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日本政府对伪蒙疆政权

留日学生政策探微

徐志民

内容提要 近代以来,日本为控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的内蒙古地区, 极

力吸引蒙人留日,以培养蒙古族人的亲日意识和亲日分子, 扶植在蒙疆地区

的代理人。1937 年,日本出兵扶持德王建立了伪蒙疆政权, 通过伪政权选派

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和喇嘛赴日留学, 借机施以各种亲日、崇日教育, 并把 学

成 归国的留日学生安排到侵略者需要的各种岗位上,为其侵略战争政策服

务。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其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的政策也终归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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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中国留日学生的累累硕果中, 有关内蒙古留日学生的

研究却相对薄弱,虽在一些论著的章节中有所涉及,但所占份量相

当有限。如著作主要有, 卢明辉的!蒙古 自治运动 始末∀(中华书

局1980年版)、王奇生的!留学与救国 # # # 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

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沈殿成主编的!中国人留学

日本百年史∀(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齐红深主编的!日本侵
华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余子侠和宋恩荣合著的

!日本侵华教育全史(第二卷)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5年版)等, 都

零星地提到了内蒙古留日学生问题。代表性论文有,娜仁高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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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述蒙古族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 # # # 毓正女学堂∀( !内蒙古师大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2 年第 4期)、祁建民的!蒙疆政权的

教育政策论述∀(!日本殖民地教育史研究∀,日本东京国立教育研

究所 1998年刊)、金海的!1931 # 1945年间的日本与蒙古喇嘛教∀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 6期)、横田素子

的!明治时期的日本与内蒙古 # # # 以喀喇沁右旗扎萨克贡桑诺尔

布为中心∀(日本亚洲民族造形学会东京学术讨论会, 2000 年 9

月)、广川佐保的!40年代日本对内蒙古的政策与%青旗&报∀ (!蒙

古学信息∀2001 年第 4期)、居特固勒和阿云嘎的!贡桑诺尔布的

改革图强及其与日本的关系∀(!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

学版) ∀2002年第 1期) ,以及房建昌的!日本兴亚院蒙疆连络部与

蒙古善邻协会西北研究所始末及其对西北少数民族的调查研究∀

(!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第 3期)等,大都涉及与之相关的个别留

日学生。

截至目前, 仅有娜仁高娃、田中刚、祁建民等学者分别从蒙古

喇嘛留日学生、伪蒙疆政权的留学生事业、善邻协会与近代蒙古留

日学生教育等角度对内蒙古留日学生问题做了较为详细的探

讨∋ ,此外尚未见任何系统的成果问世。故笔者不揣浅陋, 拟就近

代日本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的接受、教育、管理和毕业安置等政

策,作些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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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格、娜仁高娃编!硕果 # # # 纪念扎奇斯钦教授 80寿辰∀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6

年版; [日]田中刚:! 蒙疆政权 的留学生事业与蒙古留学生∀ ,!历史研究∀ [ 日] 38

号, 2001年 3月;祁建民:!善邻协会与近代内蒙古留学生教育∀ ,载李喜所主编!留
学生与中外文化∀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



伪蒙疆政权成立前吸引蒙人留日的活动

近代日本政府极为关注中国的内蒙古地区 ∋ , 不仅派遣大量

特工人员搜集情报, 而且极力拉拢各旗封建王公, 吸引蒙古族青年

学生和喇嘛赴日留学,借机灌输亲日、崇日思想,培养亲日分子, 企

图借机把内蒙古地区从中国分离出去。

内蒙古地区位于中国北部边疆,北接俄罗斯, 东端濒近日本海

和朝鲜半岛,既是护卫中国内陆安全的天然屏障, 也是日俄两国觊

觎中国的战略要冲, 在东北亚各国的战略竞争中地位十分重要。

早在甲午战前, 日本谍报员荒尾精就 对满洲、蒙古、新疆方面的动

向也很关注 。( 1903年 12月,日本军部又利用河原操子担任内

蒙古喀喇沁郡王府教育顾问和毓正女学堂总教习的机会, 赋予其

秘密使命。河原操子则 利用与喀喇沁旗王爷与福晋的私人交情,

用巧妙的方式将王府变成了日本特务人员的联络据点。以亲属、

同学等关系作掩护, 接待前来执行任务的日本特工人员,为他们的

衣食住行提供方便, 甚至通过王府官员派旗民为之当向导 。) 为

日本军方获取蒙古和俄国的情报发挥了重要作用。

日本政府还极力拉拢各旗封建王公,邀请他们访问日本,派人

协助思慕革新的蒙古王公贵族进行改革等,以期其在今后的对俄

作战中站在自己的一侧。当日本政府获知内蒙古喀喇沁郡王贡桑

诺尔布有访日意向时,立即同意并邀请他访问日本。1903年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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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仁高娃:!试述蒙古族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 # # # 毓正女学堂∀ ,!内蒙古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 4期,第 103页。

[日]薄井由:!东亚同文书院大旅行研究∀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年版,第 4页。

蒙古本无内外之分,但依据归服清朝的先后顺序,通常被分为内、外蒙古,其所属地

理范围大致类似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国。



贡桑诺尔布由天津私搭邮船东渡日本, 受到了日本首相大隈重信

及其阁僚的热情接待,并由日本政府派员陪同,到东京、神户、京都

等地考察日本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期间还参观了大阪第五次

万国劝业博览会。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迅速繁

荣富强这一事实给其留下很深的印象, 遂决定效法日本,发展教

育,振兴旗务,改革图强。日本方面不失时机地表示愿意帮助。日

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向他推荐了女教师河原操子,帮助其创

办了蒙古族第一所近代女子学校 # # # 毓正女学堂。日本还同意贡

桑诺尔布从旗军队中挑选数人送到北京东交民巷日本驻屯军的军

营内, 和日本兵一起学习器械体操和军乐。∋ 1903年底, 日本陆军

大尉伊藤柳太郎和陆军少尉吉原次郎, 协助他在旗里开办了蒙古

族第一所近代军事学校 # # # 守正武学堂。尽管日本怀着不可告人

的目的参与蒙古族的教育改革,但在客观上却开创了蒙古族近代

教育的先河,培养了蒙古族近代第一批新型知识分子, 在蒙古族近

代教育发展史上具有一定的意义。

随着俄国对蒙疆地区侵蚀的加剧, 而清政府却无力抗拒,深受

其害的一部分开明蒙古王公也想以日本为榜样图谋革新, 急欲向

日本派遣留学生,学习日本富强之法,甚至个别蒙古王公要求亲自

赴日留学。如 1905年蒙古土尔扈特王就申请出国留学 ( , 获得批

准后, 到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 1905年底,贡王乘河原操子回

国之便,选派毓正女学堂的何惠珍、于保贞、金淑贞等 3名女生与

河原操子同船东渡日本, 入东京实践女子学校学习。翌年冬,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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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编:!近代史资料∀第 99号,第 93

页。

董守义:!清代留学运动史∀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5年版,第 363页。

吴恩和、邢复礼:!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 ,!内蒙古文史资料∀第 1辑,内蒙古人民

出版社 1979年版,第 106页。



本政府的许可, 又派遣伊德钦、诺门必立格、恩和布林、特睦格图、

于恒山等五人赴东京入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后他们分别转入东京

农科大学、千叶县医科大学、东京慈慧医科大学等学校学习。∋ 上

述留日学生成为近代蒙古族人留学日本的先锋。

日俄战后, 日本与俄国从 1907至 1916年间, 先后 4次签订协

议,将内蒙古东部地区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 并以该地区为依托积

极开展各种活动,与留日政策相关的有如下:

第一,暗中怂恿一些所谓的民间对蒙激进分子潜入内蒙古地

区,四处拉拢和引诱蒙古族青年来日留学。如,大日本农村产业振

兴会理事野尻喜辅、大本教信者 目恒雄等人潜入内蒙古地区后,

到处向蒙古族青年许诺 进日本任何学校, 均准不考试入学 ( , 并

提供留日学费。1931年, 目恒雄携带 7名蒙古族学生赴日, 请

外务省从机密费中支付其留学学费。) 后由日本军方支持瓜生喜

三郎创办的 经国学园 , 接受了这批蒙古族留学生。
第二,支持善邻协会接受和教育蒙古族留日学生事业。1931

年底,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后,决定进一步加强对蒙疆地区的文

化工作力度。1933年, 关东军参谋部指出, 对于紧连热河的察哈

尔蒙古各部的方针是 主要依靠和平的文化工作, 特别是经济关系

的密切使之自发导向亲满,形成密不可分的关系 。∗ 后来军部也

∃103∃

近代日本政府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政策探微

∋

(

)

∗ [日]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 8) 日中战争(一)∀ ,东京:  书房 1964

年版,第 448页。

!蒙古学生 ! ∀ # ∃ % 外六名本邦留学( 学资 & 机密费 ∋ ( 支出 ) 目恒雄愿

出∀ ,!在本邦留学生关系杂件 第七卷∀ ,资料番号: B- H- 05- 00- 00- 01- 00-

00- 07,凡有资料番号的注释皆来自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下同。

!日人引诱蒙人来东留学∀ ,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 1,目录

号 1,案卷号 2391。

居特固勒、阿云嘎:!贡桑诺尔布的改革图强及其与日本的关系∀ ,!内蒙古师范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 1期,第 15页。



再三指示关东军: 对内蒙的政策依然要坚持以前的方针, 不急于

建立政权,在当前形势下,主要应以文化、经济工作为重点, 这样也

可达到目的。 ∋ 于是在 1933年 3 月, 井上璞、 目恒雄等人在日

本陆军参谋本部、关东军及个别蒙古王公贵族支持和援助下,创办

了日蒙协会,同年 11月改称善邻协会。根据!财团法人善邻协会
寄附行为∀规定,其从事的主要活动包括对蒙古留学生的指导援助

和经营培养比邻诸国人才的学校等。( 故而其成员在内蒙古各地

到处宣讲日蒙亲善, 大谈成吉思汗及其伟业, 使得学生对蒙古民族

的兴盛历史感慨无量,幡然决定到日本留学。) 1934年 4月, 善邻

协会 以培养将来满蒙文化的开发指导中坚分子和刚健有为的人

才为目的,设置了善邻协会专门学校 ∗,并在其内开设 蒙古学生

部 , 主要接受内蒙古留日学生。5月,就有 10名参谋本部接受的

内蒙古留学生入学, 11 月, 又有德王保送的 9名留学生入学。其

后,迪拉瓦活佛、察哈尔盟盟长等也派遣留学生入学。+

日本政府命驻内蒙古地区的领事馆为善邻协会接受内蒙古留

日学生工作提供便利。1934年 10月 9 日, 日本驻赤峰的清野领

事致电广田外务大臣,报告善邻协会会员古内五郎带领着招募的

8名蒙古人留学生已于本月 7日从当地出发,经朝鲜前往东京, 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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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蒙古学生教育事业经费给与 金五六 , , ∀,!善邻协会关系杂件 第三卷∀ ,资料
番号: B- H- 06- 02- 00- 10- 00- 00- 03。

!善邻协会专门学校)蒙古留学生特设予科设置)关∗ +件∀ ,!善邻协会关系杂件

第一卷∀ ,资料番号: B- H- 06- 02- 00- 10- 00- 00- 01。

蒙古善邻协会: !昭和十六年度蒙古善邻协会事业成绩报告书∀载!善邻协会∃资

料∀ , 1941年版,第 387页。

!善邻协会指导蒙古留学生渡日,件∀ ,!善邻协会关系杂件第一卷∀资料番号: B-

H - 06- 02- 00- 10- 00- 00- 01。

[日]岛田俊彦、稻叶正夫;!现代史资料( 8) 日中战争(一)∀ ,东京:  书房 1964

年版,第 501页。



理事长井上璞的请求,本官已经发给针对沿途官宪的证明书、介绍

信,并告知预定 12日到达下关。翌日,即由外务省冈田文化事业

部长致函山口县知事菊山嘉男!关于对留学生提供便利件∀, 命其

给这批蒙古留学生提供旅途方便。1936 年 5月 19日, 日本在赤

峰代理领事栗本秀显致函外务大臣有田八郎, 报告在多伦的善邻

协会会员林重弘带领 6名蒙古学生已于 5月 14日从当地出发, 入

该协会所属学校,再次请政府给与关照。∋ 可见, 日本驻内蒙古地

区的领事馆、外务省和日本地方政府之间相互协作,时刻关注着善

邻协会接受的每批蒙古族留日学生,并为其工作提供便利。

第三,利用所谓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积极接受有留日意

向的蒙古族青年。1923 年 3 月, 日本帝国议会通过!对华文化事
业特别会计法∀, 决定退还 庚子赔款 和胶济铁路的部分收益, 资

助中国留日学生和两国学术文化交流活动。在此基础上中日双方

通过谈判, 于 1924年 2月签订了!中日文化事业协定∀, 决定组建

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 并由中方人士担任委员长。此后, 日本政

府却独掌文化事业的筹划、决策和管理大权, 遭到中国教育文化界

人士的反对,特别是 1928年济南事件后中方委员宣布退出该委员

会。1929年 12月 26日,国民政府教育部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了

废止前述协定, 至此所谓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已经完全失去

了存在的法律基础, 成为日本单方面的活动。然而,别具用心的外

务省文化事业部却打着东方文化事业的招牌, 积极开展对华文化

侵略活动, 把关注蒙古族青年学生的思想动向和接受蒙古族留学

生列为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1933 年 9月 19日, 东方文化事业

总委员会致函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坪上贞二!关于蒙古青年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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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日本的报告件∀, 报告了自日本侵占东三省后,蒙古青年学生

一方面极端厌恶近来汉人尤甚的压迫,另一方面提出强烈的自治

要求,并希望获得日本的援助,以实现蒙古独立−−他们在业余时

间开始学习日语, 希望将来到日本留学。自停战协定( !塘沽协

定∀ # # # 笔者注)以后,更加渴望实现到日本留学 。∋ 东方文化事
业总委员会乃挑选了 13名蒙古族青年准备送往日本, 并称赞 其

感情之纯真究非汉人学生所能比, 若获得日本的友好感情, 其素质

将获得充分发展 。( 请文化事业部为其办理入学手续,并给与资

助。此时所谓的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不仅为日本政府提供关于

蒙古族青年思想动向的情报, 还直接为文化事业部接受蒙古族留

学生服务。

第四,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以 近水楼台 之便利,直接参与

接受蒙古族留日学生行动。1934年 12月 14日,日本在满洲国特

命全权大使菱刈隆致函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关于蒙古人留学生差

遣案件∀中声称: 选拔优秀的蒙古青年来日本留学,尤其学习与蒙

古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畜产及兽医学,既有利于开发蒙古资源,

弥补本国畜产资源不足的现实, 还有助于日满蒙亲善。 )并向日

本政府提出每年接受 5名蒙古族学生, 并由文化事业部补给其旅

费及学费的计划。1935年 1月 21 日, 广田大臣复函表示大体同

意其计划。翌日,外务次官重光葵致函文部次官三边长治, 转达了

该项计划, 请文部省准许 5名蒙古族学生入学东北地方农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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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部省及预备接受的各学校均表示同意,但要求提供有关这批蒙

古族留学生的详细情况。此后,在日本驻伪满大使馆的指导下, 由

伪满政府蒙政部专门负责具体执行该计划,选派一批批的蒙古族

青年赴日留学。

值得注意的是, 由于喇嘛教作为蒙古族共同信仰的宗教,在内

蒙古地区的政治及民众生活中有着巨大的影响, 所以日本政府十

分注意拉拢喇嘛教上层人士, 以日本佛教界的名义与有影响的呼

图克图、格根等建立密切关系,并邀请他们访问、留学日本。1935

年 10月, 首批 15名蒙古喇嘛赴日留学。∋

日本政府不仅极力支持和协助对蒙古族留日学生的接受工

作,还以大量资金补助其旅费、学费和教育经费等。1936年 5 月

16日,善邻协会井上璞理事长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冈田兼一提

出!对蒙古留学生教育事业给与申请书∀, 表示随着留学生人数逐

年增多,所需经费也逐年增大, 致使经费不足, 故请求补助教育经

费 5600元。1936年 11月 28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通过!关于给

与善邻协会的蒙古学生教育事业经费件高裁案∀, 认为教育蒙古学

生在对华文化事业中极具重要意义, 决定从昭和十二年度对华文

化特别会计事业费中支付该项资金。( 1937年 4月 21日,井上理

事长又向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长冈田兼一提出!蒙古学生养成费补

给申请书∀,再次以经费严重不足为由, 请求补给本年度 16名蒙古

留学生学费 11820元。5月 5日,外务省文化事业部通过!给与善
邻协会培养蒙古留学生学费件高裁案∀,批准了该项申请。5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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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冈田文化事业部长致函井上璞!对蒙古留学生学费给与件∀, 要

求井上璞签署 指令书 , 保证资金的正确使用,并接受外务省的监

督检查。∋ 这样就间接地保证了外务省对接受和教育蒙古族留日

学生工作的监督指导地位。

因此,在教育蒙古族留日学生的过程中自然也就体现着日本

政府的意愿和根本利益。首先,最明显的就是教育蒙古族学生亲

日、反华、仇苏。在教育蒙古族留日学生的 经国学园 内, 拉拢蒙

古族留日学生, 组织蒙古留日学生会,并以其名义向北平、内蒙古

等地的蒙古族人散发传单,出版!祖国∀杂志, 抨击民国政府的内蒙

古政策。在传单中, 宣扬成吉思汗称霸世界的丰功伟业,污蔑民国

以来的五族协和实为压迫蒙古民族之举,反对苏俄开展的 赤化运

动 ,认为中国与苏俄是蒙古族最大的敌人,提出依靠强国日本的

帮助,抗击中国的 同化政策 和苏联的吞并政策, 发扬蒙古民族先

人的伟业和固有文化,密切与日本共存共荣的利害关系等。在!祖

国∀杂志上,经常发表诸如!三民主义的对蒙古政策∀、!蒙古问题的

真相∀等反华文章( ,在蒙古族学生中制造亲日反华仇苏气氛。

其次, 鼓励蒙古族留日学生开展分裂独立活动。部分日本教

员竟 忘记 了忽必烈曾两次发动征日战争,却欺骗说: 蒙古民族

为忽必烈之后裔,而日人亦为忽必烈之后裔; 日人当初因受汉人之

压迫, 故迁来日本,今既为世界强国, 不忍使同种之蒙古人受汉族

之虐待,势必援助蒙古, 使能独立; 蒙古人亦应有兴蒙灭汉之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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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金钱枪炮,日人当全数供给。 ∋ 以援助蒙古独立的谎言

来激发蒙古族人反对中国政府的信心和勇气。

最后, 培养从事日蒙亲善的指导者和实践者。1937年 6月,

善邻协会在提交外务省的!昭和十一年度事业报告书∀,宣称: 作

为对蒙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选拔优秀的蒙古青年来

我国留学,并给与学费,使其学习各方面的学问。由本协会经营的

善邻学校接受, 陶冶其品性,教育他们成为将来蒙古政治、军事、文

化、产业等方面的指导者和蒙古民族更生、日蒙亲善的实践者。 (

为此, 善邻协会不仅经常组织蒙古族留日学生实习、旅行, 开展夏

期训练、举办茶话会、在京蒙古留学生恳亲会等各种活动, 酿造日

蒙亲善的友好氛围; 还为解决部分留日学生的学习成绩不良问题,

于 1936年 4月 7日向文部省提出在善邻协会专门学校内设置蒙

古留学生特设预科的申请,并获得批准。) 这样, 通过实施预科教

育、斡旋升学、规范和指导日常生活等,不仅保证了蒙古族留日学

生的学习质量, 也借机灌输了亲日思想, 塑造日蒙亲善的高级人

才。

此外, 日本政府还为毕业留学生的就职、归国提供帮助, 以使

这些留学生更好地为日本帝国的利益服务。1937年 3月, 何什格

图、瑞永二人自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毕业,在善邻协会的

斡旋下,何什格图进入满洲国哈尔滨师范学校,瑞永任职内蒙古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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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 甚至个别时候, 日本政府赤裸裸地协助军事留学生突破

中国地方政府的监视和检查, 返回内蒙古地区开展更直接的分裂

活动。如, 为使陆军士官学校蒙古族学生韩凤麟避开奉天政府的

监视和阻拦,瓜生喜三郎亲自陪同其返回内蒙古地区 ( ,给中国国

家安全带来极大的隐患。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 日本在内蒙古地区开展的特务侦察活动,

拉拢蒙古王公贵族的行动以及吸引蒙人留日之策就引起了清政府

的高度重视。内蒙古地区不仅是中国的北部边疆,而且自古以来

就是抵御外族入侵的天然屏障,蒙古族还是满清王朝统治中国大

陆的最重要盟友。清政府为巩固和加强在内蒙古地区的统治, 防

止蒙古族人因受日本笼络而出现离心倾向,决定主动派遣蒙古族

学生出国留学。1907 年, 军机处拟定计划, 准备选派蒙古族子弟

送交学部、陆军两部考验后出国留学, 学习文事、武备, 以为保固

藩篱, 免受外人笼络 。) 同时, 赵尔巽、姚锡光、岑春煊等封疆大

吏纷纷提出蒙古各部的改制问题、意见和方案。清政府也开始筹

划在内蒙古设立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行省, 只是由于辛亥革命

的爆发,清政府在内蒙古设省的计划未能实现。

民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引诱蒙古族人留日的活动愈演愈烈, 特

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更是把侵略矛头直指内蒙古和华北。对此,

1929年 4月国民政府驻日使馆在给外交部的一个秘密报告中就

曾写道: 近年以来,日本人常在黑龙江及内蒙古一带劝诱蒙人来

东留学,表面以援助求学为名,里面颇有阴谋。及到东后, 用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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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养成其亲日排汉之思想。本使馆曾经嘱托留日黑龙江省学生

曲祥、河北省学生王瑞基等暗中调查此事。兹据该生等报告称: 生

等近与内蒙同胞陶多三等谈及日人用各种欺骗手段引诱我蒙古同

胞,以期宣传内蒙之独立。似此重大阴谋将来实足扰乱我国之治

安。今若不急思制止,则后患何堪设想。 并断言 按此情形, 其背

后必有日政府后援 。∋ 该报告再次证明了日本企图用 文装的武

备 来分割内蒙古地区的野心。
为对抗日本在内蒙古地区的侵略活动, 国民政府决定在内蒙

古设立行省,把各盟旗分割在省县之内。该措施虽然有利于统一

政令,集中力量对付日寇的侵略,却使内蒙古人民长期聚居的共同

区域四分五裂, 封建王公的权利也受到很大的限制,不利于团结一

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反而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内蒙古锡林

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札萨克郡王德穆楚克栋鲁普为抵制国民党政府

在内蒙古设省, 自 1933年起发动了 民族自治 运动。但该运动遭
到了国民党政权的压制和破坏,而这却为日本的 内蒙工作 提供

了绝好机会, 关东军立即表示支持, 并愿意帮助德王建立 蒙古

国 。1935年 12月,德王前往伪满首都新京(即长春) , 与关东军

司令官南次郎、参谋长西尾等人会见, 达成了由日本先送给他 50

万日元和 5000支步枪,帮助其在内蒙古西部地区建立傀儡政权的

协定。( 翌年 2 月, 德王经过多方活动, 组建了 蒙古军总司令

部 , 宣布脱离中央政府, 成为日后建立伪蒙疆政权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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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蒙疆政权的建立及日本对其留日学生政策

1937年 7月 7日, 卢沟桥事变爆发, 中日之间进入全面战争

时期。日军为防止日后 北进 时苏军由外蒙古南下包抄其后路,

进而得到向外蒙古和苏联远东地区扩张的立足点,以及解除南侵

中国内陆的后顾之忧,决定出兵占领内蒙古部分要地, 扶持亲日满

傀儡政权。1937年八九月份,日军相继攻陷了张家口、大同, 分别

扶植了伪察南自治政府和伪晋北自治政府。10月,日军在伪蒙军

的协助下,接连攻占绥远、包头等地, 于 10 月 27日成立伪蒙古联

盟自治政府。11月 22日,关东军从其侵华总体战略目的出发, 指

示察南、晋北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三个伪政权在张家口组建成统

一的伪蒙疆联合委员会。为满足德王建立 蒙古国 的愿望, 1939

年 9月 1日又把伪蒙疆联合委员会改组为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

不管形式如何变换, 都是由日本驻蒙军 ∋ 司令官、兴亚院蒙疆联

络部部长和各种日本顾问控制伪蒙疆政府的实权。

虽然日本人在政治和军事上控制了蒙疆地区,但是他们深知:

要把蒙疆地区真正地从中国分离出去, 达到长期有效地控制蒙疆

地区的目的,必须在文化上做到 日蒙亲善 , 使蒙疆地区日本化。

在伪蒙疆政权建立之前,一些日本人如河原操子、乌居君子、伊藤

柳太郎、吉原次郎等都非常注重这一地区的日语教学, 而善邻协会

则直接开办了一些日语学校, 开展日语教育。如厚和速成日语学

院、包头日本语讲座等。在伪蒙疆政权建立后,日本侵略者特别强

调普及日语教育的重要性, 把日语作为各民族学生都必须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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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语言,以 养成亲日的气氛,通过语言理解日本,培育对日本的

信赖观念 。∋ 但是日本认为, 在战争期间 要根本铲除由过去的

欺骗、容共政策而培养起来的排外抗日思想 ( , 就地培养日蒙亲

善人才,普及日语教育,周期长,见效也慢。

日本为了更好地培养蒙人亲日分子和傀儡政权的上层统治人

才、更快地培育出奴化教育师资和宣传 大东亚圣战 人员、利用日

本的特工技术训练蒙人特务, 便于对外蒙古及苏联进行间谍活动

等,直接插手伪蒙疆政权的教育,选派合乎其意者赴日留学。关东

军在关于内蒙古西部的教育施策要纲中规定: 对于蒙民的教育当

前止于小学教育,且以职业教育为重点−−除了对特别优秀的所
需人员外不随意实施高等教育。 ) 在日军授意下成立的厚和蒙

古研究会制定的蒙古族教育方针中也称: 鉴于蒙古的实情, 将初

等教育、体育和实用技能教育作为重点。 ∗ 所以, 在伪蒙疆政权

的教育体制中只设初等、中等教育,没有高等教育,要接受高等教

育只能到日本留学。同时, 为了让蒙古喇嘛 修日本佛教之精

髓 + , 根据日本驻蒙军的安排, 伪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从 1938年开

始派遣青年喇嘛到日本寺院学习。. 1939年 11月,晋北大同 日

华佛教会 也选派 24名 优秀生 前往日本学习佛法。/ 1940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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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日, 在关东军授意下, 伪满洲国政府颁布的!喇嘛教整备要

纲∀规定: 把留学西藏改为留学日本。∋ 该文件虽由伪满政府颁

布,却是针对整个喇嘛教的,因此, 主要适用于蒙疆地区。

除了硬性政策规定外,日本也继承了伪蒙疆政权建立前的吸

引蒙人留日政策,以补给学费,斡旋入学相引诱。1938年 1月 22

日,日本驻海拉尔代理领事三村哲雄向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报告: 因

外务省补助蒙古族留日学生学费, 得到了留日学生 所属旗公署对

我方有极大的好意, 即使其所属省的省长也多次言谢, 预想这些留

学生毕业回国后在我方的对蒙政策上大有益处 。( 并提出!蒙古

留日学生学费补给禀请件∀,希望外务省为新巴尔虎旗参事官推荐

的乌勒聚木尔图、祢玛加普提供留学学费。2月 1日, 广田大臣复

函三村哲雄,同意由文化事业部为其斡旋入学和补给学费。1939

年 10月 21日, 日本文化事业部长三谷隆信致函善邻协会常务理

事大岛丰!关于选拔留学生选定件∀,通知因受驻张家口望月代理
总领事的推荐, 选定了入学善邻高等商业学校的王豫复等 5 名留

学生为选拔留学生, 由文化事业部为其提供学费补助。1940年 5

月 2日,三谷通知善邻协会会长一条实孝,将继续补给前述 5名留

日学生学费。) 尽管此处所举仅是对众多蒙古族留日学生进行学

费补助的个例, 却也表明了日本政府继续通过个人、善邻协会、驻

蒙疆地区领事馆等机构吸引和接受蒙古族留日学生的事实。

日本政府还采取了各种宣传鼓动措施, 鼓励和刺激内蒙古各

界人士的留日愿望。1943年,驻蒙日军选取了 8名回民女塾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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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蒙疆回教女子访日视察团前往日本参观访问。该团于 10 月

5日抵达东京, 参观了各种学校、广播电台、天文台、钟渊纺织工

厂、明治神宫及土浦航空队等机构,并在首相官邸受到了东条英机

夫人的热情招待。回国后, 该团相继在张家口、大同、厚和及包头

等地举行了大型报告会, 宣讲日本的文明与教育的进步,激起了一

些人的留日愿望。如该团成员麻觉慧于 1944 年 3月通过留学生

考试,进入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日本军方还拨出大批经

费,邀请有名望的上层喇嘛访问日本佛教各宗总本山, 据幽经回

忆,他本人于 1942年和 1943年曾两次组织内蒙古西部地区有影

响的十几名上层喇嘛访问日本各地寺院,并受到陆军省的周密接

待∋ ,以宣传日本佛教文化的先进性,吸引蒙古喇嘛留学日本。

此外,一些伪职人员为讨好日本主子, 主动遣派子弟赴日留

学。如,曾任伪蒙疆政权参议府议长、政务院院长的吴鹤龄就把其

弟吴鹏龄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 伪蒙古军参谋长乌古廷也

把他弟弟岸门布和派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等。另外, 也有一

些家境殷实的有志青年在日伪统治区的严密监视下,既不可能去

其他国家留学也无法到国统区升学进修,要留学只能忍辱负重去

日本。由此,在伪蒙疆政权后期, 自费留学生逐渐增加。( 依据目

前掌握的资料, 笔者尚无法统计出伪蒙疆政府派遣留日学生的确

切人数,但据初步统计,三四十年代在日本各寺院学习的蒙古喇嘛

有一百多人。) 到 1942年 11月,在日蒙古留学生有 163名。∗ 仅

∃115∃

近代日本政府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政策探微

∋

(

)

∗ 齐红深主编:!日本侵华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34页。

娜仁高娃:!留学日本的蒙古知识分子 # # # 关于在智恩院学习的喇嘛们∀ ,载乌云毕

力格、娜仁高娃编!硕果 # # # 纪念扎奇斯钦教授 80寿辰∀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426页。

齐红深主编:!日本侵华教育史∀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第 334页。

[日]幽经虎 : !日本的秘密战与蒙古喇嘛工作∀ ,!资料与情报∀1981年第 1期。



张家口市留日预备学校在 1941、1943、1944 年共向日本派遣蒙古

族学生 58名。∋ 再加上其他学校派遣和以不同途径赴日的留学

生,伪蒙疆政权在不足 8年的时间内,派出的留日学生和喇嘛至少

也有 400名,这不能不归因于日本在该地区所做的前述工作和推

行的留学政策。

日本侵略者为使蒙疆地区的留日教育制度化、长期化, 唆使蒙

奸吴鹤龄等人组织成立 蒙古留学生后援会 ,并于 1941年在张家

口市建立留日预备学校。1940年 10月 10 日,吴鹤龄在蒙古留学

生后援会成立大会的报告中称: 为了实现蒙古民族的复兴, 今后

计划依靠大日本帝国的援助, 培养人才, 促进文化。为实现此目

的,痛感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把年少气锐的学生委托大日本帝国的

学校, 与大日本帝国的国民施以相同的教育−−其前蒙古联合自

治政府在成立之初就排出万难,派遣了近三十名官费生和十几名

自费生,倾全力培养青年体会日本精神、理解日本文化。 并表示:

日本政府极为赞同该计划,并给与了特别的援助和同情。 ( 不

仅透露了日本政府命傀儡政权派遣留日学生的真正目的, 而且表

明了后援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助伪政权选派留日学生,配合日本

政府对蒙疆地区的文化工作和军事战争政策。日本兴亚院蒙疆联

络部甚至直接参与组建张家口留日预备学校 # # # 蒙疆高等学

院 ,该校的主要经费也是由蒙疆联络部和伪蒙疆政府共同拨出,

蒙疆联络部每人每月 100日元,伪蒙疆政府兴蒙委员会每人每月

95日元。以蒙奸吴鹤龄为首的 后援会 ,通过向王公贵族和军官

集资,每人每月 90日元, 共同支援留日预备学校。为保证教育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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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蒙古学生必须在留日预备学校学习 2年, 成绩合格后才被批

准赴日留学。∋当然, 为了鼓励蒙人多派留日学生, 象蒙民裕生会

资送的蒙古族学生到日留学、喇嘛教徒赴日留学以及自费留日生

则不在此列。日本政府通过伪政权建立留日预备学校, 成立蒙古

留学生后援会, 不仅保证了蒙古族留日学生的 质量 , 还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充足生源。

日本为使每位伪蒙疆政权的留日学生回国后,能够在服务日

本侵略方面发挥最大成效, 故而在选拔留日学生时主要考虑以下

几个方面。首先是选拔具有亲日精神和健康体魄者,即愿意且能

够为日本侵华战争服务者。尤其是蒙古留学生后援会成立后, 留

学生的选拔采用政府与后援会合作的考试制度, 第一原则就是精

神和健康 。( 其次是出身,即留日学生多为内蒙古的 豪门望族 

子弟。除了吴鹤龄的弟弟吴鹏龄、乌古廷的弟弟岸门布和等人外,

还有仓都固令、乌云额德尼、鄂嫩日图等也都出生于内蒙古的名门

望族。日本侵略者甚至直接指示蒙民裕生会资助翁牛特旗右旗王

爷的继承人 # # # 14岁的鲍洪举赴日留学,以待在日本培养几年后

回来接替祖业, 成为亲日势力。再次是民族, 即选派留日学生倾向

于多派蒙古族学生。例如在 1942年共选派赴日留学生 158名, 其

中蒙古族学生 116名,汉族学生 36名,回族学生 6名 ) ,蒙古族学

生占了七成还多。可见, 日本重点在蒙古族青年中培养亲日分子,

希望以后能通过他们来完成分离、统治蒙疆的目标。第四是宗教,

由于日本侵略者早已认识到喇嘛教在蒙古地区政治生活中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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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故特别注重选派内蒙古的喇嘛教徒留学日本,力图通过培养

青年喇嘛来控制蒙古族, 并通过这些喇嘛伺机向伊克昭盟、阿拉善

旗、额济纳旗、青海、新疆等未被日本占领的地区扩张其势力。又

因为喇嘛教是内外蒙古共同信仰的宗教,所以通过培训这些青年

喇嘛特工便于在外蒙古和苏联开展特务活动。如前所述, 在日本

的安排下,伪蒙疆政权不仅向日本派遣了为数众多的喇嘛留日生,

还把传统的喇嘛留学西藏改为留学日本。作为主要接受内蒙古喇

嘛留学生的京都智恩院亲自派人前往蒙疆地区招选大批喇嘛, 以

至于伪政权因于喇嘛人数不够, 不得不以俗家人充数。∋ 最后是

资质和学习成绩。如在张北师范学校, 每年实行日语统考, 日语成

绩突出者不仅给予物资奖励, 而且还选送日本留学。1943 年 11

月,张家口回教初级第一小学校的丁瑞兰与王淑贞因日语比较优

秀而被奖励赴日本留学。

日本方面极为重视对这些精心挑选出来的留日学生施以各种

必要的教育。蒙古族留学生赴日后 首入东京淀桥大久保之善邻

高商接受入学基础教育, 其后方入其他各大学、高专而学皇道教

育 。( 其中,普通留日学生与日本学生一样, 学习修身、国文(日

文)、数学、地理、历史、物理、化学、生物、英语等,每天上 6节课, 每

节课 40分钟,每学期还要进行期中、期末考试。喇嘛留学生则每

天早晨 4点半起床, 首先奉唱日本历代天皇的尊号,然后再诵读佛

经,俨然把天皇凌驾于佛祖之上。他们学习的课程主要有日语、修

身、佛教史、亚洲史、亚洲地理、日本史、欧洲史、数学、物理、佛教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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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及军事训练课等。∋ 从其所学课程来看, 注重文化基础知识教

育和日语教育, 耐人寻味的是在喇嘛留学生教育中还有军事训练

课。在课堂教育之外也搞一些文体活动,尤其是利用假期时间组

织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赴日本各地参观学习,亦称 夏期训练 , 主
要活动就是参拜神社、遥拜皇宫, 并借机宣讲 大东亚圣战 和 武

士道精神 等,以使他们能领略大日本帝国的文化精髓。留日喇嘛

要经常听日本佛僧讲述: 佛教广大无边与日本精神无别, 日本皇

室的尊严、忠孝合一,日本的历史在世界上无比 ,以及 从宗教角

度看日满蒙的亲善 等( ,实为另一种方式的亲日、崇日教育。

日本在教育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时,按照 工业日本, 农牧业

蒙疆 的政策,严格地限制他们选择专业和学校。早在 1935年 1

月 16日, 日本外务省认可的!蒙古人留学生日本派遣案∀中, 就规

定教育蒙古族留日学生的宗旨是 为培养蒙古人主要产业 # # # 畜

牧业相关的专业技术员, 选派蒙古人学生在日本专门中等学校留

学,以资蒙古产业的发展 。) 并按照该派遣案的计划, 把蒙古族

留日学生分派到宫城县立宫城农学校、青森县立三本木农学校、北

海道厅立空知农学校、北海道厅立十胜农学校等学校, 学习畜产兽

医学。对此,部分蒙古族留日学生在给亲友的通信中不满地说:

善邻协会对留学生的研究科目加以限制,奖励农工业等实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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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 禁止研究政治或社会问题, 就是日常生活也有很多限

制。 ∋ 因此他们逐渐对日本留学教育的目的产生了怀疑。伪蒙

疆政权成立后, 更加严格地限制留日学生的专业和学校。据时任

兴蒙委员会教育处处长的陶布新回忆: 选派留学生时,仍是限学

农业、师范、兽医、军事、医学、政经等科,学习工业者记得仅有陈松

涛一人。 (而且他们大多被集中在千叶医科大学、东京高等师范

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带广兽医专门学校、北海道大学等几所

学校。日本政府此举的目的是要把大多数蒙古族留日学生培养成

农牧业技术人员,变蒙疆地区为其侵略战争的又一个物质基地。

此外,日本政府还支持成立留日蒙古学生修养会, 要求留学生

遵守管理规定, 致力日蒙亲善 ) , 以便于管理和控制。值得注意的

是,特意加强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的蒙古史教育,煽动蒙古族人

的民族主义情绪,挑拨蒙古族留日学生与其他中国留日学生之间

的关系,制造蒙汉学生之间的仇恨与不和,企图坐收 渔人 之利。
日本把这些经过奴化教育和训练的留日学生主要安置在伪蒙

疆政府各级机关、军队、团体工作, 也有一些人从事日语教学工作,

还有一些人成为谍报人员,以及从事 反共 、圣战 等工作的宣传

人员。豪门望族出身的留日学生回国后多数出任伪蒙疆政府的各

级官吏,尤其是德王推荐的蒙古族留日学生回国后,多数出任军职

或担任中央官职。如暴德章(蒙名哈丹巴图尔)任德王亲卫队队

长、毕格勒图和那木四郎皆任蒙古军司令部副官、陈国藩(蒙名超

克巴达尔夫)任联盟政府秘书和主席府总务处长、乌鹏(蒙名超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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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奔赖)任主席府秘书官等。∋ 而资质聪慧、日语很好的丁瑞兰、

王淑贞等人返乡后则从事日语教学工作;麻觉慧于 1944年 8月作

为留日学生代表被派回国, 与 40位教育界人士进行座谈, 介绍了

决战 背景下日本教育的状况和学生的 斗志 。从日本各寺院毕

业的伪蒙疆喇嘛留日生少数回到各自的寺庙当喇嘛,大多数被分

配到当时急需日文日语人才的各机关、团体和学校, 从事翻译、秘

书或日语教学工作。( 也有一些喇嘛留学生被派到特务机关工

作) ,对外蒙古和苏联开展间谍活动等。

日本通过宣传鼓动、出资经费、行政命令等多种方式, 让伪蒙

疆政权选派了一批批的青年学生和喇嘛赴日留学,借机施以各种

教育,以宣传日蒙亲善和培养蒙人亲日分子, 并把 学成 归国的留

日学生安排到侵略者需要的各种岗位上,从而更好地维护其在蒙

疆地区的殖民统治, 为其侵略战争政策服务。但是,随着 1945 年

8月日本战败投降,其对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的政策也归于失败,

绝大多数留日学生重新投入祖国的怀抱,为国家的兴盛、民族的发

展贡献力量。

结 语

虽然日本对伪蒙疆政权与伪满洲国、汪伪政权留日学生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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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在培养亲日分子和傀儡组织上层统治人才,训练内奸、特务和

宣传人员, 开展奴化亲日教育,酿造日、满 、华、蒙 亲善氛围上

具有相同之处, 但日本对伪蒙疆政权与对其他傀儡政权的留日学

生政策相比还有两个鲜明的不同点。其一, 侧重蒙古族人的留日

教育。从留学生选拔到教育内容, 都是侧重选拔蒙古族学生,施加

蒙古史教育,煽动民族分裂情绪, 制造蒙汉不和与仇恨。其二, 注

重内蒙古喇嘛教徒留日教育。从邀请喇嘛教上层人士访日到

1940年制定的!喇嘛教整备要纲∀规定喇嘛留学日本, 从留日期间

的宗教教育到回国后的安置都有一整套的措施和规定。虽然日本

在伪满洲国和汪伪政权也重视回教及其他宗教学生的留日教育,

但对伪蒙疆政权的喇嘛留日教育较为重视。从中可见, 其根本目

的就是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 通过 培养 的蒙古族留日学生,制造

日 蒙 亲善气氛,把内蒙古从中国分离出去, 受日本控制, 从而有

效地配合日军 北上 或 南进 的侵略战争政策。

(作者徐志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

(责任编辑:李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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