想
,

有民族意

识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
。

《满史》胡说
“

满洲国是语言
、

风俗历史不相同的多民族国家
,

又 是没有国家传统的国家
” ∀第 ,# 页 ∃

,

鼓吹
“

振兴统一之大同协

和之民族精神
” ,

实行奴化教育摧毁民族意识的
“

功绩
” 。

伪满时期

把
“

天照大神
” 、 “

天皇陛下
”

以及溥仪
“

诏书
”

等充塞到学校教材中
,

把国文改成
“

满语
” ,

把 日语改成
“

国语
” ,

使学生只知有 日本
、 “

满洲

国
” ,

不知有中国
。

凡是不合于
“

建国精神
”

的思想意识
,

文化作品全

部禁绝
,

严厉压制一切进步的民族文化
,

大肆鼓吹关东军
、 “

大东亚

共荣圈
” 、 “

八 一宇
”

等军国主义侵略思想的
“

美
” 。

五 名为写史
,

实是为军国主 义招魂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殖民侵略
,

以及制造傀儡政权
,

是

世所周知的历史事实
。

但是战后多年来
,

以至今日
,

仍有一小撮军

国主义分子宣扬 日本在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
,

怀恋
“

满蒙是日本的

生命线
” ,

并利用
“

怀旧
” 、 “

乡愁
”

等抚今追昔
、

感概万千的情调
,

在

日本人民中间进行蛊惑和煽动
,

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民族复仇主义

浪潮
,

最集中突出的是歪 曲侵略我国东北的历 史
,

宣扬 日本殖民主

义的
“

功绩
” ,

美化伪满政权的 ∗ 年统治
。

由甲级战犯岸信介主编的《啊 2满洲》一书
,

纠集了一批 日本战

“

勒劳攀仕
开 ∋ “
劝劳

”

意 为为职事劳动
,

狭义指体力劳动
% “

奉仕
” ,

指不计酬的眼务
%

伪满时
,

如将
“

国兵诵
”

强征去修建公路等苦力劳动就是
“

肠劳奉仕
”

的典型形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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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
,

以《回忆录》的形式
,

歌颂 日本关 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
一

变是幸
“

光荣
” ,

由它创造了
“

满洲国
” ,

歌颂
“

满铁
”

给东北这个落后地区带
5

决

之一

来了
“

现代文明
”

等等
。

战后
,

日本出版了数以百计的有关 伪满洲国的著述
。

其中
,

当

然不乏有尊重历史
、

正视现实的有识之作
,

如著名学者井上清先生

等
,

对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都作过公正的论述和科学的

分析
。

但由平岛敏夫写《发刊词 》
,

岸信介领衔写《推荐辞》的《满洲

国史》在这股复仇主义逆流中起了恶劣的作用
,

参与该书编写的几

乎全部都是伪满经济
、

政治
、

司法
、

军警宪特
、

厂矿企业和文教等部

门担任要职的 日方人员
。

他们以写史的面貌编写了一部多达 3&

万字的
“

史书
” 。

这些人本应
“

在冷静
、

严肃
、

谦虚的反省基础上
,

进

行 如实的整理和叙述
” ,

写出一部有郑重反省态度
,

深刻批判 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统治东北的罪恶史
。

遗憾的是
,

他们没有这样做
,

而

是抱着否定
“

战胜国一方的观点和资料
”

和批判
“

把创建满洲国同

西方的殖 民地混质相谈4( 第 2一 ! 页 ∃的立场
,

反其道而行之
。

全

书为一种恶劣的
“

怀旧
”

气氛和露骨的
“

复仇
”

情绪所笼罩
。

该书甚

至在《发刊词》和《推荐辞 》中写道
∗ “

不幸的是
,

满洲国只生存了短

短的十三年便消亡了
” , “

但是在这十几年当中
,

我们学到了许多东

西⋯ ⋯并对将来也会发生作用
。 ”

(第 !) 页 ∃
“

将来会发生作用
” ,

是

什么意思 % 是不是还要用统治我国东北的经验
,

来实现
”

大东亚共

荣圈
”

的美梦 %我们把他们
‘

满史
”

的这种怀念昔 日殖民主义的情绪

同 ) & 年代以来的修改教科书
,

参拜靖国神社
,

为旧法西斯军人授

勋
、

修墓等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
,

不能不对战后 日本社会至今尚存

的军国主义逆流深感不安和优虑
。

当然
,

今天时代毕竟和二次大战

时不同了
,

已不是少数战争狂人就能把战火挑起来的
。

不过我们还

是要时刻警惕和揭露 日本右冀集团怀恋军国主义和殖 民统治的活

动
,

以利中日两国真正友好和亚洲及世界和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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