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日本举行的“日中战争时期在华

日本人反战运动国际研讨会”综述

孙金科

　　1998年 11月 1日,在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举行了“日中战争

时期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座谈会”; 11月 3日,在京都立命馆国际

和平博物馆举行了“日中战争时期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国际研讨

会”。日本日中历史研究中心和日本立命馆大学为研讨会的召开做

了大量工作。

　　研讨会反映了有关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研究中的下述情况。

　　(一)关于日本军的俘虏观。有人指出: 日军的俘虏观经历了一

个变化过程。从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时期,日军对外国俘虏, 给予

优待;对被外国俘虏的日本人,给予容认。但从日俄战争到第一次

世界大战时期, 日军开始敌视有关的国际法,对外国俘虏给予冷

遇;对被外国俘去的日本人持否定态度,认为日军官兵被俘,会影

响日军斗志, 故与其被俘,不如自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明

文规定, 投降、被俘就是阵前逃跑, 是最不名誉的事, 是家庭的耻

辱。这样,在战斗中,就发生日军集体自杀事件, 这极大地阻碍了日

军士兵参加反战运动。

　　(二)关于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及其活动。当年中国解放区日

本人反战运动领导人前田光繁(在延安时改名为杉本一夫)在会上

说:在华日本人反战人士,于 1939年 11月 7日,在山西省辽县(现

为左权县)麻田镇, 成立了有 7人参加的日本士兵的觉醒联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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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入反战同盟)。1940年 3月, 在重庆成立了反战同盟总部。1940

年 5月,在延安成立反战同盟支部,接着在解放区各地, 纷纷成立

了支部。到 1944年4月,在华北共有 14个支部, 223名联盟员;在

华中, 有 4个支部, 27名联盟员。抗日战争胜利时,在延安日本工

农学校,有 250多名学员。解放联盟员,牺牲于战场的约 22名;因

病、伤死亡的有 33名。他还介绍了反战同盟——解放联盟活动的

主要内容,指出由于他们的努力工作, 使不少日本士兵得到挽救,

免于死亡。据 1944年 4月统计,在华北战场,有 2500名日军士兵

自动投降;到抗日战争结束,被俘日军已达 5000多人, 其中,自动

投降者逐步增多。战争结束后,解放联盟在救助东北地区几十万日

本难民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

　　(三)关于野坂参三问题。野坂参三是当时的日本共产党驻共

产国际代表, 在回国途中,留延安, 任八路军总政治部敌伪研究室

负责人,并领导解放区日本人反战运动,任延安的日本工农学校的

校长。虽然几年前他被日共开除了党籍,但他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

成就和贡献, 始终是人们肯定的。在研讨会上, 有人提出了这样的

问题,即 1945年 8月毛泽东赴重庆会谈前会见野坂参三时后者曾

说:“日本革命成功的时间要比中国革命早。中国比较落后,革命成

功的时间,也一定较迟。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 各方面都应该先于

中国。”这以后 50多年的历史证明,野坂参三的这一论断是不符合

实际的。另外,野坂参三在延安时认为日本人不一定要参加整风运

动。

　　(四)关于日本工农学校华中分校问题。会上,曾任华中分校校

长的大和田廉证明,该分校设在江苏省淮阴地区。具体地说是在淮

阴市宝应县。该分校附设在苏中公学内, 为 20队,也称国际兄弟

队。队内有学员 43人, 其中朝鲜人 12人,日本人 31人。日本人都

为解放联盟员。这些情况, 过去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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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关于特务问题。有人提出,确有特务混入日本人反战组

织。被派到解放区的日本特务分子有两类,一类原为日本宪兵,一

类是受过短期训练的日军士兵。后者中有一部分人后来转变了立

场,参加了日本人反战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受“左”的影响,延安工

农学校一度挖出了十几个日本特务分子,后经核实, 只有几个是真

特务。

　　(六)关于在延安的日本妇女。有人提出,“抗日战争时期在延

安的日本妇女有两位, 一位是原清志,她是随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丈

夫来到延安的,先在延安广播电台作对日广播员,后调到日本工农

学校工作,战后留在中国,现住在沈阳。另一位日本妇女, 原是日军

随军慰安妇, 被解放区的朝鲜义勇军俘获, 经教育后成为其中的一

员,后来加入了日本人的觉醒联盟,被送到延安学习。

　　除上述各项外, 还有人对有关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的著述状

况作了如下介绍:

　　1. 关于延安日本工农学校的著述。日本的论著主要有: 1963

年日共中央出版部出版的由吉积清等编辑的《反战兵士物语——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员记录》, 书中收录了梅田照文(即香川孝

夫)写的《工农学校的学习生活》、《在延安》,中小路静夫(即中村善

太郎)写的《延安的生活》、《在延安迎来日本投降》。这 4篇文章均

为亲历者的回忆。1984年日本同时代出版会出版的香川孝志、前

田光繁著《普通士兵的非凡经历》, 该书前半部,是香川孝志写的

《延安的日日夜夜》, 比较系统地回忆了他在该校的学习、生活、工

作情况。中国从 1983年至今,已发表相关文章约 10篇。主要有:

1985年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小林清(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胶东

支部书记)著《在中国的土地上》、1992年刘风梅在《中共党史资

料》第 42期上发表的《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孙金科在《中日关系史

研究》第 28 期到 32期上连载的《中日人民友谊的结晶——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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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工农学校”史》。

　　2. 关于解放区日本人反战运动的著述。有 1946年由英国伦

敦罗伯特·黑尔有限公司出版的哈里逊·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

国的报告》, 书中有《日本人民解放联盟》一节; 1983 年水野靖夫

(在华日本人反战组织冀鲁豫支部支部长)写的《反战兵士手记》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前述《普通一兵的非凡经历》一书的后半部

分, 即前田光繁写的《反战兵士》; 1987年出版的《反战兵士物语》

中文版(译名为《帝国军人到反战勇士》) ,其第一、三部分是各位作

者对在华反战活动亲身经历的记述; 小林清写的《在中国的土地

上》和《在华日人反战运动组织史话》(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7年出版)。除图书外, 从1981年至今, 研究解放区日本人反战

运动的文章约 80篇。

　　3. 关于国民党统治区日本人反战运动的著述。抗战时期的

《救亡日报》、《新华日报》曾发表几十篇有关文章。有代表性的如

1939年 1—6月连载于桂林《救亡日报》,先后由邢桐华、冯乃超翻

译的鹿地亘的《和平村记——俘虏收容所访问记》,是研究常德国

民政府第二俘虏收容所的主要参考资料。战后鹿地亘在日本先后

出版的《和平村记——常德俘虏收容所访问记》、《脱出》、《如火如

风》、《日本士兵的反战运动》、《反战资料》等图书多种;最近日本出

版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资料》12卷也尤为研究者看重。另外,

1987年日本《中国研究月报》470期到 472期连载的康大川的文章

《我的抗日战争》,系统回忆了他根据郭沫若的指示协助鹿地亘指

导国统区日本人反战运动的曲折经历。中国研究国统区日本人反

战运动的文章约有 20篇。

　　4. 关于敌占区日本人反战运动的著述。在中国,从 1980年起

陆续发表相关文章约 10篇。1996年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许

文龙的《中国特工》一书,内中《跨国战士》两章, 深入叙述了以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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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总部特种处二课课长, 同时又

是中国共产党华中局情报部正式成员的武田义雄为首的, 由西里

龙夫、中西功等参加的“武田小组”,进行的秘密的反战斗争。

　　另外,关于在华日本人反战运动的综合研究,有 1996 年初由

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孙金科的《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

(作者孙金科, 1935 年生, 江苏省赣榆县政协办公室副编审)

(责任编辑: 荣维木)

上期更正

页数 行数 误 正

目录第 1页 6行 张振 张振

正文第 10页 2行 张振 张振

正文第 10页 倒 5行 近卫文 近卫文

正文第 27页 倒 4行 张振 张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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