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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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驻晋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及其他军国主义势力，怀

抱东山再起的梦幻，策划实施，了战败"山西残留飞利用军间阎锡山留用日军对抗人民军队的企图，

在间的"屋檐"下暂时荫庇，而以具有独立控制力的军队残留下来，并与残留日侨建立统一体制，幻

想着用战胜国的资源，服务于战败国的经济复兴，把山西变成日本实际的殖民地，等待国际局势变

幻。山西残留日军将作为重建日本军队的先遣队，山西就是日本重新向大陆扩张的前进基地。日

军残留山西后，提出"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的宗旨，保留武装，伺机给中国人民造成新的战祸，但最

终遭致彻底覆灭。

关键词 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战败残留 军国主义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9 月 2 日，日本政府及日

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 9 月 9 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

交投降书。至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中国抗日战争结束。按照《波茨坦公告》与国际公法规定:日本

军国主义必须永久铲除，军队完全解除武装，驱逐出被侵略国的国土P战犯立即接受拘捕，交国际军

事法庭审判。但是，在中国的山西，却有日军及其他身份的日人万名以上，有组织地残留，成建制地

拥有武装，吨植于军阀阎锡山的军队和经济、政治、情报、文化等组织机构，对抗中国人民解放军，图

谋日本军国主义东山再起。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第一一四师团师团长兰

浦三郎，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曾经策划"皇姑屯事件"的河本大作等日本战犯，继续逍遥法外，破

坏中国人民的幸福与安宁。

残留活动的主要策划组织者，是驻晋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参谋岩田

清一，日伪山西省政府顾问辅佐宫城野宏，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洞本大作等人。面对日本本土被

他国军队控制及殖民地丧失的现实，"在海外的几百万日军日侨，是顺从地卷起旗帜、沮丧地回国

呢?还是想什么别的办法把日本人的势力残留海外，以图卷土重来，东山再起呢?"①投降书签字不

久，日本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就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提出"华中长江与黄河尚有

① 〔日〕城野宏著，叶昌纲、金桂昌等译:<<山西独立战记>>.载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山西文史资料》第 45 辑，

1986 年印，第 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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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围剿共军。"①这一图谋，

遭到中国政府的拒绝。在东北、华中和华南等地日本人中"卷土重来和确保海外日本人势力"的谋

虑，也化成泡影。但在山西省，由于经济、政治方面特殊的原因与条件，日军残留的图谋却得以实

施。经济方面的原因，是策划者对山西资源深深规制的战略阴谋，即利用和掠夺山西丰富的资源和

潜在生产力，服务于他们图谋的战败"复兴"。政治方面的条件，是军阔阎锡山的存在，特别是日本

侵华期间"对伯工作"(阎锡山，字"伯川勺的基础，及抗战胜利后阎锡山利用日军对抗人民军队的企

图，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正由于此，日本军国主义描绘的构想 战败后的日本为了复兴，须有

山西省丰富的经济资源牵引，作为 1941 年 9 月《日本军、山西军基本协定》的延长，即经由中国派遣

军、华北方面军，通过第一军的战后"残留"来实施。于是，驻晋第一军及其他军国主义势力，酝酿并

策划、实施了战败后的"山西残留飞在阎锡山的"屋檐"下暂时荫庇，而以具有独立控制力的军队残

留下来，辅之以经济、政治、文化、情报和社会"残留"，用战胜国的资源服务于战败国的经济复兴，把

山西变成日本实际的殖民地g等待国际局势变幻，山西残留日军将作为重建日本军队的先遣队，使

山西成为日本重新向大陆扩张的前进基地。

一残留活动的组织实施

日本战败后，向中国第二战区投降的驻晋侵华日军，是组建于 1937 年秋的日本华北方面军第

一军。其司令部驻太原，司令是澄田睐四郎中将，参谋长是山冈道武少将。该军下属第一一四师

团，师团长三浦三郎中将F独立步兵第十旅团，旅团长板井直俊少将F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

元泉馨少将;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旅团长山田三郎少将 F第五独立警备队，司令原田新一少将。其他

还有集结大同、朔县一带的第四独立警备队，原隶属司令部设在张家口的驻蒙军，日本宣布无条件

投降后，也划归第一军指挥，由第二战区受降。第四独立警备队司令是板本吉太郎少将。据北平日

本官兵善后联络部 1946 年 12 月的《状况报告·山西的报告》称:1946 年 1 月，集结山西的日军总

数为 58000 人。

1945 年 7 月 26 日，美、中、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 >>0 8 月上旬到 9 月上旬，山西军阅、第

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高桥坦，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

道武等人，就日军投降与第二战区受降，多次进行接触、交涉。期间，双方便谈及"日本寄存武力

于中国"问题。随后，双方即派员秘密谈判，达成协议z将投降后的日本军人编成部队，置于山西

军的编制下 p匍锡山对"残留"下来的日军提供优厚条件，军人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在原级别基础

上提高二级... ...②10 月间，阎、日成立"合谋社"，取共谋其事之意。合谋社设在太原海子边原日

华俱乐部，社长为阎锡山的堂妹夫梁挺武。其下设军事组、经济组、总务组、文化组，组长全部由

日本人担任。就在这里，残留活动的策划组织者山冈道武、岩田清一、城野宏，与阎锡山方面的

赵承缓、张文烟、梁蜒武等，"合谋"了日军残留、组编"特务团"等计划，台后则是澄田睐四郎和阎

锡山。

对于日军残留山西、重新进行武装的实施，因事关违反《波茨坦公告))，策划者们在名目和形式

上费尽心思。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对阎锡山说，在山西的日本派遣军全部留下不可能，可以考虑

① 赵知云，<<日本投降后的冈村宁次>>.<<文史月刊 >>2005 年第 2 期，第 63 页。

②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编，<<侦讯日本战犯纪实〈太原门，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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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一部分，最好采取"个别发动"的办法，尤其对日本居留民，只要他们愿意，全部留下也无不可。①

1946 年 1 月和 2 月，残留日军主体部队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开始组编。而名为"个别发

动''''志愿残留"，实际则由第一军参谋长，使用着同日军投降前并无二致的电文格式及电报稿纸，直

接将残留日军名额分配到受统属和指挥的部队，相关情况并随时电报驻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参

谋长和驻北平的华北方面军参谋长。但在形式上却绕着圈子，由阎锡山向"山西地区日本官兵善后

联络部"部长澄回睐四郎发出征用令，再由日本第一军将名额分配各兵团。

1946 年 1 月 12 日和 1 月 25 日、 2 月 5 日，阎锡山方面发出组建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

队征用令。 2 月 2 日、 2 月 8 日，第一军参谋长向各部队发出电文，分配任务和名额。 2 月 2 日电

文内容为:被征用人员，负责南同蒲线 2500 名;负责东璐线 2500 名;负责北同蒲线 3000 名，共

计 8000 名。征用人员名额分配如下:第一一四师团 2500 名;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 2500 名;独

立混成第三旅团 1500 名;第四独立警备队 1500 名。② 2 月 8 日电文内容为:负责修复正太线

1500 名，由第五独立警备队负责组建 z 负责修复太汾线 1500 名，由独立步兵第十旅团负责组

建。③至此，第一军下文征集残留军人名额，两次共 11000 名。第一军并分别以"乙集参甲电第 108

号"、"乙集参甲电第 130 号"④报告中国派遣军参谋长和华北方面军参谋长。而在 2 月 2 日同时发

出的"乙集参甲电第 107 号"((关于征用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的详细指示》⑤中，第一军掌控残留日

军的旨向更为明确。电文为"所隶属及指挥的各部队z关于征用铁道修复部队一事，现规定如

下: (一) ..•... (四)对铁道修复部队下达的命令，经由日本军司令官转发。(五)第一一四师团长、

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长、独立混成第三旅团长、第四独立警备队司令官，可在分配征用名额范围

内，根据需要组成铁道修复部队。此部队的部队名，在铁道修复部队之上冠以兵团番号。(六)

根据上项规定组建的部队，在组建完成的同时配属于担任组建的兵团。(七)担任组建任务的兵

团长，根据上列各项规定组成铁道修复部队后，应将详细情况报告军司令宫。"电报同样报送总

军(中国派遣军)、方面军(华北方面军)。为适应残留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需要，第一军又以"军

事绝密"电文，于 1946 年 2 月至 3 月先后通知下属单位"援助指导"二战区组建"特务团战车

队"、"特务团工作队"、"特务团培训部"、"特务团兽医队"、"特务团医院"，要求相关兵团和单位

选出组建负责人，征集残留人员。

在第一军司令部下达电文，组建残留日军部队的同时，策划组织者与各兵团骨干分子，并以宣

传倡导、威胁欺骗并用的手段，通过召集会议、巡回演讲、说服动员等形式，进行广泛的发动组织。

这一时期，城野宏所撰《日本人的立场严成为传播残留理念，发动日军日侨残留山西的思想武器。

该文被第一再印成小册子，与其他残留言论相整合，散布到各部队和日本侨民中。其内容的主要观

点有 z要卧薪尝胆，为了复兴祖国而残留 F大和民族是永远不会战败的，复国希望为期并不太远;美

苏矛盾在不久的将来即将爆发，日本陆军必定参与交战"海外雄飞"的春天必然到来;日本在美军

占领的状况下，立刻重新武装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要留在山西保存武力 z从维护日本的天皇制国

体方面，中国赤化会产生重大的危险和影响，日本人防止中国赤化，毫无疑问是爱国行动;日本战后

将发生社会混乱，即使立刻回去也不可能期望安定的生活，现在阎锡山给予特别优厚的待遇，住宿

① 山西文史资料编辑部，<<山西文史精选 5-一阁日勾结真相>>，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00 页。

②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R-1-2-5.

③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R-1-2-17 。

④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R-1-2-10、 15 。

⑤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R-1二2→8.

⑥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编，((侦讯日本战犯纪实(太原川，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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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给养、结婚等方面也给予保证;将来残留者不仅仅是参加武装部队，也可以根据个人能力发展，比

如经营轩岗煤矿及石灰生产，经营龙泉庄农场…..

而各部队残留活动的组织者，对下级官兵的威胁、命令和欺骗也随处可见。如果一部分军人不

留下来担负山西铁路、公路修复任务，担任后卫尖兵，第一军的复员归国非常困难"我不回国，你们

也都给我留下!"川，

组建特务团任务"飞"我们现在复员回国，但请相信不久的将来还会返回，与诸位见面"飞，气。第一一四师

团、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等，还成立特务团编成室、"独三旅会"、"宫城县同乡会"等，开展残留活动。

组织者并派出日本宣传员，在山西之外的北平、石家庄等地的日军日侨中进行宣传、煽动，说服他们

下定决心残留下来，报效国家。仅石家庄即有日人 200 余名来到山西，加人残留队伍。据合谋社军

事组秘书平部朝淳证词，第一军下达征集残留日军 11000 人的任务，到 1946 年 4 月中旬，实际达到

数约六千六七百人。①在大规模残留活动中，原驻山西侵华日军将官澄田睐四郎、山冈道武、三浦

兰郎、元泉馨、圾井直俊，都成为残留活动的组织者，并残留下来，担任残留部队首领和阎锡山的高

级军事顾问。

二残留日军隐匿与整编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驻山西日军有组织残留、成建制武装，被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揭露、批

判，也引起军事调停"三人小组"的重视。 1946 年 1 月，八路军即向驻东沁线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

元泉馨部发出通告"日军在投降后仍然保持和战争结束前同样的武器，不将兵力集结一处，而是部

署各个要点，这违反《波茨坦公告))0"②2 月，军调部太原执行小组代表，专门到"东沁线"视察。 3 月

3 日"三人小组"美方代表、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马歇尔，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

与北平"军调部"代表等，又专程到太原视察。为暂避风头，第一军于 1946 年 3 月 4 日通知日军各

部队，对残留于铁路(公路)修复部队者，办理退伍手续。实际只是"瞒天过海"、欺骗视昕，并未告知

残留部队全部军人。而当时日本原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对第一军残留于山西的图谋和行动，

在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组建时，即给予认可，这以第一军发给"总军川方面军"的多次电文

即可证明。此时，为避免承担违反《波茨坦公告》的责任，日本原中国派遣军以"总参电 718 号"通知

第一军:希你军根据前已颁发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训令，坚持除真心希望残留的部分技术人员外，

(根据"诚字 21 号"征用的人员，应属于高级技术人才，符合智力征用条件)着令全部军民回国。"特

别是编人特务团重新武装一事，不仅有悖圣旨，违反中国训令，而且可能引发国际问题，希立即停止

将残留人员编入特务团的活动"。③ 4 月 5 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日管组也以"日管教字第 642 号

代电"通知第一军z我部于 1 月 12 日下发命令，征集参加我部直属特务团志愿人员，组建示范部队

并教练军官，着立即予以撤销。@4 月 6 日，第一军电复南京中国派遣军:我军据此下令全部撤回加

人特务团人员，并遵令遣送回国。但就在同时，第一军又向中国派遣军声明"按照钧电意图着令侨

民回国一事，因为违反中方及希望残留人员的意愿，既然军方没有强制权力，就无能为力。有相当

多数的侨民公开对我官兵开展挽留活动，对此亦无权加以阻止。"⑤对所隶属和指挥的部队，则继续

①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编:<<侦讯日本战犯纪实〈太原沛，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61 页。

②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R-1-1-24.

③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R一1-2-78.

④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R-1-2-62.

⑤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裆号:R-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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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说，如成为中国人就可以残留，如果从法律上不可能办理取得国籍的

手续，可在行政上(在警察署登记)采取变通办法。均更为露骨的是， 1946 年 5 月 5 日第一军在

司令部人员从太原遣归日本前，发给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的电文中，仍以"其他需要特别说

明的事项"报告"从山西省留用的技术人员看，大部分残留侨民是本身希望留下，加之阎长官积

极劝说，军方实无力扭转。我军虽着令山冈参谋长等部分人员暂时留下，努力促成残留日人的

遣返，但从目前情况看，并无任何效果。相反，似以采取默认态度为好。叼显然，立即停止日军残

留、重新武装，"努力促成残留日人的遣返"只是假话而已"似以采取默认态度为好"才是真实

用意。况山冈道武作为坚持残留活动的主要倡导策划和组织实施者，实际做的恰是正好相反的

工作。而"留用的技术人员"，主要即是伪造身份的残留日本军人，连元泉馨、岩田清一等，也都

列在留用技术人员的名册上。自然，在此期间残留日军不得不分散隐匿或遣返归国。但就在 5

月，岩田清一、今村方策、城野宏等人，即又聚集太原谋划残留部队的整编。残留日军主体特务

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除遣返回日者外，与残留日侨武装铁路护路总队等合并，编为山西保

安总司令部继续残留③，且之后又有新招募，吸纳日本军人和侨民进入山西。组织者们并多次派

人回日本，联络军国主义分子进行组织"义勇军"来华的阴谋活动;还派人到上海、北京等地活

动，企图建立与日本的联络据点，开辟中、日间密航路线。这些图谋，只是由于中国人民解放事

业的迅速发展才未得实施。

三残留日军部队与顾问机构

从残留活动的策划开始，军国主义分子们就认为"只有残留强有力的日本人的军队"，残留势力

才能"具有强有力的政治发言权"，以实现"东山再起"之残留目标。因而，整个残留活动是由军事残

留发端，并始终作为实施的重点，决定和影响着全部残留过程。其军事残留的主要组织形式，是组

编残留日军武装部队，及设立残留日军高级将宫顾问机构。

组编残留日军武装部队，开始于 1946 年 1 月。在当时形势下，采取了编人山西军的"残留军事

体制"。其主体部队的编成，大体经过大规模发动组编时期、统一整编时期和政治军事管理正规化

时期三个阶段。

(一)大规模组编时期:1946 年 1 月到 1946 年 4 月，武装部队名称为"特务团"、"铁路(公路)修

复部队" 1 月间，残留日军武装部队"特务团"在阎、日合谋下开始组编，总人数预定为 15000 人。

经由第二战k司令长官部发出征集令，日军第一军向所属兵团下达征集名额与组编形式，伴随从上
到下大规模的组织动员，编为 7个团及大同总队。特务团设司令部、政治部、副官处、经理处、军医

处、兽医处、军械处，办公地点就在太原市新民北正街原第一军司令部，后迁至工程师街四号。原一

一四师团师团长兰浦三郎任总指挥。一一四师团参谋太田黑，第一军司令部参谋西山、岩田清一等

人，分负作战、教育、编成等责。三浦三郎、太田黑未到职，实际由岩田清一掌管司令部。④为适应

残留武装部队长期作战的需要，2 月至 3 月，第一军下文"援助指导"二战区组建"特务团战车队(特务

部队)"、"特务团工作队"、"特务团培训部"、"特务团兽医队"、"特务团医院"，要求相关兵团和单位选

①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R-1-2→106.

②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 :R-1一2-125 。

③ 太原市档案馆馆藏，档号:]1-3-123-22.

④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编:((侦讯日本战犯纪实(太原吵，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8 页。

• 128 • 



二战后侵华日军"山西残留"

出组建负责人，征集残留人员。 1946 年 1 月 25 日和 2 月 5 日，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又以修复南同

蒲线、北同蒲线、东璐线和正太线、太汾线名义，征集残留日军组建"铁路(公路)修复部队"。按第一军

电文下达的征集名额，总数为 11000 人。编成的铁路(公路)修复部队，下属 7 个工程队和驻大同的第

八工程队。关于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的组建，第一军在 2 月 5 日电文中指出"铁路(公路)修复部队

的组建，希以特务团同意留用人员为主体(第一特务团除外)0"故人员编成与特务团存在交叉，名称

也混淆使用。到 1946 年 4 月中旬，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实际编成人数为六千六七百人。

(二〉统一整编时期 :1946 年 5 月到 1947 年 5 月，武装部队名称为"保安总司令部"、"山西野战

军"。由于中国共产党和山西人民对侵华日军"残留"高度警觉，公开揭露，"三人小组"与"军调部"

代表专程视察调查，残留活动组织者不得不谎称"撤回加人特务团人员，并遵令遣送回国"，实际上

却处心积虑地策划着继续残留，以"就地复员"、伪造技术人员身份作掩护，将武装部队暂时分散隐

匿。 1946 年 5 月，除遣返者外仍有约半数以上残留于山西。而在此时，即又进行残留武装力量的

统一整编。残留活动组织者与阎锡山方面合谋，将名义上撤销的残留日军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

部队，与残留日侨武装"铁路护路总队"、五台工程队、保安警察队等，合并整编为山西保安总队。

1946 年 6 月，保安总队设总司令部。山西军方面赵承续挂名任总司令，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

旅团长元泉馨任副总司令，岩田清一以高级参谋掌握实权。保安司令部下属 6 个保安大队(后改为

"保安团勺和通讯队、工程队。另有大同保安总队及下属七、八、九大队。 1947 年 3 月，保安总司令

部改称"山西野战军司令部"。司令部下属各大队及工程队、通讯队等，名称相应改变。赵承续、元

泉馨仍任正、副司令。

(三)正规化时期 z从 1947 年 6 月残留日军改编为"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飞 1948 年 3 月改称

"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到 1949 年 5 月前残留日军覆灭。 1947 年 4 月至 5 月的正太战役中，山

西军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被解放军成建制消灭时，残留日军即使用了"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

的名称和正规军编制。这一时期，残留日军有了更加明确的纲领和严密的政治、军事管理，提出"复

兴皇国，恢弘天业"的根本宗旨，制定了《总队部服务规定》、《政治部业务规定》等规章制度，残留活

动更具号召力和凝聚性。第十总队司令部具有独立掌握作战指挥、人事任免、福利待遇、武器给养

的权利。其办公处所称"复兴楼"为原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部所在地。总队长由原独立混成第三

旅团高级参谋今村方策担任，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独立步兵第九大队大队长相乐圭二任参谋长。其

内设机构有总队长室、政治部(后改新闻处)、参谋处、副官处、后勤处、军械处、卫生处、配给所、自给

对策委员会、营缮对策委员会等。第十总队下属一、二、三、四、六团和大同总队，直辖特务营、通讯

营、工兵营，编制总人数为 9726 人(不包括大同总队〉。其中日系军人 2447 人、华系军人 7279 人①，

骨干人员基本为日系。

1948 年 3 月 16 日，"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改称"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第十总队原属五个

团中，二、六两团编为军士教育一、二团，一、三、四团编为教导一、二、三团，原特务营、工兵营、通讯

营，编为特务大队、工兵队和通讯队。改编后的第十总队实质并无变化，向上报送材料或习惯上有

时仍称第十总队。如，山西军向国防部的统计上报等材料中，还以"暂编独立第十总队"名称出现。

今村方策仍任司令部司令，原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独立炮兵大队大队长菊地修一任参谋长。晋中战

役后，参谋长由独立混成第兰旅团通信队队长今野淳担任。 1948 年 11 月今野津在太原战役中被

打死，原独立混成第三旅团独立步兵第十大队中队长早摄提藏任参谋长。教导总队内设机构为:司

令部、参谋处、副官处、政工处、军需处、卫生处、秘书室，及生产部、合作社、农场、野战医院等。

①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B24--4--49--2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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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晋中战役后残留日军人员锐减，太原战役中损失严重，教导总队作战部队曾先后进行编队

调整。 1948 年 10 月，军士一团、军士二团合编为步兵一团;教导→团、教导二团合编为步兵二团;

教导三团、特务大队合编为炮兵团 z司令部直辖特务连、工兵连、通讯连、输送连、野战医院等。 1948

年 12 月，作战部队整体编为炮兵队，下属三个炮兵营、直辖步兵营及特务连、工兵连、通讯连、输送

连、野战医院等。不过直到 1949 年 4 月，教导总队原军士一团、军士二团、教导一团、教导二团、教

导三团的建制、称谓仍然存在。

山西残留日军主体部队中，原第四独立警备队大同残留日军武装，与第一军残留日军武装既相

互配属，又相互独立。 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时，第四独立警备队隶属于司令部设在张家口的驻蒙

军，日本投降后划归第一军指挥。由此，第一军对第四独立警备队实施了残留活动的组织。司令部

参谋、残留活动主要倡导策划者岩田清一，多次与大同日军密谋，策划特务团的组建。 1946 年 2 月

2 日，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所发组建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的电文中，分配第四独立警备队残留名

额 1500 人。 2 月 5 日，山冈道武又就"征集人员组建特务团战车队"密电第四独立警备队参谋长。

在 1946 年春大规模残留活动中，大同残留日军官兵近 700 名，编为特务团大同总队。原第四独立

警备队司令部部附林丰任总队长，第四独立警备队独立步兵二十二大队大队长五昧丑之助任副总

队长。后特务团大同总队编为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第八工程队，同年 6 月后改编为大同保安总队，

下属第七、八、九大队，有日籍军人 600 名。林丰任总队司令部司令，五味丑之助任副司令。 1947

年 3 月，大同保安总队改编为山西野战军大同总队，辖七、八、九、十大队。同年 6 月后改编为暂编

独立第十总队大同总队，辖七、八、九、十大队。林丰仍任总队长，五味丑之助任副总队长。同年 9

月部分官兵遣返后，10 月份实有日籍军人 339 名，华籍军人 1936 名，总计 2275 名。 1947 年 12 月

第十总队大同总队改编为大同教导总队。

残留日军主体部队之外，还有以残留日本军人为骨干组建的"机甲队"，于 1946 年秋编成。司

令、总教官为原日军少佐大队长赤星久行，副司令由华籍少将韩文彬担任，参谋长为原日军电信第

九联队大尉宇野昭夫。按照 1946 年 9 月制定的《机甲队司令部服务规定))，机甲队"司令直属第二

战区司令长官，统率机甲队。关于训练和指挥，按总顾问之指示处理"。司令部内设机构有参谋处、

副官处、军需处、军械处等，下属战车连、炮兵连、补充连、步兵连、通讯连、输送连，及工兵排、整备

排、特务排、装甲车排。该机甲队武器装备也较精良，配置坦克、装甲车、轻炮、重机枪等。据 1947

年 9 月统计数字，机甲队编制人数 1556 名，实有官佐(以日籍为骨干)188 名、日籍教官 104 名、士

兵 1120 名、夫役 88 名，共 1500 名。

设立残留日军高级将官军事顾问机构，是阎、日"共谋其事"的高端形式，也是残留日军"取得对

阎锡山的发言权"和阎锡山笼络残留日军将领的重要途径。 1945 年 9 月，原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

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就当起了阎锡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总顾问和副总顾问。第一一四师团

师团长兰浦三郎也被聘任为顾问。 1947 年 6 月，山冈道武(汉名武道三)专门设立"武顾问室"，三

浦三郎(汉名蒲晋业)设立"蒲研究部"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馨(汉名元全福)设立"元副

总司令办公室" 1948 年晋中战役后，因战犯身份一度"受审"的澄田睐四郎(汉名郑天来) ，又设立

"郑总顾问室"，在太原战役中为阎锡山制订作战计划与战术方案。这些侵华战争中的高级将领，不

仅参与阎锡山军事决策，并且搜集情报，研究形势，指导残留活动。

四从残留理念到残留纲领

日军残留山西，有着明确的目标宗旨。以《日本人的立场》和《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总队部服务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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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标志，从最初的残留理念，发展为成熟的残留纲领。当残留活动组织实施之初，倡导、策划者

也担心"这种与所谓奉天皇之命情理不合的军队，会由于建军宗旨不明确而成为阎锡山的雇佣兵

性质，这样的军队能否维持其战斗力，保持其团结?"他们意识到，残留活动需要"一面使之合法化的

旗帜"。于是，城野宏所撰《日本人的立场》便应运而生。其主要内容为:日本被盟国军队占领，丧失

主权。战后所走的道路，可能有三种。一是美国化的道路，在美军占领下，政治上丧失主权，经济命

脉被控制，文化被殖民地化，有成为夏威夷第二的可能性。二是苏联化的道路，战后民众的左倾化

不断发展，也有变为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可能。这与天皇为中心的日本国体不合。三是日本独

立的道路，恢复主权，再次作为繁荣昌盛的强国登上世界舞台。为了争取第三条道路，在要求占领

军迅速撤离的同时，必须把主要的经济复兴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在山西建立起一支日人武装

部队，协助阎锡山反对共产党，就一定会取得对阎锡山的莫大发言权。在这个基础上，打人日本技

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从而掌握工矿等经济命脉，就可以保持和日本占领时一样的状态。日本虽因战

败而失掉了一切殖民地，但和阎锡山拉起手来，日本还可以将山西作为实际上的殖民地而保存着。

日本依然可以从山西获得煤铁等各种重要工业原料，同时也保持日本商品的销售市场。第三次世

界大战一起，山西立刻就是日本重新向大陆发展的前进基地。正是以《日本人的立场》为代表的"观

念性目标"为日军战败残留树起了旗帜。在这面旗帜下，以军人为主体，动员和聚集了万名以上的

残留者。

之后，随着残留活动的组织实施，残留日军的整编和正规化建设，日军战败残留的思想理论进

一步发展。残留日军部队在自己的队旗上，公然宣示了"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的宗旨，阐明残留部

队是名副其实的"天皇的军队"而区别于"阎锡山的雇佣兵" 1947 年 6 月，残留日军改编为"暂编

独立第十总队"随即制定了《总队部服务规定》①等成体系的章则条令。在《总队部服务规定》中，

明确提出残留日军部队的纲领宗旨和行动准则。《规定》由十总队总队长今村方策署名发出，时间

为民国 36 年(1947 年)7 月 1 日，用日文打印， 16 开 25 页。其内容包括总队长训、总队部训，及

总则、服务与礼节、业务处理、会议、勤务、作息风纪等六章，有附表三种。其《总队长切/1>)规定:

"总队以复兴皇国、恢弘天业为宗旨。一、经常坚持牢固之信念，为贯彻宗旨而迈进。二、挺身而

出，担当中、日提携和亚洲建设之基石。兰、和衷共济，以结成巩固之团结。四、千锤百炼，以培

养精强之武力。五、自强不息，以振起质朴刚健之风气。"((总则》第兰条规定"总队部人员要领

会《军人敢谕》、《教育敷语》及天皇关于结束战争诏书的宗旨，作为培养精神因素的根本。同时，

要认真学习殉皇志士、烈士的精神，从而在总队长领导下，互相切磋勉励，朝着实践《总队长训》

的目标奋勇琦进。"
很明确，"复兴皇国，恢弘天业"是日军残留的纲领和宗旨。其必须树立的"牢固信念"即贯彻、

实现这一宗旨。而皇国，乃日本天皇制国体和国家;天业，天皇开创、扩张的基业。联系二战期间裕

仁天皇发布的诏书及内阁召开的重要会议，则"复兴皇国，恢弘天业"宗旨之源出便十分清楚。 1940

年 2 月，日本举行"皇纪"庆祝活动，天皇向国民发布诏书，内称"尔臣民宜驰思神武天皇之创业，念

皇图之宏远、皇漠之雄深，和衷戮力，愈益发挥国体之精华，以克服时艰，昂扬国威，回答祖宗之神

灵"。② 7 月，第二届近卫内阁召开会议，决定《基本国策纲要)) 0 ((纲要》中，采用"皇国"称呼，取代过

去所称"帝国"，提出"以皇国为核心，以日、满、华的强有力结合为根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皇国

①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B24-4-44-8-2Ù o

② 汤重南等:((日本帝国的兴旺))(下) ，世界知识出版 1996 年版，第 1032 页。

• 131 • 



《抗日战争研究 ))2011 年第 2 期

之国是"。① 1941 年 12 月，天皇发布太平洋战争宣战《诏书》中亦宣称"..…·皇祖皇宗之神灵在上，

联深信依靠尔等众庶之忠勇，必将恢弘祖宗之遗业，迅速铲除祸根，确立东亚永久之和平，以期保全

帝国之光荣。"②1945 年 8 月 14 日"最后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在"圣断"中讲道"只要还留下一点种

子，今后还有复兴的希望......但愿此时此刻，忍所难忍，耐所难耐，团结一致，以求将来的复兴"。③

而《军人教谕))，则是军国主义日本天皇制国家观的核心内容，天皇制军队的立军之本。明治天皇于

1882 年 1 月颁布的《军人敢谕》昭示"联是汝等军人的大元帅"日本军队"世世代代由天皇统帅"。

《教育教语》是明治天皇于 1890 年 10 月发布的教育法令，它不仅是各级学生的必修课，而且力图把

忠君报国思想灌输到每个国民头脑中。其"一旦缓急，义勇奉公。以臻天壤无穷，皇运扶摇"成为

战争期间支持日本军队的精神道德规范。日军战败残留山西，组建残留武装部队，制定《总队部服

务规定))，正是贯彻、融汇了日本天皇和军国主义分子的皇国观念与战争理论，以训导和凝聚残留日

本军人继续战争。与《总队部服务规定》同一时期形成、相互配套出笼的，还有《司令部业务规定》、

《政治部业务规定》、《政治部实施业务大纲上《任官、进级规定》等十余种规章制度。④这些规章制

度的制定与执行，从军队政治管理、军事管理、后勤管理等方面，严密而具体地践行着《总队部服务

规定》的总纲领，指导和规范着残留日军的部队建设。如《政治部实施业务大纲》⑤中就规定:政治

部业务实施的目的在于，使总队官兵贯彻部队存在的理念，掌握日、华协力的真正意义，促成巩固的

团结。与此同时，建立同外部的合作体制，阐明世界形势，以期在整体方向的把握上万元遗憾。实

施事项为:在整个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同日本的关联上，阐明目标理念-的时期性和阶段性;确立恢弘

天业的世界普遍性;使队员经常自觉地把部队同祖国直接联系起来;研究分析混乱的形势，阐明吾

人所处的环境;阐明部队的现况，提供丰富正确的与其根本方向有关的情况判断的资料;努力培养

下一阶段的干部;设法同留晋日侨融合一起，确立合作体制;推动建立同中方机构及民众的相互援

助体制，以巩固部队存在的基础;同省外尚未回国的日本人及日本国内建立联系，在各地之间相互

迅速通报成果，以使采取共同行动成为可能，并实行交换信息，为将来物资、人员相互进行援助成为

可能做好准备。

五残留活动统一体制

从残留纲领"复兴皇国，恢弘天业气把山西建成日本军国主义掌控的复兴基地出发，残留活动

的策划组织者在首先实施强有力的、具有独立支配力的军队残留的同时，并着眼于建立残留活动统

一体制，精，已组织切人山西社会，特别是经济实业、特务情报的残留活动 F 同时，在残留日军日侨中

建立社团、学校、医院、合作社，特别是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文化"残留"活动，使残留日人在山西"牢

固地扎根、生存"在中国社会内营造一个"日本人地区"。据山西日侨俱乐部 1947 年 1 月统计数

字，除军人外，残留日侨数为 7279 人。⑥

日军日侨"山西残留"经济方面的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继续利用、掠夺山西丰富的矿产资源

和潜在生产力，服务于他们图谋的战败"复兴飞残留活动中，大批日本人进入太原铁路局、晋北矿

① 汤重南等，((日本帝国的兴旺))(下) ，世界知识出版 1996 年版，第 1028 页。

② 汤重南等，((日本帝国的兴旺))(下) ，世界知识出版 1996 年版，第 1159 页。

③ 汤重南等，((日本帝国的兴旺))(~)，世界知识、出版 1996 年版，第 1458 页。

④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全宗， B24 号。

⑤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 B24-5-333-99 。

⑥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 :R-5-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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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局、西北实业公司及下属经济实体。据 1946 年 1 月省政府秘书处签复征用日人数，仅铁路局即

1205 名，西北实业公司 420 名。残留活动统一体制主要策划组织者河本大作，侵华期间即任山西

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残留后又当起了西北实业公司顾问、经理部长，妄想继续把山西骨干企业的运

营置于掌控之中。在日侨俱乐部的一次常委会上，河本大作发问"山西的煤炭埋藏量有多少?你

们连山西煤炭埋藏量都不知道，究竟为什么留在山西呢?η948 年 5 月山冈道武回日本，河本大作

与之谋划招募"义勇军"说如果阎锡山不能负担义勇军的经费，就与阎协商由义勇军从中共手中夺

回已经解放的山西产业株式会社所属工厂、矿山，如阳泉煤矿、灵石富家滩煤矿、宁武木厂等，或占

领解放区的几个县，以达"以战养战"的目的。① 1949 年 2 月，太原解放已成定局。为了在失去阎锡

山的荫庇后军国主义势力仍能继续残留，河本大作等人又策划成立"山西矿业公司"还梦想着太原

解放之后，继续由日本技术人员负责该公司，以武装团体成员和日侨充当采煤工，利用山西资源，等

待时机东山再起。

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出于东山再起的图谋，对特务情报活动非常重视。 1946 年 1 月，即由原日

军第一军司令部情报参谋指田国福，与阎锡山的亲信梁化之，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成立"资源调

查社"。②之后，又增设第二资源调查社和雁北办事处。资源调查社专门从事特务情报活动，开展

科学谍报、侦察谍报等业务，在基层设有情报站。其人员以残留日人为主， 1946 年约 150 人以上。

在残留日军主体部队政治部等机构，情报工作也是重要职能。"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政治部业务规

定》中，详细规定了资料室业务活动内容，即进行欧洲、美洲、苏联、中共情况的调查;中国文化、社

会、经济、边境、政治、法制的调查z东南亚及中近东的调查;日本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调查。河

本大作所在的西北实业公司总顾问室，同样进行着特务情报活动，从那里不断发出标有"极密"字样

的《情报记录》。残留日军日侨组织木睡会、水睡会、土幢会等，也把搜集情报，研究形势，组织专题

报告，当作活动的主要议题。

在残留活动统一体制中，思想文化残留活动，为战败"山西残留"提供思想理念指导和精神文化

支撑，也为"在山西建立一个日本人地区"搭建文化设施。策划组织者通过开展经常的政治、思想、

文化活动，成立多种形式的社团组织，创办各类报纸刊物，兴办面向残留日人的学校，指导、团结、凝

聚残留队伍，使他们坚定残留信念，坚持为皇国复兴和皇军荣誉，以武士道的牺牲精神，义无反顾地

充当"残留英雄飞并能够学习和掌握知识技能，为残留活动的渗透、深人和日后东山再起，做好知识

与能力准备。在残留日军部队"纪元节"、"天长节"等纪念活动，被规定在必须的教育事项中。天

皇《诏敷集))，印发到每个军人的手中，每逢规定的日子，都要进行"教谕奉读"、"诏书奉读"和面向宫

城"遥拜天皇'。这一时期，日本军国主义骨干分子河本大作，身任太原日侨自治会会长、山西日侨

俱乐部委员长、山西武道会会长、桐荫(暂借阎锡山荫庇)会会长、迎晖(迎接日军)学会顾问等职，充

当着残留活动的精神领袖。以河本大作、澄田睐四郎、城野宏、山冈道武等人为核心，成立了金耀

会、木耀会、士耀会、水耀会等组织。为使残留下来的青少年接受军国主义教育熏陶、学习文化与各

科专业知识，组织者开办了晋阳学园、太原政经学院、晋阳高等工学院、大同日侨小学等成人院校与

日侨子弟学校。残留期间，他们还创办((太原汇报》、《晋风》、《东风》、《迎晖》等报刊，成立文化社团、

举办文艺汇演，组织亚洲文化会、亚民会中日联合委员会等。日军军国主义分子还举行专门仪式，

为受处决的战犯"通夜烧香超度"。罪恶的"慰安所"也重新张贴告示，公然开张。甚至为了使残留

①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河本大作与日军山西"残留匀，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第 308 页。

②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B24-4-44-36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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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念念不忘"复兴皇国，恢弘天业"的宗旨，不仅残留日军司令部大楼称为"复兴楼飞向日本军人、

侨民发放的烟卷名为"复兴牌香烟"出售的香皂名为"樱花皂"而且不少残留军人所起华名也有寓

意，如"于复国"、"孙亚业"、"燕东兴"、"王耀武"、"武威"等。

六继续战争，制造战祸

日军"残留"山西，组建武装部队，明火执仗继续战争，直接参加对人民军队的作战，同时对阎锡

山军队进行训练，指导中国人打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制造了新的战祸。三年多时间里，残留日军

先后参加了东沁路作战、寿阳作战、晋北战役、汾孝战役、正太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重要战

事，也曾在忻县、大同等战斗中取得"战功"。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展，阎锡山反动政权每况

愈下，附植于阎军的残留日军也遭到毁灭性打击。 1947 年 5 月正太战役中，残留日军第五大队即

被整团消灭。 1948 年至 1949 年的晋中战役、太原战役，残留日军从溃不成军走向最后覆灭。

1948 年 6 月，解放军于临汾战役后，乘胜发动晋中战役。在阎锡山"保卫晋中、固守太原"的作

战方针下，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山西野战军总司令兼保安司令部副司令赵承授，与野战军副司令、

"保安司令部前方指挥办公室"(5 月 30 日"元副总司令办公室"改为"山西省保安司令部前方指挥

办公室")指挥元泉馨，披挂上阵指挥晋中会战全局。残留日军教导总队，也由总司令今村方策、参

谋长菊地修-率队，随赵承授、元泉馨野战军司令部开赴前线。整个战役，解放军攻势凌厉，阎军望

风披靡，残留日军连战皆败。 7 月上、中旬，野战军司令部所率部队及残留日军，被圈在太谷、榆次、

徐沟间方圆三四十华里的的三角地带。虽有 B29 型飞机轰炸助战，地面部队接应救援，但遭解放

军外围强势炮火与逐村阵地攻坚战打击，终致全军溃败。 7 月 16 日，野战军总司令赵承授被俘。

副司令、原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馨，留下"城破急败走，高粱田慨然翘首，唯乱云飞

度"的最后f4F句，在小常村被炮弹击中，又让部下补开一枪，结束了生命。残留日军教导总队也在徐

沟温李青、戴李青，太谷南庄村、小常村、西范村等战斗中，丢下了 180 余具尸体，还有 200 余人被

俘。其所属五个团中，教导一团团长小田切正男、教导三团团长增田重之、军士二团团长布川直平

被打死，教导二团团长住冈义一被俘。此役死亡的还有原日军炮兵大队长、太原绥靖公署炮兵训练

团少将总教官松原太市。

晋中地区解放，太原成为一座孤城，阎锡山反动统治末日来临，残留日军梦幻也行将破灭，但仍

在进行最后挣扎。原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带着残留日军教导总队司令今村方策等人，从四

周八圆、城纯城里勘察太原地形，为阎锡山制定了《太原城周防御计划》、《中央军空运计划》、《炮兵

集中运用计划))，以及拆毁民房、扫清视线等战术方案。 10 月 5 日，太原战役打响。在外围战斗与

外围要点争夺战中，残留日军司令部少将部附岩田清一，指挥东山正面炮兵群，炮击解放军阵地。

今村方策率教导总队，在太原东山"四大要塞"之一的牛驼寨，与解放军展开激烈残酷、反复数十次

的争夺战，甚至违反国际法，发射"联二苯"毒气弹，造成解放军战士大量伤亡。据教导总队司令部

部附、政工处长城野宏 1956 年交代，"仅在牛驼寨前面，就杀伤了 1600 余名解放军战士……并且在

东山一带，与兰卡军、十九军共同杀伤 16000 人"。①残留日军也损失严重，参谋长今野淳、参谋处

长佐藤荣治等日籍官兵 70 余人死亡，其所属三个团，步兵一团团长早圾襄藏、步兵二团团长相乐

圭二、炮兵团长菊地修一，都身负重伤退下阵来。 11 月中旬，解放军英勇克敌，胜利控制牛驼寨。

残留日军教导总队遂整体改编为炮兵队，在卧虎山等炮兵阵地继续作战。 1949 年 4 月 20 日，解

① 山西省人民检察院编A侦讯日本战犯纪实(太原川，新华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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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军向太原城发起总攻，在城东南双塔寺阵地担任炮兵总指挥的岩田清一，于 21 日晚更换便衣

从寺院出逃，被解放军生擒。 24 日太原解放，龟缩于教导总队司令部"复兴楼"的残留日军全部

做了俘虏。

残留日军"继续战争"的另一军事活动，是对阎锡山军队进行训练。 1946 年春，按照阁、日合谋

组建残留日军主体部队的任务之一，即"教练军官"。同年秋以日本军人为骨干组建的"机甲队"其

司令也即总教官。 1947 年 3 月，阎锡山"亲训团"成立。由山冈道武担任总顾问，岩田清一及 80 余

名日本军人担任教官。从山西各部队调集将、校、尉军官及军士 1000 余人，组成 1 个将校队、2 个

尉官队、3 个军士队，将校、尉官、军士各队的中队长，各排的分队长，也都由日本军人担任。 7 月，阎

锡山又成立"亲训师"，全师 11300 余人。仍由山冈道武担任总顾问，训练计划均出自其手。师、团、

营部设有日本教导官 3 至 5 人，各连配备日本教官 3 至 5 人。据 1948 年 1 月残留日军"暂编独立

第十总队"参谋处教育科统计，下属二团、三团、六团，特务一连、二连，第二通讯队，派往亲训师的日

本教官为 236 名。从 1947 年 11 月开始，残留日军又担任阎军青年军官教导团(简称"青军团")的

教练任务，今村方策任总教官，岩田清一任副总教官。青军团下设一、二、兰大队， 1948 年 4 月又增

设第四、第五大队。 5 个大队下设 18 个中队、54 个分队。各大队大队长分别由残留日军 5 个团的

团长担任。连同中队长、分队长等日籍官佐，人数 115 名。按统计， 1948 年前半年，担任亲训团、亲

训师、青军团与炮训团、机甲队教官的日本军人即五六百名。日军残留期间，还先后对阎军干训团、

第八总队、第九总队、第十总队等军事组织，以及宪兵、炮兵、通讯、军械、辅重、工兵、战地医疗等兵

种，进行了多方面的训练。太原战役中，甚至对阎军进行毒气战斗使用法、指挥法教育。作为军事

残留活动的重要内容，残留日军的最终目的虽未能得逞，但对阎军的训练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反动

军队的战斗力，加大了山西人民解放战争的代价。

七遣返与覆灭

侵华日军"山西残留"，虽经过精心策划、严密组织，但很快就被世界历史潮流彻底冲垮。反法

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

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选择了坚持民族正义，为他们谋求幸福和利益

的共产党政权。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日军战败"残留"，在给中国人民造成新的战祸的同时，最终招致

彻底失败。 7000 名左右残留日本军人，及数千残留日侨，经过 4 次遣返与战争中死伤、被俘，到

1949 年 5 月总体败亡。

残留日军日侨第一次大遣返，在 1946 年 4 、 5 月间。《波茨坦公告》第九条规定"日本军队在完

全解除武装以后，将被允许返其家乡，得有和平及生产生活之机会。"但军国主义势力策划实施日军

"山西残留"，却保留武装，继续战争，在中国领土上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由于日军"残留"被

中国人民警觉、揭露，也引起了军事调停"三人小组"的重视，日军残留活动在初期即遭遇打击和遏

制。尽管策划组织者以就地复员、伪造技术人员身份及隐匿残留武装等手段，欺骗视昕，继续残留，

也仍有约 3000 人以上残留军人走上被遣返的道路，连家属及其他侨民，总数约 6000 人上下。其中

就有独立步兵第十旅团旅团长圾井直俊等人。据 1946 年 4 月第一军向中国派遣军、华北方面军的

报告①"我军定于 5 月 5 日将军司令部(第 48 大队)运送出境后，除因事暂留人员(军人)及留用技

术人员(侨民)外，即结束运送工作"。文中对"有无尚未解除留用的军民及对其被遣返估计"的报告

①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Rl-2-1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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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军，元。民 t太原 1788 名，榆次 321 名，阳泉 131 名，大同 505 名，共计 2745 名。尚有未了事务

处理小组及其他暂留人员:山冈参谋长等军官 23 名、军士 9 名、士兵 13 名、军内雇员 13 名，共计 58

名。大同还有尚未运送完毕的军民，其人数不详。"但这里所谓"民"2745 人，实际主要是"就地复

员"名义下的残留日本军人。又，当月第一军的另一份报告①称"第四独立警备队(驻大同)以下人

员元法与主力一起向原平集结:军官(含准军官)24、军士 125、士兵 522 0 以上人员均为原特务团人

员"。依上述数字统计，仅第一军报告中遣返后继续残留人员即有 3474 名。在此统计数字之外，还

有其他残留人员。另据 1946 年 9 月 9 日华北方面军司令部《河北·山西地区残留人员概数表》②:

"太原:军(含家属) :世话部 10 名，战犯嫌疑 14 名，陪同证人 14 名，合计 38 名。民:留征用约 630

名，加家属合计约 3000 名，残留者约 2 千数百，合计 5000 名-6000 名。总计:38 名;另 5000 名-

6000 名。大同:民 1181 名，总计 1181 名。"综合分析，第一次大遣返后，山西仍残留日本军人约

3500 名至 4000 名，连同其他侨民，共约 7000 人左右。之后，残留活动组织者又新招募、日本军人、

眷属与侨民进人山西。到 1947 年，残留日本军人和侨民又膨胀至万名以上。

1947 年和 1948 年，残留日军日侨又有三次较大数量的遣返，其中军人遣返总数约在 2000 名

以上。第一次遣返在 1947 年 9 月。遣返过程中，山西日侨俱乐部参与组成遣返委员会，河本大作

以日侨俱乐部委员长身份介人，主张只将思想不良分子、搞客和元战斗力的老弱分子遣送回国，对

有战斗力或有技术的人员则强制留晋。第二次遣返在 1948 年 5 月。当时，阎锡山反动政权每况愈

下。很多残留军人对残留前途失去希望，对残留理念产生怀疑，也对日后生活感到不安，纷纷要求

回国。残留活动主要策划、组织者，原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等人，也

回日招募义勇军而一去不复返。第兰次遣返在 1948 年 9 月。 6 月至 7 月晋中战役中，残留日军溃

不成军;而太原战役也将展开，太原城处于四面围困之中。残留日军日侨惶惶不安，人心思返，仅教

导总队及所属各团队遣返人数即 698 名 6③其中司令部遣返 161 名，与继续残留数 187 名相差无

几。机甲队遣返司令、参谋长等 84 名。这几次遣返中，多数残留日侨也随遣归国，总数在 7000 人

左右。据《山西省会警察局太原市外侨职业及国别人数统计))， 1949 年 4 月，残留日侨只剩下

560 人。

日军残留山西继续战争，被葬于战争坟墓和成为战犯战俘的官兵，约在 1500 名左右。 1946 年

至 1947 年，残留部队在晋北战役、扮孝战役、正太战役等战事中即严重死伤。 1948 年的晋中战役

和太原战役，伤亡更加惨重。据教导总队 1949 年 1 月《阵亡日籍官长请领抚恤金统计表))<IJ: 1946 

年至 1947 年，死亡日籍军人 152 名(含大同总队);1948 年晋中战役，仅教导总队死亡人数即 184

名，同年 10 Jj至 11 月太原战役之东山牛驼寨作战，教导总队又死亡 73 名，总计为 409 人。这尚不
包括教导总队 1949 年 1 月后死亡数，大同总队 1948 年至 1949 年死亡数，机甲队死亡数，及其他残

留军人死亡数。据现有资料统计，残留日本死亡总人数在 500 人以上。残留日军被俘人员，总计也

在千数以上。档案材料记录， 1947 年第十总队被俘官佐 400 余名，其中包括日籍军官。又据 1948

年《教导总队晋中战役阵亡、失踪官兵暨随带眷属统计表))，显示失踪日籍军人 200 余名，多数当为

被俘。 1949 年 4 月 24 日太原解放，教导总队司令部"复兴楼"内残留日军全部做了俘虏，各处散兵

败将也在太原战役及太原解放后被俘被捕，总数六七百人。其中，包括残留活动策划组织者城野

①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Rl-2-111 o
②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R2-3-48-53。

③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B24-4-90-57 0 

④ 山西省档案馆馆藏，档号:B24-4→183二1-8;25-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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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岩田清一。教导总队司令今村方策，被俘后服氧化何自杀。原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则于太

原解放前夕，在阎锡山安排下化名陈春英潜归日本。同年 5 月大同和平解放，大同总队残留日军除

阵亡、遣返者外也被俘被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投降后，图谋死

灰复燃、东山再起的"残留"梦幻彻底破灭了!

(作者孔繁芝，山西省档案馆研究馆员;尤晋鸣，山西省社科联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志民)

〈抗战飞行日记〉
龚业'昂著，龚绍英、龚绍东、龚绍雄、龚绍豪整理，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 年 5 月

出版， 72 万字， 45 元。

龚业佛抗日战争时期曾任中国空军第四大队飞行员、分队长、副中队长，和高志

航大队长的僚机，参加过 1937 年"八·一四"空战和多次空战，共参战 183 次，个人

单独击落日机 3 架，与战友协同击落日机 6 架，击伤日机数十架，龚在空战中重伤 3

次。《抗战飞行日记》是作者在 1937-1938 年抗战初期对日作战的日记。这部日记

不仅记录了作者个人参加抗日空战的战斗经历，也为广大读者和抗战史研究者提供

了抗战初期中国空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史料，弥足珍贵，值得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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