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投降日军单位的三则考订

黄力民

一 关于日本陆军第二十二师团

中国战区接受投降的日本陆军是否含第二十二师团? 常见文

献中存有一些矛盾:

1 中国战区日本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缴械情形一览表 (载中

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受降纪实 , 春秋出

版社 1989年版,第 507- 514页)与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第 4 号备

忘录 附表(同上书, 第 502页)越北地区日军第三十八军下属列有

第二十二师团 1/ 3, 缴械情形一览表 第一战区受降日军列有第

二十二师团 2/ 3;

2 日本资料均记载第二十二师团!八一五∀时为南方军第十

八方面军直辖, 驻泰国曼谷;

3 赴越北受降的卢汉第一方面军参谋长马钅英回忆录记述投

降日军中没有第二十二师团番号(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文

史资料存稿选编 # # # 抗日战争 下册,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年) ;

4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黄玉章主编, 江

苏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记载第二十二师团自 1938年 7月投入

侵华战场至 1945年初调离中国一直在华东浙赣、华南广西作战,

从未到中原地区(第一战区受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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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太平洋战争年表 , 日本投降前夕的 8月 4日有大本营令

第二十二师团从法属印度支那第三十八军转隶泰国第十八方面军

(同时第四十八师团从澳北第二军转隶爪哇第十六军, 第五十五师

团从缅甸第二十八军转隶第三十八军) , !八一五∀时第二十二师团

应在开往泰国途中, 亦可能延续到!八一五∀后(日军在没有上级命

令的变更通知时,尽管发生重大事件仍执行原命令, 如 中国战线

从军记 ,林晓光译, 四川出版集团 # # #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5年,

第 178页所述, 作者藤原彰所在的第二一六师团一部在!八一五∀

后还按照预定计划从本州中国地区的姬路开往九州的熊本)。

查 帝国陆军步兵联队总览 ( http: / / homepage2. nif ty . com/

ijn- 2600/ infantry- regiment . html) !八一五∀时第二十二师团下

属步兵第八十五、八十六联队驻泰国曼谷,第八十四联队仍驻法属

印度支那顺化,顺化在北纬 16度以北,属于盟军 总命令第 1号 

规定的中国战区受降范围。

据此分析确认, 日军第二十二师团的调动过程恰好处在!八一

五∀前后的混乱期间, 致使第二十二师团主力包括步兵第八十五、

八十六联队在泰国向英军缴械投降, 还有步兵第八十四联队在越

北向中国第一方面军投降。关于中国战区受降日军单位更准确的

说法应是: !投降日军有 36个师团,其中第二十二师团为下属步兵

第八十四联队∀,或依惯例称!投降日军有 35个师团∀。

中国陆总有关文件记述不准确的原因有可能源于参谋人员的

文案错误。另一种推测是, 1944 年 12 月第二十二师团在南宁以

南与从越南谅山出击的南方军第三十八军第二十一师团会师, 实

现日军打通华北到印度支那交通线的作战意图。之后第二十二师

团即于次年 1月调离中国战场进入越北。向中国战区投降的尽管

只有第二十二师团第八十四联队, 但文献上记载为第二十一、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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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师团同在越北向中国军队投降自然是大快人心事。支持此推测

的依据是南京受降典礼前一天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投降日军

总指挥冈村宁次致中国陆总请求将 9月 4 日中国陆总备忘录 中

第 1方面军受降的越北第二十二师团( 1/ 3)改正为独立混成第三

十四旅团,未见中国陆总的答复(参见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

受降纪实 ) ,而此后中国陆总文件上越北地区投降日军确有独立

混成第三十四旅团, 却仍然列有第二十二师团( 1/ 3)。

二 关于日本陆军承德支队

!支队∀是日本陆军临时性的特殊编制, 为执行特定作战任务

从已有部队抽调人员组建,任务结束后归建。如参加 1937年淞沪

会战的重藤支队由台湾守备旅团组编, 这是由大本营在不同隶属

部队间的调动, 战役结束后返回台湾。又如 1941年 9月第 2次长

沙会战第十一军组编了早渊、荒木、江藤、平野 4个支队, 1942年 5

月浙赣会战第十一军又另组编了竹原、今井、平野、井手 4个支队,

这是在一个军的指挥范围内组编的支队。显然, 一个支队若是在

中国派遣军内抽调人员编组, 战争结束时尚未归建,则不能统计为

一个投降单位。

在资料 侵华日军序列沿革 (李惠等, 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

版)、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 (刘建业,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年版)

中列有日军投降单位承德支队,但 中国战区日本陆军及海军陆战

队缴械情形一览表 中没有承德支队。

查 大东亚战争全史 (服部卓四郎,军事译粹社 1978年版, 第

4卷,第 365页) : !在热河省南境至长城线%%(关东军)第一 & 八

师团接奉方面军命令,留置一个联队于承德地区后,改配华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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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指挥,该师团主力于 8月 12日在锦县阜新地区集结%%∀又 昭

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军 (日本防卫厅, 天津市政协译, 中华书局

1982年版,第 2卷第 2册, 第 60页)记载日军大本营 8月 9日 大

陆命 1374号 之第 8项: ! %%新编入派遣军指挥下的承德支队

(独立混成第一一八旅团 # # # 原注)配属于华北方面军%%∀

热河地区原为关东军驻防,按盟军 总命令第 1 号 属于中国

战区受降范围, 日军 大陆命 1374号 之第 7项新规定关东军与中

国派遣军的作战地界是!山海关- 大城子- 达里诺尔湖东端- 右

古吉尔庙∀,即热河南部属中国派遣军作战地域。又查 帝国陆军

步兵联队总览 !八一五∀时第一 & 八师团步兵第二四 & 联队在承

德、第二四一联队在辽阳、第二四二联队在锦县。

据此可以确认!承德支队∀即关东军第一 &八师团步兵第二四

&联队或以第二四 & 联队为骨干编组, 因作战地域变更及紧接发

生的受降区域划分而改隶中国派遣军。 昭和二十年的中国派遣

军 所称!承德支队(独立混成第一一八旅团)∀系文字错误。由于

承德支队不是中国派遣军内部的调整或调动, 而日本战败投降时

第一& 八师团主力在中国东北向苏军投降,尽管承德支队也是临

时编组单位将其列为中国战区的一个受降单位应是合理的。

三 关于日本海军! 华中空军司令部∀

在资料 侵华日军序列沿革 (李惠等, 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

版)、中国抗日战争大辞典 (刘建业,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7年版)

中,列有日本海军投降单位!华中空军司令部∀,司令梅崎卯之助。

容易引起疑惑的是!华中空军司令部∀这一名称不符合日本陆

海军番号用语习惯, 日本海军航空兵通常以!飞行∀、!航空∀作番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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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语,而!司令部∀通常用于统率机关而不是部队。

经查证确认, 1945年 2 月 20日日本海军在中国方面舰队内

组建华中海军航空队,司令梅崎卯之助海军大佐。所谓!华中空军

司令部∀即是!华中海军航空队∀的不恰当译名。海军航空队的序

列位置是:中国方面舰队 # # # 第二遣华舰队 # # # 海军航空战队、海

军陆战队、根据地队 # # # 海军航空队等,指挥官大佐或中佐军衔。

依惯例海军航空队这一层级不列入投降单位。

另外, 中国方面舰队华中海军航空队为!乙编制∀,即!不拥有

飞机,把担任的基地群提供给必要的飞行部队∀,恰好印证 中国战

区日本陆军及海军陆战队缴械情形一览表 所列中国第九十四军

在上海杨树浦受降的日军为!空军地上人员∀。

(作者黄力民,中国计量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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