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日战争时期在广东三灶岛

的日本农业移民

日 蒲丰彦
  

  内容提要  中日战争时期,除了中国的东北地区以外, 日本政府还向华

南地区的一个岛屿 ! ! ! 三灶岛,派出过农业移民团。对此少有人知 ,且至今

也没有过学术探讨。日本海军在 1937 年 12 月攻占了该岛,修建军用机场。

由于他们此前在华南地区还没有地面航空基地, 三灶岛上的该航空基地具有

重大的战略意义。为了给这个基地供给粮食,或者也可能是出于军事警备上

的需要,日本冲绳县向该岛派出了农业移民共 400人左右。

关键词  中日战争  日本农业移民  广东省三灶岛

序  言

中日战争时期, 日本政府向中国东北地区派出了大批农业开

拓团。对此,已有不少回忆录、资料集和专家的学术论证。我们可

以从中详细了解到这一史实的经过和实情。可是,除了东北地区

以外,当时日本政府还向中国华南地区的一个岛屿派出过移民团。

对此,少有人知,至今也没有过学术探讨。

这个岛屿名叫三灶岛, 位于广东省斗门县南方的海上。在行

政区划上, 1953年前属于中山县, 现在属于珠海市。日本海军陆

战队在 1937年 12月 6日攻占了三灶岛。从 1938年 2月 18日开

始在岛上修建军用机场, 命名为∀海军第六航空基地#。从此,第六

航空基地的航空队开始了对华南地区的军事和经济要地的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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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巩固和加强第六航空基地, 日本政府在 1939年 9月和 1941

年先后分两批向三灶岛派出了移民。这些移民全部来自日本最南

端的冲绳县。到了 1943年 10月, 他们在岛上已经形成了有 90多

户、400人左右的∀冲绳村#。
对这起移民史实,至今只在%冲绳县史&第 7 卷∋移民(的章节

中有所记载。但也只是对当时报纸上刊登的两条消息做了简要的

介绍 ) ,更无专家学者的考证。本文如下分 4 节对这一史实进行

论述。

日本海军第六航空基地

1937年 7月 7日, 日本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 使华北和

华中陷入了战火之中。日军在华北和华中的主要战略方针是直接

占领城市。而对华南地区则采取了另一种策略。日本军部认为,

中国的抗战力主要来源于经华南地区流入的欧洲各国对华的物资

援助和海外华侨的资金。所以,必须要截断华南这条中国军队的

生命线。因此, 1937年 8月 24日日本海军发动了∀第一次交通遮

断#战,开始了对中国东部和东南沿海的封锁。∗ 同时, 海军第一

联合航空队从 8月 31日起开始轰炸广东和福建的机场。+ 接着,

海军的第一和第三航空战队(战队是部队的正式名称)也投入到华

南战场。日本陆军和海军早在 7月 11日就已达成协议:华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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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冲绳县教育委员会编:%冲绳县史&第 7卷%移民& ,冲绳县, 1974年。



的航空作战主要由陆军负责, 华南则由海军负责。) 对海军来说,

这里却出现了一个重大问题。因为, 当时海军在华南还没有地面

航空基地。第一联合航空队是从台北出发的。第一和第三航空战

队都是航空母舰上起飞的。

据中国的文献记载, 1937 年日本海军就在东沙岛、澳门南边

的横琴岛与福建金门岛等地方修建机场。∗ 对这些记载笔者还没

能找到日本方面的有关资料进行核实。但是, 其中有一座军用机

场能够用中日双方的资料来证实其修建过程。这就是三灶岛的第

六航空基地。三灶岛是面积只有 80 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岛。+ 日

本海军陆战队在 1937年 12月 6日动用 3艘军舰和 400名水兵第

一次占领了该岛,但没有驻扎。1938年 2月 16日, 日军又从莲塘

湾登陆,破坏了 13个村庄。, 2月 18日, 海军第二防备队和设营

队到达该岛,在海澄村开始建造机场和各种建筑物。− 3月份中国

游击队从位于西北方的大霖岛进攻三灶岛, 被日军打退。4 月上

旬,游击队杀了 3个日军士兵。日军认为: ∀岛上北部一带的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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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东:%中华民国海军史事日志( 1912 年 1月 ! ! ! 1949年 9月 )&, 九洲图书出版

社 1999年,第 602、607、609页。

日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部:%战史丛书  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 ,朝云新闻社

1975年,第 433页。



暗通敌匪,图谋叛乱#, 因而立刻在岛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扫荡。)

据日本报纸报道: ∀经过这次扫荡, 岛上到处都挂起了海军军

旗。# ∗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这次扫荡之后日军才完全控制了整

个三灶岛。据中国资料记载,日军从 4 月 12日到 14日在岛上展

开了大屠杀。首先在鱼弄村杀害 586人,接着在全岛 36个村庄同

时放火,烧毁了 3240座房屋, 164艘渔船。在这 3天之内, 遇难者

竟达 2000多人。除此以外,为了修建机场日军在当地和中山县地

区抓捕劳工,机场修好之后却把这些劳工屠杀或驱赶下海淹死。

从 3月末到 4月初, 在中国方面的日本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

编制更改。参与轰炸华南的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本来是为了迎战

美国而建立的。但是,到这年 2月为止,此航空队在中国已损失了

飞机 30架左右。因此, 3月 22日海军第一联合航空队返回了日

本。4月 1日在台湾的高雄编制组成了高雄航空队。这是专门担

任华南战场的第一个海军航空部队。接着, 4 月 6 日在日本国内

又编制组成了第十四航空队。三灶岛的机场正是为这支航空队而

修建的。6月 4日,以阿部弘毅为司令的第十四航空队的第一批

部队进驻了三灶岛。9 月 16日, 高雄航空队也临时调到该岛。+

此后, 在 1938年期间,活动于华南地区的海军航空部队拥有了 3

个基地,即:高雄、三灶岛和航空母舰加贺号。,

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的档案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料

! ! ! %三灶岛特报&。这是由第六航空基地司令部编写的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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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卫研究所保存着第 1号( 1938 年 6月 15日)到第 5号( 10月 1

日)共 5卷。通过这份资料,我们可以了解到从 6月中旬到 9月末

机场修建的情况和日军的占领政策。以下,主要根据该报告书, 概

括一下这段时期岛内的情况。

如上所述, 2月 18日设营队到达了三灶岛。在该岛东南方的

海澄村开始修建机场和各种建筑物。到了 8月已形成了总面积为

65万平方米,拥有 1200米长, 60米宽用水泥铺设的正跑道和 800

米长, 40米宽的副跑道的军用机场。正跑道的西北面排列着 10

间飞机库(建筑物的数量包括没有完成的。下同)。飞机库的西北

方分散着总部、7间营房、9间设营队宿舍、4间炸弹库、2间防弹炸

弹库、5间防弹燃料库、无线局、各种仓库、隔离病房、盥洗室、厕

所、澡堂和小卖部等。日军敷了自来水, 7月中旬已开始向这些建

筑物供水。

担任防卫三灶岛的是 2月 18日与设营队一起进驻的第二防

备队。第二防备队的规模由 6 月份的 470人, 增到 9 月末的 733

人。他们在全岛布设了哨所网。三灶街、蛋家湾和英表等 7 处配

备了 30人以上的哨兵。在布设的 11个哨所内,各配备有几名到

20几名的哨兵。另外, 还设有 2个对空监视所。在机场东北和东

南边,靠边海岸的地方设置了 2 座炮台。这些军事设施之间都敷

设了电话设备。

4月 16、17日中国军队进攻了三灶岛的北部地区。为此, 18

日,日军的 2个参谋和第二防备队司令视察了该地区, 认为当敌人

登岛进攻时日本增援部队将无法及时赶到。) 于是,在 21日开始

∃57∃

中日战争时期在广东三灶岛的日本农业移民

) 日 第五水雷战队司令官%有关三灶岛防卫的意见& ,%中国事变  第十二、十四航
空队关系缀(一)&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档案。



了对北部地区道路的扩建。到 7月末,完成了一段整修一新的公

路。) 尽管如此, 日军还是反复受到中国军队的袭击。6月 22日,

1名士兵从三灶街返回驻地时途中遭到枪击而死亡。7月 20日,

在岛上西南端, 约 10名游击队袭击了正在巡逻中的 3名日本兵

士,打死 2名,打伤 1名。9月 24日,中国军队约 20 名又袭击了

西部的哨所,杀了 1名日本哨兵。因此, 1939 年 4 月第二防备队

在岛上又进行了扫荡。∗

关于岛上的中国居民,在七七事变之前约有 1 2 万人。日本

占领之后,只剩下南部村庄的 1800多人和为了躲避日军的扫荡而

潜藏在北部山里的约 500 人左右。日军当时封锁了该岛, 海上配

备了巡航哨艇, 切断了通往大陆的交通。岛上居民出不去, 外边的

人也进不来。由于岛上居民不能与大陆进行日常商品交易, 所以

日军委托一个名叫福大的贸易公司给居民提供盐鱼、砂糖、棉布、

火柴、烟等各种日常生活物资。1939年 2月 16日, 日军第二次占

领三灶岛之后, 在该岛组织了治安维持会。另外, 还任命 5个居民

为宣传员, 又选拔了 25 名年轻人, 叫他们组织起青年团学习初等

学科的文化知识和日语等。为了达到安抚岛民的目的, 日军还实

行了 2种措施。一种是医疗。给岛上所有的居民进行了预防霍乱

的注射。6月初又进行了种痘。从 7 月 18 日起开始隔日诊察病

人,也出诊。另一种是救济贫民。他们给调查出的 85名贫民发给

了逃离该岛的农民留下的稻谷。日军在岛上一方面进行安抚工

作,一方面让男女居民充当修建机场等工程的劳工。工资用军票

按年龄的不同发给 15钱( 1日元相当于 100钱)到 25钱。在 6 月

这些劳工约有 350 人, 到了 7 月增到了约 460人。7 月以后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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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在%三灶岛特报&上没有记载。

如上所述 1938年 6月 4日第十四航空队的第 1批部队调移

到该岛。这些飞机从当天起就参加了战斗。后来,高雄航空队也

进驻了三灶岛。到了 9月末该岛就拥有兵力: 3 架九五式舰载战

斗机、17架九六式舰载战斗机、14架九六式舰载轰炸机、27 架九

七式舰载歼击机、13架九六式陆上歼击机。三灶岛海军第六航空

基地的这个部队,除了对昆明、广九铁路及各地机场和中国军阵地

的袭击以外,还参加了 10月的广东战役和 1939年 1月的海南岛

战役等。当时全岛的人口结构是: 第十四航空队 713人、高雄航空

队250人、第二防备队 733人、设营队和其壮工 4596人、运输船

156人、福大公司 46人、岛民 1793人、合计 8287人。

1938年 12月 15日,在中国的日本海军航空部队又进行了编

制更新。重新编成由第十六航空队与第十四航空队构成的第三联

合航空队。它以三灶岛的机场为基地负责华南战场。这年年底高

雄航空队返回了台湾。到了 1939年 2月,在广西省涠洲岛建成了

第十一航空基地。3月在海南岛海口又建成了第七航空基地。第

十四航空队的一部分飞机调移到这两处基地。) 这就是三灶岛移

民计划开始实施之前的日本海军在华南的航空编制。

日本冲绳县的移民政策

1938年 9月末,在三灶岛修建的第六航空基地几乎完成了预

计的所有工程。∗ 8个月后的 1939年 5月 12日,冲绳县报纸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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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了如下字目:

∀县民们的新的发展地  将在海南岛建设冲绳村#

∀向南方发展的划时代的国策性移民  渊上县长的奔走成功

了# )

这就是有关向中国华南区移民的头一条报道。海南岛是

1939年 2月被日军占领的。渊上就是当时的冲绳县县长渊上房

太郎。他在东京与各方面进行了协商后,决定了派出移民的政策。

该报道说,为了修建海南岛的道路和其他工程及务农, 将在冲绳县

招集民工近 1万人。渊上县长回到冲绳后发表了更详细的谈话

说: ∀我访问了拓务、厚生两省,与他们进行了各种协商。某部门要

求火速从本县向 . .岛派出 50户左右。另外, 关于 / 岛, (让民

工)暂且从事土木工程0 0# ∗ . .岛和 / 岛等,报纸是以隐形字

的方式报导的。可是,根据以后的各种报道我们可以推断, . .岛

指的是三灶岛, /岛则是海南岛。拓务省是 1929年设立, 掌管有

关殖民地统治和移民等事宜的。关于∀某部门#, 将在下面论述。

就这样,在 1939年 5月中旬基本上确定了向中国华南方面派移民

的政策。

冲绳县当局立刻开始了此移民计划的具体实施。5月下旬派

人跟台湾总督府的有关人员协商后 + , 6月上旬发表了规模庞大的

移民计划;从 1939年到 1941年为止,与满洲移民一样拟好分村计

划,从各个村庄中挑选出优秀农户, 向三灶岛每年选派 200户, 又

向海南岛选派 2000户农业移民。, 6月 18日,县社会科的 3个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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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动身去进行实地视察。) 据这次视察的结果,当局最后决定, 为

了所谓∀治安#问题, 不向海南岛派出农业移民,暂且只向三灶岛派

50户。∗

虽然 1939年 2月日军占领了海南岛,但是共产党游击队 ! ! !

广东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在岛上展开了频繁的抗日活

动。对此, 日军以 1940年 3月发动的∀ Y 二作战#为始, 一共展开

过8次扫荡。可是,日军最终没能彻底消灭中国游击队。+ 这就

是迫使冲绳县作出不向海南岛派家属农业移民的原因。关于三灶

岛的∀治安#, 在 1938 年 10 月日军占领广州以后才逐渐稳定下

来。, 虽然偶尔有游击队的袭击,但对日本方面来说并没形成很

大的威胁。参加实地视察的农业技术员 7月 22 日回到冲绳后对

三灶岛报告说: ∀岛上呈现着 1千町步广阔肥沃的水田,没有一个

居民。所以,如果派 50户左右,他们能得到最理想的田地0 0上

岛之后, (移民的生活)暂且由海军方面照顾,而且海军也表示欢

迎。我想(移民生产的)大米最终将由海军购买。据说, 种植 3 反

步左右的蔬菜也将交给海军。# − 1町步大约相当于 1 万平方米,

即约 15亩。1反步是 1町步的 1/ 10。如上所述, 日军占领该岛之

后岛上还留有不少中国居民。日本移民也回忆说岛上有中国农

民。所以∀没有一个居民#这句话与事实不符。但是,又可以看出

中国岛民放弃广阔田地而逃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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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战史丛书  中国方面海军作战∋2(& ,第 164、282 ! 283、373 ! 375、440、464

页。

日 %琉球新报&1939年 7月 17日。但是,此后不久,冲绳县向海南岛派出纯粹的

壮工。

日 %冲绳日报&1939年 7月 17日,%琉球新报&1939年 7月 17日。



另外,根据这份报告我们可以说,日本海军也参与了这次移民

计划。另一份报道也明确地指出: ∀由于海军当局的特别要求, 今

年夏天作为派往该地的第一批移民, 派出 50户。# ) 不难看出, 在

东京对冲绳县长提出要求火速向三灶岛派出 50户左右移民的∀某
部门#就是海军。

紧接着,冲绳县的渊上县长又在东京跟中央的有关部门协商

后,决定了具体方案。其内容是,指定小禄村为移民派出村, 在 8

月内先派 50人,叫他们主要种植蔬菜, 同时种植水稻。第二年再

把他们的家属接到三灶岛。由于所有移民都是举家迁移, 所以在

岛上将建设冲绳村。也有几个接生婆同行, 所需经费由当局发给

补助金。∗ 1953年, 冲绳县(当时叫琉球政府)社会局为准备移民

海外的本县县民编了 1 本%海外移民指南&, 介绍三灶岛移民说:

∀当时这里有日本航空队的基地,为了供给其粮食(大米、蔬菜、猪、

渔等) ,特指定适应亚热带气候的冲绳县人落户。# + 由此可见, 由

于气候的问题, 当局特别指定从日本最南端的冲绳县派移民。关

于小禄村与种植蔬菜的关系, 当时的报纸又报道: ∀要从小禄村派

这些人(指移民) , 是因为想让他们从事种植蔬菜工作的缘故。# ,

位于冲绳南部的小禄村在蔬菜种植方面确实有其特色。它的主要

蔬菜品种有甘蔗、红薯、萝卜、胡萝卜等。在 1926年该村已设立了

县立农业试验站,村内组织起了蔬菜供应合作社。向县外供应蔬

菜在当时已很普遍。−

8月冲绳县挑选了 50名派往三灶岛的移民。被选定的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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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除了 35名小禄村的村民以外,还有名护村、大宜味村、羽地村的

村民各 5人。) 这 3个村都位于冲绳北部。另外, 最近有个移民

回忆说,移民中也有∀大里村#的村民。∗ 对于到底有哪些村庄派

出过移民, 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调查。这些移民都是准备永居的。

当局预定发给他们起家费 25日元,另外在三灶岛提供给每人水田

2町步和旱地 5反步。+

这里简单概括一下冲绳县的国策性∀分村计划#的历史。, 冲

绳县人很早就开始移民到日本本土和海外。尤其是在 19世纪末

与 20世纪初开始了集体移民。到了 1920年冲绳县的基础产业制

糖,由于行情暴跌受到深刻影响。其后 ,发生在 1927年的日本金

融恐慌和从 1929年开始的世界恐慌使整个日本的经济情况更加

恶化。结果,导致了 1920年代到 30年代初在冲绳的严重不景气。

因此,又发生了向日本本土和海外大量移民的现象。

关于满洲移民, 1936 年日本关东军策划了∀二十年一百万户
的计划#,即从 1937年起在 20年内一共派 100万移民的阶段, 即

是移民数量的大规模化。日本国内有不少地方用∀分村#的形式开

始派出大量的移民。就冲绳来说, 最早派往满洲的移民是参加了

1938年 4月派的第 1 批满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的本县年轻人。

而一般移民则是从 1939年 2月开始去中国东北部的。7月 16 日

为了视察中国东北部的移居地,派出了 15人。这一天正是县职员

视察完三灶、海南两岛回到冲绳的那天, 紧接着, 县当局在 8 月发

表了赴中国东北部的分村长期计划: 4个乡镇一共派 3万户,约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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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这年 8月又是当局决定向三灶岛选派移民村和其人数的那

个月。由此可见,冲绳县向中国的东北地区和南部地区派出国策

性农业移民是同时进行的。

被选派去三灶岛的移民 50人,从 9月 18日起接受了 10天的

集训 ) , 27日与派往海南岛的民工一起从那霸港驶向中国。∗ 县

政府的与那永德技术员也随同移民一起去了三灶岛。+ 移民们的

口号是: ∀我们南方开发挺身队员一致奉皇祖神敕,同心协力,向神

明起誓将为达成国家使命而迈进。# ,

第一批移民

9月 27日出发的冲绳移民团于 10 月 4 日到达了三灶岛。−

他们从机场东面的栈桥上岸, 在机场的跑道上接受了海军举行的

欢迎会。当天他们在一间飞机库过了夜,第二天住进了设营队给

他们准备好的房子。这些房子的数量和位置都不清楚, 但可能是

三灶墟和春花园的中国居民的房子,不是新盖的。日军占领该岛

之后,有不少居民被杀或逃离了该岛,所以留下了很多空房。此后

的 6个月里, 移民们以海军随军职工的身份领取着 2日元 1天的

工资,主要在农业试验站工作。这个试验站是由农业技术员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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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琉球新报&1939年 10 月 24 日。以下根据三灶岛友之会访问记录, 2002年

11月 16日 ! 18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回到冲绳县的移民们后来组织了一个

联谊小组 ! ! ! ∀三灶岛友之会#。笔者访问该会会员,听取了他们在三灶岛的体验。

日 %冲绳日报&1939年 9月 26日。

日 %琉球新报&1939年 8月 28日。

日 %琉球新报&1939年 9月 28日。冲绳县召募 500名海南岛民工。对此, 9月中

旬已有 1000名以上的报名者蜂拥而来(%冲绳日报&1939年 9月 19日)。

日 %琉球新报&1939年 9月 18日。开洋会馆是为教育移民而于 1934年建设的。



永德主持的。据他说,在 10月里, 三灶墟的农场就已开设了蔬菜

苗辅,饲养了家畜。这期间,移民们组织了炊事班,过着集体生活,

集体劳动的日子。除了实验站的农活以外,他们还从事修路。没

过多久又开始种水稻。)

半年后的 1940年 4月冲绳县开始准备送出移民们的家属。∗

准备出发的家属是: 小禄村 15户、大理村 15户、名护村 2户、羽地

村 2户、大宜味村 12户。+ 从这份资料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第一

批移民里确实包括∀大里村#的村民在内。这些家庭共 46户,其人

数达到了 248 人。, 5 月 1日举行过欢送会后不久就出发了。−

据一个移民的妻子回忆说: ∀因为是以永居为目的的,所以走时卖

掉了家里所有的家具什物,当时 28岁的我是带着长女和 2个小姑

子去的。船内坐满了(移民们的)太太和孩子。# 1 移民家属们的

出发和到达的准确日期都不清楚。到达三灶岛后,移民和其家属

都住进了中国民房,并且组成了 3个村 2 ;与那村(原来的圣党) 15

户、青叶村(屋边) 15 户、成濑村(春花园)其他户。与那村是因与

那永德的缘故而得名的,这里设有三灶岛移民事务所。青叶村的

青叶是海军一艘军舰的名字, 成濑则是与那永德的后任县农业技

术员的名字。

如果把三灶岛分为南北两个部分,这 3个村都属于北部。中

国居民则都被集中居住在机场北面和西南面的 6个村庄。在这些

∃65∃

中日战争时期在广东三灶岛的日本农业移民

)

∗
+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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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琉球新报&1940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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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琉球新报&1939年 10月 24日。



村的北面有一座高山,翻过这座山就到了日本村庄。据历史资料,

三灶岛移民的目的是为了向海军第六基地供给粮食。然而, 日军

在占领地一般是以掠夺或用军票确保粮食, 无须移民为其提供。

那么,为什么偏偏要向三灶岛派移民呢? 笔者认为,从中日双方村

庄的这种布局就可以找到一个答案。有个移民回忆说: 他们受过

射击训练, 每户都有步枪和钢盔等等。并且参加海岸巡逻。这说

明三灶岛的移民可能与满洲开拓民一样具有一定的军事目的。日

军攻占三灶岛的时候,岛上北部居民进行过强烈的抵抗,而且该地

区又与大陆接近,中国游击队很容易潜入。因此, 日军先把中国居

民集中到机场周围容易管理的地方,而把北部地区空出,截断了游

击队与岛民的联系。然后为了更有效地控制北部,就把日本移民

配置到那里。) 这样就形成了从东南向西北依次排列着机场、兵

营、中国村、日本移民村的布局。

6月上旬,冲绳县政府社会科派浦崎纯赴三灶岛负责组织开

拓者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是为了对岛上移民共同事业的经营、

生产和销售、物资的统购及学校和医院的经营、互助、公共资金的

积累等事业进行统一管理而组织的。浦崎在 21日或 22日回到冲

绳报告说: ∀在该岛上有开拓者所共同经营的田地约 4町步, 从这

里去的县民都在这块地上从事劳动。目前实验性地种植着台中

65号和蓬( 1字不明)米0 0我乡的先驱移民,在 / / 岛上建起幸

福乐园的那天不会太远了。# + 虽然,这时浦崎说目前∀试验性地#
种植大米, 但后来与当初的移民目的相反, 水稻反而成为主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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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有个移民回忆时甚至说: ∀农作物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大米。#

实验站后来也自然消失了。成濑村里建立了碾米厂。移民们所收

大米的大部分都要交给海军。向海军交纳大米一直持续到日本战

败。)

当局向移民们免费供给住房、水田 2町步、旱田 3 反步、家畜

和包括脱粒机、除草机等在内的一套农具。∗ 冲绳县农户的耕地

面积, 在 20年代中期平均每户只有 0 77町。+ 而移民在三灶岛

得到了高于 2倍以上的田地。可是据移民回忆, 一个移民家庭所

能耕种的土地面积实际上只是 1町步( 1万平方米)左右。, 水田

种植双季稻,在插秧、除草和割稻子等农忙季节时,移民们雇用 5、

6个中国居民。这些居民最初由日军分配到各个移民家庭, 移民

没有直接给他们付工资, 只让他们吃饭或给米饭和一大碗大米等。

另外,有些中国居民来移民村卖海鲜等食品。日本移民与这些中

国居民之间没有翻译,他们只能比手划脚地进行沟通。

移民在三灶岛期间, 没有受到中国游击队的袭击, 也没发生过

意外的事件,他们的生活比较稳定。只是有一种病威胁着他们的

生命。这是一种病名叫威鲁( Weil )的地方病。有一个移民妻子

说: ∀在当地最让我操心的是丈夫传染上了威鲁病。住了 4个月的

军医院00侥幸来了新药, 病治好了。#∀军医院#是在三灶岛的海

军医院。威鲁病是德国医生阿德尔夫∃威鲁( Adolf Weil)第一次发

现的。这种病是某种老鼠所带的病菌传染到人体后,便开始出现

忽冷忽热的现象, 过 1个星期后出黄疸, 肝脏和肾脏出血。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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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在岛上威鲁病患者增加到数十人,从海南岛还来了救援军医和

护士。

第二批移民以及日本投降

如前所述, 日本海军对中国沿海进行了海上封锁。后来,海军

更加强了对海上和沿岸的控制。但是, 到了 1940年的后半期, 全

体日军迎来了新的重大局面, 就是对美开战的准备。为此, 海军把

在中国参战中的主要航空部队调回了日本。三灶岛的第三联合航

空队也被解除其编制,岛上只留下第十四航空队。除了第十四航

空队以外, 在中国大陆留下的海军航空队只有华中方面的第十二

航空队。) 为了做好太平洋方面的战斗准备, 1941年 9月 15日连

第十二和第十四航空队也进行了重新调整。虽然海军并没有放弃

三灶岛的第六航空基地, 其航空部队在中国的活动实际上到 1941

年9月就结束了。∗ 我们可以说, 从 1940 年的后半期到 1941 年

的 9月,设在华南地区三灶岛的第六、海南岛海口的第七和广西涠

洲岛的第十一等航空基地的重要性也开始急剧下降。

与此同时, 冲绳县有关移民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 冲绳县

历来有不少人到外地生活。县当局一贯指出冲绳的人口过剩、土

地狭隘和资源不足等问题, 因而也一直鼓励向外移民。可是实际

上早在 1939年就已明显地出现了劳动力不足的现象。%琉球新

报&就此批评县当局说: ∀尤其从事变以后00劳动力大量移动到

关东、关西和北九州方面的兵工厂地带00在这种情况下, 最近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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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在一部分农村能听到劳动力不足的呼声 00尽管如此, (县当

局)还要在执行满洲分村计划的同时,进行海南岛移民。这些措施

是否实现,我们不得不抱有疑问。#在这种局势下, 县当局终于制定

出从 1941年 5月或 6月起(日期不清楚) , 以青年男女为对象, 禁

止到外地打工的政策。按规定青年如果要到县外,都必须持有有

关部门的证明。

可是, 让人难解的是, 当局一面这样限制人口外流, 一面反而

要继续加强移民政策。1942年前后开始酝酿,从全县 60 万人口

中抽出 30万人派往南方。1943 年又出现了∀在十年中(进行)五

万户分村计划#,准备从 1944年起派 3万户到中国东北部, 派 2万

户到日本本土的工厂。不过, 冲绳县当局的这种自我矛盾的政策,

我们从日本政府在有关满洲移民的政策上也可以看到。满洲移民

的第一个目的在于调节日本农村的人口过剩。后来,随着战局恶

化,大量的出征和兵工厂的需要等因素引起了劳动力的不足。为

此,政府在中国和朝鲜抓捕劳工运往日本国内,以弥补劳力不足。

还有 1万∀朝鲜随军壮工#被送到冲绳县。可是, 尽管到了如此地

步,政府也没有停止向中国东北部派日本移民。

总之,无论从在三灶岛的第六航空基地已丧失了当年的重要

性这一点, 还是从冲绳县苦于缺乏劳动力这一点来看, 都没有必

要,也不应该再向三灶岛派移民是显而易见的。但是, 就是在这种

新的情况下, 1941年(可能在夏天)县当局还是派了第二批移民共

45人。) 这次移民的动机含有值得注意的特点。∗ 有个移民回忆

说: ∀第二批移民中, 去过一次战场的人很多。他们认为,与其再被

征兵,不如当移民。#另一个移民说: ∀参加移民报名让当过兵的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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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局和移民双方的意图。1941 年制定

的禁止到外地打工的政策是县当局不愿意让年轻人流往外地而实

行的一种措施。然而, 年轻人确以参加移民的方式来逃避兵役。

他们要利用当时的%兵役法&第 42条规定:住在日本国外者可以申

请暂缓服役。当局也早已知道这个问题。据%冲绳日报&报道,

1939年司令部对于∀以出国旅行为借口而逃避兵役的人#发出了

警告。) 此后,报纸上登出了有一个冲绳年轻人在台湾以逃避兵

役的嫌疑被逮捕的消息。∗ 派往三灶岛的第一批移民中也有为逃

避兵役而决心去的人。+ 因此, 在招集第二批移民时, 冲绳县采取

了防止未服兵役者参加的办法。, 总之, 这个移民与逃避兵役的

关系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第二批移民到达三灶岛之后, 暂且住进了三灶墟的日本营

房。− 这时, 在三灶墟已没有日军。跟第一批移民一样,他们最初

以随军职工的身份领取着工资为海军生产了 1年的粮食。海军设

营队盖好房子后,他们搬进了这些日本式房屋。这批移民没住入

中国民房。第二批移民村有 3个, 都位于第一批移民村的西北面。

村名都是用日本军舰名起的; 大和村(下茅田)、衣笠村(鱼弄附

近)、千岁村(鱼弄附近)。1943年(可能是在夏天) ,第二批移民的

家属共 89名成年人和 142名孩子也到了三灶岛。1 对这些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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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 %朝日新闻&(鹿儿岛冲绳版) , 1943年 10月 20日。

以下据三灶岛友之会访问记录。

后来在 1941年 10月 16日,日本政府对%兵役法&加以修改,取消了暂缓服役的条

文。见加藤阳子%征兵制与近代日本 1868 ! 1945& , 吉川弘文馆 1996 年,第 233

页。

三灶岛友之会访问记录。

日 %冲绳日报&1939年 6月 9日。

日 %冲绳日报&1939年 5月 26 日。有些学者已注意到移民与逃避兵役的关系,

见%冲绳县史&, %移民& ,第 188 ! 189页。



批移民,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农机具等,需要带自己的来。他们结束

了 1年的随军职工的工作后, 就不须向海军交纳所收的大米了。

这点与第一批移民不同。从这点来看,向三灶岛派移民的目的就

更模糊了。但是,只有 1项工作是跟第一批移民一样的。那就是

参加要塞警备。

到了 1943年 10月下旬, 第一批和第二批移民合起来已形成

了约有 90户 400多人的规模。他们分居 6个村, 每个村有 15 户

左右。) 这就是在三灶岛上形成的∀冲绳会村#的最终情况。县当

局本来计划派第三、四、五批移民。为此曾在 1941年夏天测量过

岛上的土地。∗ 但是, 最终没有再派移民。

1942年 6月, 太平洋上发生了中途岛海战, 日军从此失去了

在太平洋上的军事优势。美军逐渐北上,同年 11月 23日美军飞

机轰炸了三灶岛机场, 有 4间营房烧毁。1944年 2月 13 日三灶

岛又一次受到美军轰炸机的袭击。+ 这时, 在移民中传出风声说,

美军登上菲律宾岛后,将占领三灶岛。, 而且, 三灶岛的日军也开

始自毁机场,使移民感到不安。1945年 8月 15日日本投降, 移民

们集合到小学, 团长宣读了日本天皇的诏书。然后,他们乘船到达

广州(日期不清楚) , 在长洲岛过了年。1946年 3月他们回到了日

本浦贺港。这样就结束了长达 7年的三灶岛移民的历史。

结  论

日本海军在 1937年 12月第一次攻占了三灶岛, 1938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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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在岛上修建军用机场, 同年 4月 4 日日军在岛上北部展开了

扫荡战,戮杀了大量居民, 完全控制了该岛。当时,日本海军在中

国东南沿海一带进行海上封锁。但是,由于他们在华南地区还没

有地面航空基地。因此, 在三灶岛上修建第六航空基地具有重大

的战略意义。为了给这个航空基地供给粮食, 或者也可能是出于

军事警备上的需要, 海军要求冲绳县向该岛派农业移民。当时, 冲

绳县正准备向满洲派移民以解决人口过剩的问题。于是, 县当局

决定向中国东北地区和华南地区同时派移民。在这种背景下,

1939年和 1940年第一批冲绳移民和其家属登上了三灶岛。

从1940年后半期到 1941年中期,海军迎来了新的战局。为

了准备对美开战,海军把在中国大陆的主要航空队都调回日本, 三

灶岛的航空队也被解除了其编制。三灶岛在战略上失去了其重要

性。同时, 冲绳县内也发生了变化。随着战况的恶化明显地现出

了劳动力不足的现象。可是, 尽管如此,从 1941年到 1943年冲绳

县政府还是顽固地向三灶岛派出了第二批移民和其家属。这些第

一批和第二批的移民在三灶岛上组成了 6个移民村,人口共发展

到 400人左右。他们主要从事水稻种植。以上就是三灶岛移民的

经过和它在中日战争中所占的位置。)

(作者蒲丰彦, 1957 年生,日本京都橘女子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刘  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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