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本基督教会战争责任初探
*

徐炳三

内容提要 1931 1945年日本侵华战争时期, 日本基督教会积极鼓吹侵略扩张理论、为日军

军事行动提供服务、协助日本控制沦陷区基督教会,有力地配合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行为。虽

然日本教会政治态度的形成有很多客观原因, 但其行为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其战争责任

不可推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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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1549年耶稣会士沙勿略 ( F rancisco Xav ier)就将天主教传布到日本,但直到 1858年  日美
修好通商条约!签订后,西方新教传教士才得以在日本立足。虽然基督新教传入日本的时间较晚,

但在西方政治势力的庇护下发展十分迅速,到了 20世纪初已经形成以日本基督教会和日本组合基

督教会两大教派为主,圣公会、浸信会、安息日会、公理会、公谊会、路德会、救世军等教派为辅的传教

局面,新教协调机构日本基督教联盟也在 1911年建立起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在政治高压、民族主

义、国际局势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日本基督教主流逐渐抛却了基督教的和平仁爱精神,走上了配合

侵略的道路。这一史实引人瞩目、发人深省,然而我国学术界相关的研究成果却非常有限 ∀ ,学者们

虽然对日本利用宗教侵华问题有过一些探讨, 但关注点基本都在佛教和神道教方面, 战时日本基督

教的情形大都被忽略。故此,本文拟就日本基督教的相关问题展开初步的探讨, 以求教于方家。

一

客观地说,日本基督教会并非一开始就支持穷兵黩武的政策, 他们在呼吁和平方面也曾有过积

极的表现。早在 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期间,日本教会中就出现过一个和平社团,社团中的一位成

员甚至因为在军训时宣扬和平主义而被勒令缩短了训期。# 日本基督教领袖内村鉴三也极力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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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虽涉及日本基督教侵华问题,但具体内容相当有限,且多有舛误。日文方面的相关成果多散见于日本基督教史著作中,与

战争时期日本基督教在华问题直接相关的代表性著作有:韩皙曦:  日本 満州支配 満州伝道会 !,東京:日本基督教團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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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战争,发表了很多和平言论。∀ 就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夕的 5月份,日本宗教界还在东京召开

了一次和平会议,表达利用国际条约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美好愿望,基督教会是这次会议的重要参

与者。# 但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使形势迅速发生逆转, 此后虽然我们还能听到一些日本基督徒对

日军批判的声音,但这种声音已经非常微弱,更多的则是将战争责任推向中国一方。如日本牧师林

三喜雄就曾在 福音新报!上发表了一篇为关东军辩解的长文, 明确地指出: %我直率地断言,这次

事变是中国军阀多年来有计划地实施排日行动的结果。&古屋孙次郎、清水安三等日本牧师也在
 基督教世界 !上发表肯定战争的言论。∋ 而日本基督教联盟在九一八事变的声明中只论和平, 不

谈战争责任,实际上默认了日本的军事行动。

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成为日本基督教界全面倒向战争的转折点。 1937年 7月 22日,日本基督

教联盟发表  非常时局有关声明 !,该声明包含 4个要点: %一、值此图谋国民精神的作兴之际,念及

吾等基督徒之责任不轻,须更加努力。二、为了对吾皇军将兵的劳苦表示谢意, 而开始慰问事业。

三、希冀以最低限的牺牲早日解决时艰,四、盼望以是作为一期永久的亲善关系能够得以建立,在此

切望全国基督徒热诚的祈祷。&(继此声明之后, 联盟又分别于 9月 15日和 11月 24日发表补充声

明,三者构成日本基督教联盟对卢沟桥事变意见的宣言。这三份声明完全肯定了日本侵华的 %正

当性&, 并出现了 %日支提携共荣&、%亲善协作&、%排斥无神无灵魂的唯物思想 &等字样,这说明日

本基督教联盟已经接受了日本军国主义者所谓 %大东亚新秩序&、%中日提携 &、反对共产主义等理

论;而声明中又多次出现号召日本教会慰问日本军队、参加 %国民精神总动员 &、%精神作兴运动 &

等,表明日本教会在行动上开始对日本侵华大力协助。除日本基督教联盟外,日本其它教派也纷纷

发表支持战争的言论,如日本组合教会曾发出  支那事变有关声明!和  处于时局的协议 !,其论调

大体与日本基督教联盟一致) ;而圣公会在其文章中甚至断然说于 %此次事变是圣战 &,为日本侵华

提供宗教依据。∗ 至此,日本基督教界开始倒向日本侵略势力,滑向军国主义的深渊。

1937年 7月,日本政府发起 %国民精神总动员运动&,以鼓动日本国民起来支持侵略战争,日本

教会不仅在舆论上对该运动大加赞赏,而且用实际行动对运动进行声援。首先日本基督教联盟编

辑出版了 %国民精神总动员 &宗教运动资料若干辑, 从理论上阐明基督教与日本对外战争的关系。+

接着联盟又制定了参加总动员运动的详细方针,对日本基督徒的具体行动进行指导。其实施纲领

大致包括: 1 透彻地认清大局,使基督教理想与日本的根本目标保持一致; 2 支持日本提出的大东

亚新秩序理论,用国际正义、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经济结合等理论指导基督教; 3 恪守兴亚奉公

日,开展宗教仪式,祈祷皇室和国家的昌隆,用信仰觉醒推进国民精神; 4 协助实现经济国策,从事

活用物资、节约消费、力行储蓄、更加勤劳、加强体力改良风俗等活动; 5 从事慰问将士的家属、慰

问伤兵、执行慰灵典礼等后援工作; 6 到前线慰问日军伤兵; 7 通过日本基督教女信徒在北京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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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展的医疗机构强化与中国民众的提携关系; 8 在占领区与各国基督教事业的联系, 增进对新事

态的认识; 9 努力缓和国际舆论,通过沟通加深国际社会对日本的理解。∀

以上方针并不仅仅是一种空谈, 而是在日本教会中切切实实得到贯彻的有效方案。自事变爆

发以来,日本教会在中国的活动十分频繁。事变后日本基督教联盟的海老泽亮、小崎道雄、阿卜义

宗、田川大吉郎、真郭赖一等人到中国沦陷区慰问# , 1938年春又有几个日本牧师到沦陷区访问,其

行动引起中国信徒的疑虑和西方传教士的批评。∋ 事变后联盟向日军发出 %感谢状 &, 派信徒展开

慰问活动,在中国沦陷区为日军服务。如日本教会在天津开设的 %休息房 &,包括一个阅览室、一个
书房、一个日本人浴池、一个理发店和其他设施。其 1938年 8月报告的数字如下: 为 147427人提

供茶水,为 83993人提供洗浴, 为 46871人理发, 为士兵提供明信片 80000张, 提供  神国周刊 !

36000份,分发 圣经!50000份。日本基督教联盟的妇女队还建立了一个服务中国人的社交中心

和诊所,一个医生和一个护士被派遣到那里工作,希望通过它来赢得中国人的好感。( 安抚士兵家

属的工作在日本也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1938年底日本教会与东京总动员部合作, 邀请受伤士兵和

失去亲人的家庭在市政大厅举行了一场圣诞仪式, 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此后各地基督教组织都努力

与当地官员密切接触,积极推动宗教仪式的开展。)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 日本基督教界彻底地与日本政府站在了一起, 成为日本对外政策的

忠实拥护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前几个月里,日本基督教联盟还与美国新教各派保持友好往来,

两国教会领导人几次召开会议宣布和解、宽容和仁爱的精神, 但是战争一爆发, 日本基督教团立即

宣布要歼灭英美各国,态度转变之快令人惊诧。∗ 一些日本基督教思想家开始公开地用基督教的

理论去阐释日本的侵略政策,如小崎道雄、八代斌助、海老泽亮等人都曾著书为所谓的 %大东亚建

设 &和 %日华提携 &等反动论调鼓吹。日本基督教团也开始号召亚洲的基督徒要信赖日本做亚洲的
盟主。 1944年复活节,教团发出 日本基督教团寄送大东亚共荣圈内基督教徒之书函 !, 在书函中

教团将西欧基督教视为亚洲的共同仇敌加以攻击, 同时极力盛赞日本天皇制国体,大力支持将日本

视为亚洲盟主的 %大东亚共荣圈 &理论。书函中还宣传要坚持贯彻日本国体的本义, 坚决排除个人

主义、自然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西欧思想。这篇书函显然是一篇披着基督教外衣的日本政

策的宣传品,对于被侵略国家而言其影响是极其恶劣的,也极大地影响了日本基督教会的名声。+

二

日本基督教会配合日本侵华的另一种形式,是在日本军政势力的支持下控制沦陷区的中国教

会,通过控制中国基督徒影响沦陷区社会。

日本教会对华传教活动开展得较早。 1903年就曾有日本教会在天津活动,其后公理会进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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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北京、上海等地,圣洁会也传到上海。∀ 在东北地区, 日本基督教是随着日俄战争传入的, 1939

年前后东北地区已经有 8个日本宗派,教会 40多个,信徒 5500人。# 这些教派的传教对象基本都

是日本在华侨民,很少涉及中国基督徒。 1933年 9月, 日本长老会牧师日匹信亮和山下永幸在东

京组建满洲基督教会,开始对东北的中国人传教。不久满洲基督教会发展为南满、北满和热河 3个

教区, 1938年 3教区下辖教会已达 15个。∋ 卢沟桥事变以后,山下等人将满洲基督教会改组为东

亚传道会,除管辖原有的东北各教区外,又开辟了蒙疆、华北、华中、华南 4个新的教区,从而将传教

触角从东北地区一直延伸到海南岛, 辐射范围涵盖了中国沦陷区的大部分。( 日本对中国沦陷区

基督教的控制,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这些日本教派实现的。日本教派及其教牧人员打入沦陷区基督

教系统内部,在日本军政势力的策划和支持下,实现了对原有基督教体系的控制和重组。

在东北地区,日伪统治下的东北新教教派林立、章法不一,颇不利于集中控制,日伪政权非常希

望能够将各派联合起来,再施以统一的管理。1936年 7月 6至 7日,伪文教部召集东北基督教各

派代表 20人召开座谈会,讨论基督教的统一管理问题。) 此时恰逢东北大会第 26届会议召开, 满

洲基督教会领导人山下永幸邀请日本基督教联盟总干事海老泽亮到会演讲, 二人均参加了文教部

的会议,对官方的意见鼎力支持。事后山下宣称自己得到了日本军方及伪政府的准许,决定成立

%满洲基督教联合会&。1936年 12月 1日联合会在沈阳正式成立, 英传教士胡成国任会长, 方德

立、李毓麟任副会长, 山下永幸、高光达、华茂山任干事,山下永幸掌握着联合会的实权。满洲基督

教联合会的加盟教派 13个,教会数达 494个。其中长老会系统有 309个教会, 占 62. 55%强;而满

洲基督教会的教会数只有 15个,仅占 3. 04%。但因幕后有日伪政府的主使,这个仅占 3. 04%的宗

派成为整个联合会的真正领导者。联合会的成立便利了日本对东北教会的控制,为东北教会进一

步合一打下了基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山下永幸回国,日本牧师石川四郎接替了他的职位。 1941年 12月 17日,

石川邀请满洲基督教联合会会长、东北大会总干事胡成国召开东北大会,改原来的教务会为临时措

置委员会。会上推举石川为会长,全权代表东北大会向伪满政府联络办理一切事宜。 12月 31日,

石川与关押在汇丰大楼中的英传教士邱树基和方德立订立合同, 将教会所有房地产和部分资金移

交给 %临时措置委员会 &。+ 1942年 3月 27日,石川四郎在长春西五马路教会组建 %满洲基督教会

本部&, 将东北基督教 15个教派 (基督复临安息日会除外 )合并在一起,划分 8个教区,本部设在长

春,至此日伪完全控制了东北教会。.

在华北地区,集中控制中国教会的手段再次被采用,其过程同样不乏日本教会的参与。卢沟桥

事变以后,日本教会组织随日军来到华北,管理侨居的日本教徒。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

西方传教士尽遭逮捕,华北原有的教会系统遭到破坏。为了应付时局, 华北教会于 1942年 4月 18

日成立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中国教会习惯上将河北、河南、山东、山西四省与北平、天津和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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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市统称为华北中华基督教,新成立的联合会无形中成为华北基督教的领导机构。日本人利用这

个现成的组织,通过多次施压,迫使华北教会于 1942年 10月 15日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成立华北

中华基督教团。该团主理和执行委员虽然是中国教牧人员, 但日本牧师村上治、织田金雄和日本政

界要人河野静士、武田熙亦参与其事,日本人是教团实际的领导者。∀

华北中华基督教团成立后,天津教会在日本教牧人员的控制下也被迫改组加入该团。 1942年

春,日本陆军特务机关专员饭野先与天津日本教团领袖、中村三郎牧师会晤。根据饭野的指示, 中

村三郎联合天津基督教联合会负责人刘修斋, 于同年 4月 22日举行天津中日基督教领袖联欢会,

宣扬中日教会合作,为成立新教团铺路。 6月 5日和 7月 28日华北基督教联合促进会天津分会和

津海道区会先后成立。此后,天津教会被迫派员参加日本人组织的基督教讲习会,并参加了北京华

北基督教团成立大会。在北京教团的压力下, 天津教会于 1942年 10月 24日改组天津分会和津海

道区会为教团,是为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天津分会。从 1943年 1月 4日起,天津教团假东马路青年

会合署办公,对外仍沿用两分会各自的名称,但组织机构完全合一, 中村三郎等日本牧师同时兼任

两会的顾问。这样日本教会通过华北中华基督教教团进一步控制了天津的教会组织。#

除了以上两地区外,华东地区设立了华东基督教同盟和中日基督教协定会∋ , 西北地区组建了

蒙疆基督教团(,山东建立了山东中华基督教会 ) ,汉口成立了华中基督教团。∗ 这些团体组建的过

程中几乎都有日本教牧人员的参与, 可见日本教会配合日本侵略势力控制沦陷区基督教体系是一

种普遍的现象。这些新成立的教团完全被纳入日本战时侵略体系, 如满洲基督教会本部开展国民

教化挺身运动、增产报国运动、储蓄报国运动、必胜防空体制确立运动、国民道义确立运动等所谓的

%教化五大运动&+ ,华北中华基督教团展开和平祈祷、增产粮食、献铜献铁、成立唯爱服务部、教产

处理等活动。. 教团中的日本教牧人员则成为这些运动和活动最直接的鼓吹者和领导人。

由上可见,建立教团是日本教会控制沦陷区基督教的基本方式,然而这并非是唯一的方式, 其

他的一些控制形式也不应忽视。其一是日本教会以旁观者的身份,公开或暗中策划中国教会改组。

如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基督教青年会就在日本青年会金钱收买和政治施压软硬兼施的手段下,脱离

中国内地青年会总会,成立日人控制的满洲基督教青年会。/ 其二是拉拢部分中国基督徒新创中

日联合教派。如 1935年成立的奉天日满耶稣基督教会就是一个典型,该教派章程中通篇宣扬的都

是 %日满亲善 &、%同文同种&等侵略理论,其宗教性质完全被浓重的政治色彩所淹没。 还有一种

情形值得一提,那就是日本政府直接派遣基督教团体移民中国,如 1941年 2月和 1945年 3月日本

分别派遣了两批满洲基督教开拓团到中国东北圈占土地,进行农业开发。随着日本的败亡,开拓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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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成员或死亡、或失踪,成为日本侵略扩张政策的牺牲品。∀

三

充满仁爱与和平精神的基督教会,何以沦为军国主义的附庸, 成为侵略势力的帮凶? 这是一个

很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我想战争时期日本政府对社会的严密控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当时

社会舆论被政府掌控,人们的思想遭到钳制,很多具有反战思想的人士都遭到了镇压, 基督徒被捕

者也不乏其人,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和平主义者是很难与政府对抗的。正如一位日本基督徒所言:

%我相信日本基督教领袖将首先承认我们比应做的做得不够, 另一方面我们发现有时很难理解其

他地方的基督徒兄弟的批评,这些批评是基于对日本基督徒所处环境的肤浅的认识而急于做出的

判断, 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有失公平。&#

另外,日本军国主义者严密地控制着日本的社会舆论,其歪曲事实的鼓动宣传迷惑了大部分日

本民众,人民很难有其他的渠道了解事实真相,这难免也会让日本基督徒困惑。正如一位日本基督

徒在九一八事变后致中国教会的信中所言: %我们切切的愿意知道中日事件的真相,尤其是这次满

洲及上海的事变,因为我们国内是无法知道的。&∋ 1932年另一位日本基督徒也指出: %不幸的是存
在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而且两个故事在许多关键细节上是矛盾的。单方面的观点容易得出错误

的结论,我们应该非常小心,因此不要急于总结出结论。正如基督徒认识的以往双方都有正当的理

由也都有错误一样,我们应该尽最大可能寻找事实,联合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制定出真正建设性的方

案,使这些在中日都在升温的难题得到双方满意的解决。&(可见,舆论控制导致不明真相是日本基

督徒判断失误的重要原因。即便少数基督徒能够认清事实也无法左右大局, %曾有数团体联名向
政府当局恳切奉劝,勿施武力行动,无奈新闻报纸均为军人所把持,教会之宣言社论无从发表&。)

但是,被动的政府控制并不能解释大批日本基督徒积极投身侵略战争的事实,事实上日本基督

教界自觉自愿地接受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主动地迎合战争更符合历史真实。一位作者就个中原

因如此论道: %一定不能忘记日本牧师、教师和俗人不仅是基督徒,而且还是日本人,他们的童年教

育和家庭生活都是日本式的,成年以后也受着同样势力和力量的影响,这样就形成日本国家的思

想、性格和习惯模式。&∗这种看法非常有道理, 日本基督徒首先是日本人,不可能超越日本人的固

有思维,当世俗利益与宗教信仰发生冲突时,宗教信仰往往要服从世俗利益。与中国一样,日本在

近代也曾受到欧美国家的压迫,这种积怨一直存留在日本人心中。明治维新后日本国力大增,逐渐

摆脱了列强的控制,走上了富强的道路。日本的野心也随之增大, 希望能够与欧美国家争夺亚洲的

利益, 他们不断宣扬白种人对黄种人的欺压论,引起日本民众的愤怒,这也是所谓 %大东亚共荣圈&

理论的一个基础。日本基督徒热爱自己的国家,希望日本繁荣富强,他们自然会支持日本的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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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自己的信仰,使其与国家目标一致。又因为他们是基督徒,所以他们会寻求与其信仰有关教义

去理解他们的国家、体制和目标。某传教士曾经这样评价战争时期的日本基督徒:

西方和中国的许多人问我们,在制止对华军事行动方面日本的基督徒在做些什么。在此

关头日本基督徒没有被号召做任何制止侵略的事情,他们被要求为一些事情制造证据:各国在

日内瓦对日本不公平的外交、中美呼吁的伪善等等,这些与基督教没有任何关系, 虽然其发言

人可能是基督徒,甚至宣称在用基督教的名义讲话。只有那些理解日本思想这个方面的人才

能正确地察觉日本教会所遇到的困难和时机。∀

这一评论应该说大体是比较中肯的,不过还应该略作补充, 那就是在更多时候日本基督徒自

觉自愿地遵照政府要求行事, 这很大程度上是受军国主义蒙蔽的结果。卢沟桥事变后日本政府

仍旧掩人耳目地宣布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 虽然其野心早已昭然于天下,但日本民众却仍为其宣

传所迷惑。日本教会坚持认为: %国家政策在政府的声明中自动揭示出来, 政府宣布它没有侵略

计划,没有领土野心和赔款要求, 仅仅是要建立远东新秩序。政府方面的这种态度为基督徒支持

和解释基督教原则创造了良机,利用一般思维的趋势, 以便基督教思想可能被作为建立东方新秩

序的指导思想。&#大多数日本基督徒并没有认清军国主义的本质,正如日本著名的基督教史学家

土肥昭夫所说的: %在东亚的民众看来, 日本基督徒是战争的袒护者和同案犯, 但当时的日本基督

徒并没有想到要对亚洲人民犯罪,与之相反,他们相信日本是正义的,以为这场战争的胜利会给亚

洲带来独立与和平。&∋美好的愿望并不一定会带来美好的结果, 战争时期日本基督徒的行为值得

后人深刻反思。

(作者徐炳三,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所讲师 )

(责任编辑:徐志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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