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北沦陷区教育概述

王士花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实施军事、政治侵略和经

济掠夺的同时,极力推行奴化教育政策。日伪控制华北后, 以新民主义取代

三民主义,推行封建复古教育, 改变学校课程设置, 修改教科书, 强行普及日

语教育。华北沦陷区名目繁多的日语学校的出现,成为华北教育界的一种畸

形现象。日伪用各种方式加强对青少年学生的思想控制,也是华北沦陷区教

育的特色之一。但任何宣传和说教都无法改变活生生的现实,华北沦陷区的

学生大都保有 五四 青年的爱国精神和抗日思想。

关键词 华北沦陷区 教育 教科书 日语教育 思想控制

日本全面侵华时期, 为使沦陷区人民服从其殖民统治,在进行

军事、政治侵略和经济掠夺的同时,推行奴化教育政策。学术界对

日本在伪满及华中沦陷区推行的殖民地教育状况已有不少研究,但

关于华北沦陷区的教育,还刚刚起步。! 日本学界从语言政策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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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对日本侵华时期强制推行的日语教育政策, 作了不少研究! , 但

对沦陷区日语教育的实际状况,尚未厘清,也缺乏与日本在沦陷区

所推行政策的总体联系研究。

日本在华北沦陷区推行的是怎样的奴化教育政策? 具体方

针、制度、实施状况如何? 有什么特点? 本文拟从华北沦陷区教育

政策与体制、日语教育、对学生思想控制这三个方面,对其作一初

步探讨,以补充以往相关研究的不足。

一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 开始全面入侵中国后, 很快着手

拉拢汉奸出面维持地方治安与社会秩序等。7月 30日,日军即在

北平组成北京市治安维持会, 以负责地方 治安 。北京市治安维

持会的文化组具体负责教育事宜。为使教育适应日本统治需要,

当即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设立国省立学校保管委员会;公布大学

管理规定;设置国立文化机关保管委员会;设置临时教科书审定委

员会;举办教员再教育讲习会;改变教授科目;普及日语。% 其实,

所谓 国省立学校保管委员会 、国立文化机关保管委员会 ,也不

过徒有虚名,连著名的清华大学都被日军占用为部队医院,其 保

管 能力也就可想而知了。其主要工作就是改变教授课目、修改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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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书。例如废除公民课, 改设修身课, 以孝经、四书五经等封建文

化取代受美国社会教育影响的公民教育;设日语为必修课, 改英语

为选修课。!

日军扶植汉奸组成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后,通过向伪临时政

府派遣中央顾问及辅佐官来控制伪临时政府政务的实际运作。除

1名最高顾问 协助 伪临时政府行政委员长外, 华北伪政权的各

个部等机关都配有中央顾问, 以使伪政权的一切都处于日本的控

制之下。% 在日本顾问 内部指导 下的伪华北临时政府的行政委

员会下设教育部, 分管教育文化事务。汤尔和任教育部总长。

1940年 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后,随着伪临时政府改称 华

北政务委员会 ,其下属的教育部也改为教育总署,总长改称督办。

汤尔和死后,周作人继任督办。

自近代以来, 日本觊觎中国富源, 介入并与列强争夺在华利

益,进而公然出兵中国,以武力攫取在华权益。却视中国人民本能

的自卫性反抗为 排日 、侮日 。因此,日军控制下的伪临时政府

即以修改南京国民政府于 1928年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

其#实施方针∃中的所谓 排日 政策为己任,在日军的刺刀威逼下,

倡言 反共亲日 。教科书是教育方针的重要载体,是实施教育政

策的主要工具,因此日伪特别重视。1938年 1月 1日, 伪临时政

府教育部成立伊始, 即急于改变原国民政府教科书,在京津地方治

安维持会下组成教科书编纂机关:初等教育研究会与中等教育研

究会, 编纂小学、中学及师范学校同年春季用教科书, 2- 3月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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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印刷完毕, 经审查后发给各学校使用。!

1938年 3月 1日, 伪华北临时政府以汤尔和为委员长, 组成

伪教育部直辖的 教科书编审会 , 由汪怡、周作人、鲍鉴清等 26人

组成。曾参与冀东日伪政权教科书编纂的陈远民、日本文部省图

书编纂官藤本万治、日本文部省督学官横山俊平等具体负责领导

编纂事宜,以清除 排日 、三民主义等内容、日满华亲善 、复兴 

中国国有道德及儒教、鼓吹实学等为 编纂 根本方针。4月 5日,

伪临时政府颁布#教育部训令∃,明确规定教育方针为: 彻底取缔党

化排日教育;实践职业教育;禁止男女共学;奖励体育; 组织学校少

年团;采用新定教科书;对中小学职员再教育;刷新女子教育;指导

监督外国各学校等。% 同年 8月,编完小学、中学及师范学校所有

教科书共 155 种, 于 9月新学期开始前发放到华北沦陷区各学

校。) 旧课本被禁止使用。新编的教科书主要有:

一、初级小学( 4年制) : 修身、国语、常识、算术

二、高级小学( 2年制) : 修身、国语、历史、地理、理科(自然)、

算术

三、中学及师范学校: 修身、国语、历史、地理、自然(物理、化

学、动植物、生理、卫生)、算术、几何、代数

新编教科书的特色是在 复兴中国固有文化 名义下推行封建

复古主义。比如,小学低年级课本讲#孝经∃、#论语∃,小学高年级

讲#孟子∃,中学课本讲#诗经∃、#大学∃、#中庸∃、#礼记∃、#左传∃等,

伪华北临时政府借口清除所谓 排日 内容,以所谓新民主义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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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义,禁止近代国民教育,企图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自

我认同。凡有中国国旗标记的读物, 有三民主义内容的书籍都列

为禁书。

日伪所谓的新民主义, 取自#大学∃中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

亲民, 在止于至善 的 亲民 即 新民 之意。! 提倡无自私自利之

心、互爱互助、共存共荣之新民道德。这实际上是让沦陷区学生置

自己国家民族的利益及正当防卫权力于度外,放弃反抗,甘心服从

日本的统治。伪北京特别市立宣内东铁匠胡同简易小学校长颇能

体会日伪的教育方针,在其制定的#遵行训育方针实施方案八条∃

中,即明言 依照做新民之宗旨使学生养成服从自重百折不挠之精

神 。%

为推行新民主义之教育方针, 伪临时政府教育部令自 1938年

秋季学期开始, 各中小学增加修身教学时数计中学每周增 1小时,

小学每周增 1节;各中学酌添经学讲读;各中小学分别开反共救国

演说讨论会、竞赛大会、作品展览会,刊发反共救国临时联合周刊,

登载反共救国论文, 分赠各机关及学校阅览。)

1939年 1月, 教科书编审会 更名为 修正教育部直辖编审

会 , 执掌初、中等教育、通俗教育及印刷品的审查。∗

为在沦陷区实际统治之便利, 也为强制推行日本文化及思想,

实现所谓 中日满亲善 , 日华提携 等,伪临时政府把日语作为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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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署施政纲要工作报告书 ( 1938 年 10月 )∃ ,北京市档案馆藏, J4 ( 1 (

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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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档案馆藏档案, J4 ( 3 ( 199。

#北京特别市公署教育局施政纲要计划( 1938年 9月)∃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 J4 (

1 ( 444。



科,规定小学 3、4年级每周须上 2个小时的日语课,小学 5、6年级

每周 3个小时、中学每周 3个小时、师范每周 4个小时、专门学校

及大学每周 4个小时以上。! 由此华北沦陷区各地出现了许多日

语学校,成了沦陷区教育的一大特色。关于此,将在本文第二部分

专述。

除修改教科书、更改课程设置外,为保证其教育方针的贯彻实

施,日伪还对教师进行各种名目的培训。早在 1938年 1 月, 北京

特别市即遵伪临时政府教育部令,利用寒假举办北京市立公私立

中小学教职员讲演班,要求所有北京市公私立中小学校长教务主

任训育主任及全体教员均须按时出席听讲, 以期于最短期间予各

教师以教学上遵循之正规 。%

日伪在华北沦陷区推行的教育是以日本对华北的军事占领为

前提和保障的, 因此,其教育施策便以协助日军的军事行动为中

心。让学生去慰问日军是常事。日伪在 1941年至 1942年在华北

发动了五次 治安强化 运动, 为巩固其成果, 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

总署制定的#三十二年度华北教育施策要纲∃即规定, 协力食粮增

产运动,实施集团训练, 肃正思想, 革新生活, 提倡体育及正当娱

乐。) 华北沦陷区各学校已不是传授知识、培养能力的专门机构。

在华北沦陷区, 从城市到乡村的中小学, 就处于伪临时政府的

上述奴化教育政策控制下。由于日本入侵和战乱,许多教师和学

生南下抗日或逃难他乡,复课的学校有限。即使如青岛这样的大

城市,到 1938年 10月底,恢复开课的中小学,与事变前相比,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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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教师数量占 42%, 学生数量只有事变前的 35%。! 沦陷区

乡村的学校恢复状况便可想而知。由于旧中国贫穷落后, 近代以

来不断受到外敌入侵,经济发展极为缓慢,教育相当落后。特别是

农村, 青少年受教育程度极低。日本的入侵更加剧了这一状况。

因此,华北沦陷区的乡村,许多地方只有 1 ( 2 年的短期小学或简

易小学。

日伪对高等教育也很重视。众所周知, 抗战爆发后,清华、北

大、南开、山东大学等名校迁往内地。1938 年 5月, 日伪纠集汉奸

文人重开 国立北京大学 ,由钱稻孙任校长。开始时设有农学院、

医学院、工学院、理学院, 后又增设文学院、法学院, 修业年限为 4

年。聘任日籍教授。另外, 1938年 4月, 又开设 国立北京师范学

院 与 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院 ,前者校长为王谟,后者校长为张

恺。两校都分文科、理科两系。抗战前华北师范教育是男女共学,

在伪临时政府封建复古教育政策统治下, 国立北京师范学院 只

招男生。两校都是 4年制。% 除上述外,华北沦陷区的高校, 还有

北平的私立中国学院、辅仁大学,天津的私立天津工商学院。这三

所高校都是在日本入侵前即成立的。私立中国学院院长是何其

巩,分文学、理学、法学三院,是 4年制大学。据说留日学者较多。

辅仁大学是教会学校,校长是陈垣, 由文学、理学、教育三院组成。

另外还有一些 3年或 4年制的专科学校。

华北伪政权当局有意与华中伪组织 合作 创办南北统一的学

制,一直未得日本同意。因此,华北沦陷区的学制基本仍延用七七

事变前的制度。分初等、中等、大学、研究院四级。初等教育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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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教育,又分为完全小学(初级 4年、高级 2年)、初级小学( 4年) ;

中等教育即中学,又分为初级中学( 3年)、高级中学( 3年)、师范及

职业学校( 3 年) ; 大学教育一般为 4年(医学 6 年) ; 研究院为 2

年。

二

前已述及, 伪华北临时政府的教育方针明确规定普及日语教

育。强制推行日语教育是日本推行其殖民统治政策的必然。在台

湾如此,在伪满同样,在华北也不例外。

其实在日军扶植殷汝耕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后, 即开始在

冀东 22 县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命令中学必须设日语科目。到

1938年底,冀东已有 12所学校开设日语课。! 这是日本在华北强

制推行日语教育之始。

1937年日军大举入侵华北, 即通过临时拼凑起来的伪组织,

在占领区学校强行设日语为必修课,而改英语为选修课,且规定从

小学即学日语。

1939年 6月, 日本 对华中央机关 ( ( ( 兴亚院制订#普及日
语方策要领∃, 详细规定了在中国占领区普及日语教育的根本方

针、要领、组织与事业等。% 把通过日语教育把握 兴亚 精髓作为

在政治、经济、文化所有领域完成兴亚大业 的 先决的 、紧急
的 、恒久的 、必需的 的事业。 兴亚工作的根本 在于以 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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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为 核心的 教育, 内可培养能指导大陆民族的纯正的日本

人,外可教育青少年、教化一般民众生活 , 其武器就是日语 。可

见日本在沦陷区推行的日语教育政策, 绝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政策,

而是溶入了其称霸亚洲的政治企图和构想。

#普及日语方策要领∃规定,兴亚院内设普及日语对策本部, 主

要从事有关普及日语的研究、调查、计划、指导、调整、宣传、实际状

况调查等。其中包括培养、指导、监督、招聘、推荐与任免日语教

师;编纂、发行日语教科书及其他所需刊物;调查、研究日语教法等

问题以及与兴亚院、占领区当地、文部省、各团体等的联络事项。

还规定设在北平、上海、张家口、厦门各地的兴亚院各联络部内, 设

日语普及部,负责对从日本派来的日语教师进行实地训练和再教

育、培养民间日语教员, 并负责日语普及状况调查、指导监督各学

校的日语教育, 对沦陷区当地各团体进行协作、指导、援助, 指导调

整以一般民众、青少年为对象的新闻、杂志, 呈报与普及日语有关

的所有意见。

这样,华北沦陷区的日语教育通过兴亚院华北联络部, 完全处

于兴亚院的领导之下。北平、天津、青岛、济南等大城市学校的日

语教师,有不少是兴亚院从日本招聘、并进行特殊训练后派来的。

这种特殊训练更注重精神方面的内容。例如在兴亚院领导下,

1941年 8月 25日, 作为日本文部省与兴亚院的共管团体 ( ( ( 日

语教育振兴会, 举办第七、八、九次派往中国教员训练班时, 其实施

要领即规定:磨练建设 大东亚新秩序 所需要的热情、气魄、见识、

体力, 培养领导性人物的资质; 培养 兴亚 教育专家的实践能

力。! 即,注重向日语教师灌输日本的 国策 。因此, 日本派到中

国沦陷区的日语教师还兼有指导中方学校的督学官的身份。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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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沦陷区日语教育的大出正笃这样描写派来的日语教员, 新来

的多数教员认为 自己不单纯是日语教师,而是负有代表日本民族

指导大陆民族的重任,不专心于日语教室,而是奔波于政治及事务

方面的工作 。!

除从日本招聘外,华北伪组织也在当地培养日语教师。有教

育总署直辖的和各省、特别市举办的两种教育设施。教育总署直

辖的有 国立北京师范学院 文科日文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

院 日本文学系。自 1938年 4月设立后即开始招生, 主要培养中

学日语教师。各省、特别市的有山东省立日语专科学校、河北省立

唐山日语教员养成所及天津特别市、山西省、河南省的省、特别市

立师范学校附设日语专修班。北平因是华北伪组织首府所在地,

从日本派来的日语教师、留日归国者等懂日语的人较多,又有华北

伪教育总署直辖的培养日语教师的机构,所以学校都配有日语教

师,而没有市属的专门培养日语教师的设施。苏北地区也没有专

门培养日语教师的机构。%

山东省立日语专科学校,是 1938 年 2月 1日,日军宣抚班为

向一般民众普及日语以便进行 宣抚 工作而设立的。3个月 1

期。同年 10月移归伪山东省公署, 改设专科班( 2年)、速成班( 1

年)、特别班( 3个月)。随其需求的扩大,又于 1940年 9月进行改

组,设高级师范部、初级师范部、商科实务部, 学习年限全部为 3

年。高级师范部培养中学日语教师, 初级师范部培养小学日语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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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商科实务部招收从商人员。另外还设有 6 个月的留日预备

班。! 山东省立日语学校的不断改组, 也反映了日军随其占领区

的不断扩大和侵略的深入,而不断推广日语教育、加强殖民统治的

现实。其他各省、特别市的师范学校附设的日语专修班,学习期限

为 1年。

为使日语教育符合其殖民统治需要, 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还举

办日语教育讲习会。由兴亚院华北联络部及各省、特别市分别实

施。根据 1941年 1月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的调查, 1940 年兴亚院

华北联络部从各省、特别市及苏北地区分别召集数名日本人日语

教师到北平,举办了日语教育讲习会;并计划 1941年 2月 21日至

27日再从其辖区各地召集 45名日本人日语教师骨干在北平兴亚

高级中学举行日语教育讲习会,另外华北沦陷区各省、特别市(河

北省除外)于 1940年也分别召集自己辖区内的中国人日语教师,

举办了约 40天的日语教育讲习会。河北省的冀南、保定道地区曾

召集本地的中国日语教师举办过为期 1年的日语教育讲习会。

华北伪临时政府规定日语为中小学的必修课,并规定了课时

和教材,每周日语课时分别是:小学三、四年级 60分钟;五、六年级

90分钟;中学 3小时;师范 2小时。但实际各地并不统一, 例如河

北的涿县从小学 4年级开始设日语课, 每周上 3个小时;当时属河

北省的良乡县从小学 3年级设日语课, 每周也是 3小时;而同属宛

平县的小学虽都从小学 3年级开日语课,但每周上课时数却不同:

长辛店镇立小学与县立卢沟桥小学是 2 小时,丰台镇立小学是 3

小时。% 各学校使用的日语教材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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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临时政府指定的是其教育部编审会编的#小学日本语读

本∃, 而在各地学校使用的教材则多种多样。仅在河北省保定道地

区就多达 19种。其中除#小学日本语读本∃外,还有#正则日本语

读本∃、#速成日语读本∃、日军宣抚班本部编的#日本语会话读本∃、

伪南满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编的#初等日本语读本∃、#标准日本语
读本∃、#日语会话宝典∃、#初级日文模范教科书∃、#初等日语读本∃

(天津城文信书局发行)、#高等日本语读本∃ (饭河道雄著, 奉天东

方印书馆发行)、#中等日本语读本∃(饭河道雄著)、#新体日本语读

本∃、#青训日本语读本∃、#模范日语读本∃、#新撰日本语读本∃(大

阪屋号书店发行)、#实效速成日本语读本∃、#简易日语读本∃(饭河
道雄著)、#实用日语会话读本∃、#初级日语读本∃等等。! 冀东道

地区使用#小学日本语读本∃的小学有 25所,而使用#正则日本语

读本∃的小学达 92所之多。% 这种教科书使用方面的混乱, 从一

个侧面反映了伪临时政府统治力的薄弱。

日伪除在普通的大、中、小学校及师范学校强制推行日语教育

外,沦陷区的日本居留民、利欲熏心的汉奸及新民会等各种日伪机

构还设立了多种日语学校,或面向成人推广日语, 或是面向中小学

生的补习班。根据兴亚院文化部 1939年 6月的调查, 北平有日语

学校 57所,天津市内有 24所, 济南市内有 16所。) 华北沦陷区

大城市众多日语学校的出现, 是日本全面入侵统治华北后, 教育界

出现的一种畸形现象。现把北平日语学校列表∗ 如下,从中可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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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日伪在华北沦陷区实施日语教育之一斑。

学校名 校长名 地址 学习期限 设立时间

北京同学会日

语学校
野朔次郎

东单三条胡同

4号
3 个月 1923 年 9月 1日

佐藤日语研究

所
佐藤

崇内大 街 75

号
5 个月

1938 年 9 月 18

日

北京东光日语

学校
松泽圣

外交部街 2 号

旁门
4 个月

1937 年 12 月 15

日

明华日语学校 东园国雄 新平路 37 号 4 个月
1938 年 3 月 26

日

国术馆附设日

语传习所
吴彦清 西斜街 5 号 3 个月 1937 年 11 月

高等日语专修

学塾
金本弥 兴隆大院 5 号 3 个月

1938 年 2 月 27

日

新华日语学校 宋毅仁
西 单 北 大 街

132 号

3 个月

4 个月

6 个月

1937 年 10 月 1

日

北京外国语学

校
鹈殿镰

西斜街 甲 55

号
5 个月

1937 年 12 月 25

日

新亚补习学校 孙汉沧 西斜街 65 号 6 个月
1938 年 2 月 17
日

久松日文学校 久松米子
绒线胡同 158

号
9 个月

1935 年 12 月 15

日

新光学校 许宇山
李阁老胡同 23
号

6 个月
1938 年 4 月 11
日

业余日语学校 万子青
学院胡 同 51

号
3 个月

1938 年 4 月 25

日

新民日语学校 柳泽章
中千章胡同 8
号

5 个月
1937 年 12 月 21
日

新中日语学校 李泽新
油房胡 同 10

号

3 个月(初)
6 个月(中)

1 个月(高)

1938 年 5月 8日

光华日语学校 本间德治 南清浩 16 号
3 个月(初)
6 个月 (中

高、研)

1938 年 3 月 23

日

∀91∀

华北沦陷区教育概述



大同日语学院 安仁山 报子街 81 号

3 个月(初)

6 个月(中)

9 个月(高)

1937 年 11 月 10
日

新民报附设新
民社日语学校

武田南阳
石附马大街 21
号

4 个月(初)

6 个月(中)

8 个月(高)

1937 年 11 月

电光日语学校 中岛成子 二龙路甲 1 号 3 个月
1938 年 3 月 25

日

东方日语学校 赵效圃
安内大头条胡
同乙 22 号

6 个月(初、

高) 10 个月
(幼童) 3 个

月(速成)

1937 年 8 月 19
日

实用日语学校 赵海泉 崔府夹道 2 号 3 个月 1932 年 4月 1日

华明补习日语
学校

李绍可
交道口东大街
71 号

3 个月
1937 年 11 月 25
日

益义小学附设

日语班
张岐山 新太仓 43 号 3 个月 1938 年 3月 5日

三三补习学校
附设日语班

贾林懋
东 四 北 大 街
245 号

3 个月
1938 年 1 月 13
日

于氏英文学校

附设日语班
于毅

东 四 北 大 街

299 号
3 个月 1938 年 2月 6日

志成学院 吴寿康 北帽胡同 1 号 6 个月 1934 年 2月

东洋学院 西田方山
后帽胡 同 11

号

6 个月(初)
1 年(高)

2 年(特)

1937 年 11 月

日语家塾 刘遂尘 北沟沿 211 号 不定 1937 年 9月

自修日语学校 赵夔 乐群巷 6 号 3 个月 1937 年 12 月

时习日语学校 杨泽民 集雅士四号 3 个月 1938 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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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冀日语专门
学校

西乡晏
旧鼓楼大街 55
号

4 个月
1938 年 3 月 10
日

今川日语学校 今川势次
北锣鼓 巷 78

号
6 个月

1938 年 2 月 16

日

宏文日语学校 邱肃 琉璃寺 18 号 1 年
1937 年 12 月 10

日

竞成女子职业
学校附设日语

班

舒麟泰
南锣鼓巷 111

号
3 个月 1938 年 3月 1日

日语专修馆 汪和沈
棉花胡 同 14

号
3 个月

1938 年 3 月 15

日

北京日语学校 庐川骏逸
分司厅胡同 26

号
4 个月 1938 年 4月 1日

亚洲黎明 边见天涯 北池子 31 号 6 个月
1937 年 11 月 10

日

北京近代科学

图书馆东城日
语学校

山室三良
王府井大街 9

号

4 个月 (初

级中级 ) 6

个月 (短期

师范科)

1938 年 3月 6日

西城日语学校 山室三良
小将坊胡同 18

号
4 个月 1938 年 3月 6日

北城日语学校 山室三良
黄化门大街 4
号

4 个月 1938 年 3月 6日

北京日语专科

学校
赵庆棠

三座门大街 19

号
3 个月

1937 年 10 月 20

日

业余日文讲习

所
张文耀 兴平巷 6 号

9 个月(初、

中、高各 3
个月)

1933 年 11 月 1

日

天理日语讲习
所

李相
长卷头 条 25
号

不定
1937 年 10 月 25
日

高野山日华学

校
高田隆心 三里河 57 号

4个月 (初)
6个月 (中)

8 个月(高)

1938 年 1月 5日

商业日语学校 龙九锡
北孝顺胡同 10

号
4 个月

1937 年 9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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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日语学校 宋毅仁
布巷子 甲 10
号

3 个月 1937 年 4月 2日

竞成补习日语

学校
项镜郡

柳树井大街 21

号
4 个月

1938 年 4 月 27

日

簿记日语补习

学校
韩汝庚

棉花上七条 7

号
3 个月

1937 年 10 月 20

日

当业日语传习

所
杜善奇

西柳树井大街

59 号
6 个月

1937 年 12 月 1

日

乔治日语补习

学校
李善承

香炉营头条 59

号
3 年 1938 年 3月 1日

黎明语学校第

二院
边见勇彦 梁家园甲 1 号

5个月 (初)
4个月 (中)

3 个月(高)

1937 年 8月 1日

外城妇女宣抚

班附属日语学
校

中岛女士 后孙公园 7 号 6 个月
1937 年 10 月 15

日

北京区本部附

属日语学校
铃木隆宪

法源寺后街 2

号
6 个月

1938 年 3 月 16

日

新光日语学校 孔宪武 顺城街 60 号 3 个月 1938 年 4月

业勤日语补习

学校
传振铨

棉花上七条 4

号
6 个月 1938 年 3月

盲人外国语学

校附设日语班
杨柴之 沙滩 1 号 3 个月 1937 年 10 月

育材补习学校 王钺
西四北大街 64
号

6 个月
1932 年 8 月 10
日

北京觉生女子

中学附设觉生

日语学校

幽灵寺善

尊

西城阁庚胡同

24 号
3 个月 1939 年 2月 1日

从表中可见,北平沦陷时名目繁多的日语学校绝大多数都是

沦陷后设立的。其学习期限短则 3个月,长则 2年,以 3到 6个月

的居多。可见其多是以速成为目的的,有着极强的适应日本统治

之需的色彩。当然也有实际的经济利益驱动。

日伪在华北沦陷区推行的日语教育,除受其辖区 治安 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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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外,还受日语教师有限等因素的制约, 因此, 华北沦陷区的日

语教育推行程度也是高低不同。城市与地方差异很大, 以河北省

保定道地区为例。根据兴亚院华北联络部 1940年 3月所作调查,

保定道地区的日语教育可分为四等,即:第一等是有充足的日本人

日语教师和日语学校的县市; 第二等是华人日语教师或县里的翻

译教日语的县; 第三等是日军警备队到学校教日语的县;第四等是

根本没教日语的县。清苑县(今保定市)和石门市(今石家庄市)属

于第一等。这两地因其交通便利和重要的地理位置,文化较为发

达,日本居留民较多,许多学校可聘请日本人教日语。中国人日语

教师中留日或在伪满学过日语的人较多。定兴、徐水、望都、定州

等铁路沿线的 10个县属于第二等, 都是学过 3 ( 6个月日语的教

师或伪县公署的翻译教日语。靠近铁路日伪统治比较稳定的新

城、安平、高阳等 9县属于第三等, 这些县没有专门的日语教师, 日

军警备队人员抽空授课, 缺课是常事。离铁路较远、日伪难于控制

的县属于第四等。这样的县在保定道地区占半数左右。! 日伪统

治区大都在铁路沿线及其附近地区, 因此保定道地区的情况具有

一定的代表性。

在华北沦陷区, 日语终归是作为外语课来上的,这与伪满把日

语定为必修的 国语 课 % 不同。同时, 华北沦陷区的日语教育从

小学开始,而汪伪国民政府统治的华中沦陷区,以日本的小学无外

语教育为由,规定小学不设日语课,删除了之前伪维新政府在华中

沦陷区小学即开日语课的规定。) 日本在伪满、华北、华中沦陷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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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日语教育的这种不同,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对这三地傀儡

政权控制程度的差异。

三

为消除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思想, 日本在华北沦陷区学

校除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外,还特别注意从思想上控制沦陷区学生。

如前所述,日本人督学官在教授日语的同时, 还担负着监督教师及

学生思想动向的任务,而且后者更是其工作的中心。有资料显示,

在青岛特别市, 还实施指导官制度,即向市内公立中小学派遣日本

人辅佐校长,以思想工作为中心指导一般校务。从 1939年秋开

始,又开始向私立中学派遣日本人教师。1940 年 6月开始进一步

扩大指导官制度。被派来的日本人教官还可兼任私立或乡区学校

的指导教官,更加强化了对各种学校的思想控制。! 这种指导官

与前述督学官担负着同样的任务。

另外,日伪新民会也插手学校教育,特别注重 转化 学生的思

想。早在 1938年 3月,日伪北京新民会即拟定题目, 通知各校转

令学生作论文比赛, 在拟定的 16个题目中, 提倡封建复古思想的

就有 5个,约占了 1/ 3。有关 新民思想 的有 3个。 中日亲善之

意义 、中日同文同种之史实 、说国共两党之祸国 都被拟定为

论文题目 % , 其用意显而易见。同年夏季,日伪北京新民会又组织

首都 指导部暑期青年团,设团长 1人、团附 1人、教官 6人、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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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训导员 1人、事务员1人,从7月 5日至 8月4日对青年学生

进行为期 1个月的思想集训。95名学员都是日伪从北京各大学、

高中的一年级学生中选出的。新民会强调青年团以 启发青年正

确思想、造就新民青年为宗旨 。实质上就是拟 先于青年着手 ,
而 纠正万民思想 , 以使沦陷区人民作甘心服从日本殖民统治的

顺民 。讲授的课目除训育、新民主义浅说、青年身心修养、今后

学生运动、国际大势外,共产党批评与国民党批评都分别作为独立

的课目来讲。! 足见其目的所在。

日伪北京新民会在 1938年 11月开始组织实施的 反共救国

周 活动, 除伪市属机关外, 也把伪北京市立、私立、中学、小学、幼

儿园、新民学校及各种社会教育机关列入实施范围。每天除安排

30分钟到 1个小时的专人演讲外,还粘贴标语、散布传单漫画、出

售反共花饰、征集反共剧本、徽章图案、举行中小学生反共 救国 

演说竞赛、作反共论文习字等,无所不用其极。%

尽管如此, 1939年初, 北平市内各学校学生仍一般遵奉三民

主义, 十分讨厌新民主义;学校当局也阳奉阴违, 对伪政权的新教

育方针取排斥政策。) 因此, 1939年 7月 12日至 8月 12日,日伪

北京新民会,又从北平各大专院校、中学等召集 182名学生组成北

京暑期青年训练团, 对学生进行集训。主要讲授国际国内时事和

反共理论, 以消除多数学生的反日思想, 并使中间分子转向亲

日。∗ 由于汪精卫已公开降日, 正与日本及傀儡各方讨价还价, 筹

划成立伪 国民政府 ,为保其面子,华北伪临时政府调整了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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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 新民会也不再提反对国民党。与 1938年的青年训练团相

比,取消了 国民党批评 等课目。

参加训练团的学生, 有的是本来就对新民会反感, 可是被学校

指名而不得不参加; 有的是回不了家为节省生活费而参加的;有的

是对训练团抱有好奇心而参加的;也有的以为参加了训练团以后

容易找到工作而参加的。! 除 24 名大学生及专业学校学生外, 其

余都是高中生和师范生。% 集训一开始,主办者即向学生申明, 训

练团不是在日本人领导之下举办的,参加本团,既不是与抗日分子

接触,也不是与亲日分子接触。) 企图赋予训练团以中性色彩, 消

除青年学生的戒心。但是, 实际讲授的与日本的宣传如出一辙。

例如 7月 15日,北京市立第四中学校长济梅阁来训练团作特别讲

演,题目是#建设东亚新秩序∃,内容与他在伪中央电台的讲演完全

一样,以致受训的学生多数认为: 他把该讲演内容背下来,在学

校、集会、电台、报纸上重复讲,这样的讲话不值得听 , 更有学生称

他为大汉奸。∗ 在训练班上,新民会的人大讲 建设东亚新秩序是

世界新秩序的出发点 , 说什么兴华与兴亚不可分,兴亚不限于日

华两国,而是以解放东方各被压迫民族为目的。+ 这与日本的宣

传完全一致,目的再明白不过:企图消除中国学生对日本侵华的仇

恨、泯灭其民族意识, 顺应日本的殖民统治。训练团团长曾直言:

我们要去除狭隘的国家与民族观念并超越它,以推进将来的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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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 !教官也诱导学生取 纯真积极主义 ,积极顺应日本的殖

民统治。% 日军宪兵、新民会部长缪斌、伪临时政府教育部长汤尔

和等都给受训学生训话, 足见日伪对控制学生的思想是如何重视,

使沦陷区学生思想 转向 成了日伪在华北沦陷区实施教育的重
点。

日伪是否能由此转变沦陷区学生的思想呢? 我们来看一下训

练团学生对日伪军政要人训话的反应。听了日军宪兵的讲演, 受

训学生认为,不能离开自己的立场来谈日华问题; 日本的目的如果

在扑灭共产思想,那么还是乘苏 满 国境事件进攻莫斯科为好; 不

赞成以日本人为中心建设东亚新秩序及大和世界的理论; 日本如

果说民族解放, 那么就应自己先解放朝鲜、台湾; 反共彼此只是口

头理论,实际上,日本、德意都没从根本上反共,英法与苏联缔结协

定不是由于苏联与德意接近促成的吗? ) 日本大阪商业大学的学

生主事竹山增次郎带领日本学生勤劳报国队来华,也在该训练团

讲演,称日本的目的在于建设东亚新秩序而非侵略中国;日华提携

是历史的必然, 英国援蒋是利己等。学生听后,认为现在日军的行

动有的方面并不象竹山所说; 如果说是为反共及驱逐欧美势力的

圣战的话,现么是否可以乘苏 满 国境战事进攻苏联、日英会谈马
上决裂、明确取进攻姿态? ∗ 更有受训学生问训练班的负责人:

团长又聪明又有才学,干什么也能生活,为何不去南方(南下抗日

之暗语 ( ( ( 引者注)而留在北方为新民会干事? 不明白团长的打

算。 这名团长解释了自己的所谓抱负与立场, 该学生认为是答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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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问。! 受训的 182名学生中约有 30 人亲日, 仅占 16%, 他们在

训练班中受到其他学生的压迫和殴打。% 由此可见, 在日本全面

侵华的大背景和残酷的现实面前, 任何 中日提携 、兴华 等说教

都无法改变大多数中国学生的抗日决心,只能强化而不能泯灭中

国人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日伪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对学生进行集

训后,学生中仍普遍存在着特别旺盛的民族意识, 亲日即是汉奸的

认识在学校相当浓厚。)

事实正是如此。北平的学校师生在日伪的高压之下, 仍然保

持着 五四 青年的革命精神。他们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

学校中的日籍学生成了众矢之的;北平学生不愿意穿伪市政府规

定的制服;有些学生还打电话大骂伪校长、教导主任等。沦陷区学

校的师生, 为了要牢记自己祖国的文化、历史, 努力学习祖国的语

言和文字, 经常是用两套课本, 当日本宪兵、汉奸不在场时就读中

文课本。∗ 以抵制日伪对学生思想的控制。

综上所述,日伪在华北沦陷区, 以所谓新民主义取代三民主

义,推崇封建思想,更改课程设置, 修改教科书,向学校派遣日本人

监督官,教授日语的同时,监视并控制学校师生的思想动向, 推行

奴化教育政策。一为其实际统治之便利,二为强制推行日本文化

及思想,日伪大力推广日语教育, 设日语为中小学必修课。同时,

社会上名目繁多的日语学校的出现, 成为华北沦陷区教育界的一

种畸形现象。为从 学生 着手转变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思想, 日伪

特别注重控制学生思想,利用各种宣传手段, 查禁各种进步书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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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举办各种训练班, 力图使学生思想 转向 。但结果证明, 华北沦

陷区的绝大多数学生仍保持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抗日思想, 任何说

教和宣传都无法改变日本侵华、掠华之铁的事实对青年学生思想

的影响。

(作者 :王士花, 1967 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刘 兵)

#三百万日俘日侨遣返实录∃

2004年 7月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由梅桑榆编著

的#三百万日俘日侨遣返实录∃, 24 万字。该书记述了

1945年 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侵华日军和在中国的日本

侨民在遗返回国过程中发生的焚毁军营、藏匿军火、杀人

强奸;战俘集体自杀、越狱逃亡;千万女日侨突击寻夫; 遗

送船海上爆炸等史实, 披露了三百万日俘日侨从集中营

到遣返的各种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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