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沦陷时期广州 日本居留民研究

张传 宇

内容提要 在沦 陷 时期 的 广 州 ，
以 太平洋 战争爆发 为界线 ，

日 本居 留 民群体的 发展呈

现 出 截然不 同 的特征 。 在太平洋 战争爆发前 ， 日 本居 留 民人 口 迅速增长 ， 并控制 了 当地 的

经济命脉 表现 出 经济 活动
“

繁荣
”

和主要 团 体
“

复 苏
”

的 景象 。 但在太平 洋 战争爆发后 ，

广 州 曰 本居 留 民群体在人 口 规模不断 萎缩 的 同 时 ， 其经济活 动和 主要 团体 的发展都 受到

占领 当 局 政策 的严重 干预 ，而 随着其
“

统制 化
”

色 彩不 断加深 ，广 州 日 本居 留 民 群体也就

无可 避免地走 向 了 衰败 。

关键词 日 本居 留 民 广 东 日 本居 留 民 会 广东 日 本居 留 民 团 统 制

在抗 日 战争期间 ，广州 自 年 月 被 日 军占领后 开始 了长达 年又 个月 的 日 伪统治

时代 。 日军的 占领行为深刻地改变了广州社会发展历程 ，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的人身及财产损

失 。 目前对于中方的受害情况研究虽已积累了不少成果 ，但对于加害方的研究 ，仍局限于台湾拓

殖株式会社等 日本国策会社的活动② 难以据此窥其全豹 。 因此 ，本文试图在分析沦陷时期广州 日

本居留民群体的人口波动与职业分布基础上 ， 对
“

广东 日 本居留民会 （ 团 ）

“

的组织与活动进行讨

论 并以此对该时期 日本居留 民在广州 的活动情况做初步考察。

一

、 沦陷时期广州 日 本居留民人 口 的波动情况

早在清末 世纪 年代 日 本居留民 已开始在广州活动 。 此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 ，
至抗战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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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前夕形成了拥有 余人 口和大批专属设施的居留民群体 ，聚居于沙面租界 。

抗战爆发后 广州 的 日本居留民在 年 月 日受命离穗 ， 随即于 月 日前全体撤至

香港 ，其中大部分又从香港转往 日 本内地或台湾 。 在这些人中 有不少人热切期待着能够乘战争之

机重返广州 。 比如曾在抗战前担任广东 日本商工会议所 （ 下文简称
“

商工会议所
”

）
②副会头的冈

本矶太郎曾 回忆道 ，他返回 日本后一直静观战局的发展 ’在得知 日 军占领广州 的消息时 不禁拍着

手跳了起来 。
③

年 月 日
，
日本平民获得 了 自 由前往广州 的许可 。 很快 月 日

，从台湾的髙雄

向沧陷中的广州发出 了第
一班船 ，并于 月 日 到达 。

④ 日本居留 民时隔 年又 个月 后再
一次

出现在广州 。 此后当地 日 本居 留民的人 口增长很快 ，据说在 年底 已经超过千人⑤ 年 日

本内地人人 口 达 人以上 ，与战前相比呈现出惊人的增幅 。

年 月至 年 月 广州 日本居留 民的数量如表 所示 。 虽然在 年 月 ，为防止

日元泛滥 、跃值和取缔不 良 日 本人 ， 日 本政府曾下令限制 日本人前往在华占领地⑦ ，但是表 中 的

数据则说明 在上述法令出 台后广州 日本居留 民的人口依然保持了增长势头 。

表 年 月
一 年 月 广州 日本居留民人口⑧ 单位 ：

人

时间 日 本内地人 朝鲜籍人 台湾籍人 合计

广东省全体

年 月 广州

沙面 —

广东省全体 ⑨

年 月 广州

沙面

广东省全体

年 月 广州市内

沙面

① 张传 宇 ： 《抗 曰 战争前 的广 州 曰 本人群体
——

以人 口及职业问 題为 中 心 》 ， 《 中 山 大学 学报》 年 第 期 ， 第
—

頁 。

② 近代时期 日本 官民习惯上称 广 州 为
“

广 东
”

，
当指行省 时则称

“

广 东省
”

。
因此如

“

广 东 日 本居 窗 民会
” “

广 东 日 本商工会

议所
”

等 ，
实 际上都是广 州本地 日本居 留 民 团体 。

③ 南 支派遣軍報道部編 『兵 隊 』 第 号 、 年 月 、
万 水書房 、 年復刻版 、

— 頁 。

④ 内藤英雄 『 広東戰後報告 附 香港 奁発 〈 』 、
八 社 、 年 、 頁 、 頁 。

⑤ 平野健編 『 広東之现状 』 、広東 日本商工会議所 、 年 、 頁
。

⑥ 外務省通商局 編 『 海外各地在 留本邦人職業別人口表 』 、 不二 出版 、
年初 版 、

年復刻版。 此 时广 东 省的 日 本 内地

人几乎全部集 中在广州 。
（
附表 《

— 年 、

— 年 曰 本驻广 东总领事馆 管区 内 曰本人职 业分布表 》注释 张传 宇 ：

《抗 曰 战争前 的广 州 曰 本人群体——以人口及职业问题为 中 心 》 ， 《 中 山 大学学报》 年第 期 ，第 页 ）

⑦ 夕 歷史資料七夕 夕
一

） 第 画像 目 力 第 画像 目 、 昭和 年 「 陸 支密大 日 記 第

号 」 （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 。

⑧ 资料原文 中的
“

广 东省全体
”

指 日 本驻广 东总领事馆管区 内合计人数 。 在 资料原文 当 中 ，
依据统计 时间 的不 同 ，在指

“

广

州
”

时有
“

广东
”

及
“

广 州
”

两种指称 方式 。 为便于阅 览 ，在制作上表时将用语统一为
“

广 州
”

。 在资料原文 当 中 ， 年 月 曰 与

年 月 日 的条 目 里没有 广 州 市 内
”

的统计项 目
。
因此按照资料原文 将 以上时期 中 的市 内人口 区 分为

“

广 州
”

与
“

沙面
”

。

而据资料原文的上下文推测 ，

此处的
“

广 州
”

应 包含 了
“

广 州 市 内
”

与 广 州的 河南
”

地 区 。

⑨ 按该表统计数字合计应为 人
，
但原档案数据如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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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日本内地人 朝鲜籍人 台湾籍人 合计

广东省全体

年 月 广州市 内

沙面 —

广东省全体

年 月 广州市 内

沙面
—

广东省全体

年 月 广州市内

沙面 —

广东省全体

年 月 广州市内

沙面 —

广东省全体

年 月 广州市 内

沙面
—

广东省全体

年 月 广州市 内

沙面
— —

广东省全体

年 月 广州市内

沙面 — —

广东省全体

年 月 广州市 内

沙面
—

广东省全体

年 月 广州市内

沙面 —

广东省全体

年 月 广州市 内

沙面
—

广东省全体

年 月 广州市内

沙面 —

广东省全体

年 月 广州市内

—

资料来》 由下述资料相应年份数据制成 ： 『 中 華 民国在 留本邦人及第三 国人人口概計表 』 、外務省政務局 过 力
、编 『戰前期 中 国

在 留 日本人統計 第 卷 、 不二 出版
、 年復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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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表 对于 — 年广州 日本居 留 民的人 口 波动 、分布和 出生地问题可 以获知如下

情况 。

首先 ，广州市 内 日 本居留民数量的增长态势大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 在 年 月

达到 人的峰值 是战前人 口峰值的 余倍。 其后则转而递减 ，大约每 个月 减少数十人乃

至数百人不等 。 到 年 月 ，包含沙面租界在内 的广州 日 本居 留 民人 口 已不足 万人 ，再次跌

落到 年 月 的水平 。 这种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顶点的抛物线式人 口波动极具特殊性 因为在

上海以及华北沦陷区的主要城市当 中 ， 日 本居留 民的人 口在 年后仍然持续增长 。 虽然广州

成为特例的确切背景尚不明确 但部分广州 日本居留 民迁往新近沦陷的香港有可能是造成人 口 增

长趋势出现转折的直接原因 而太平洋战争中珠三角 占领地物资供给的匮乏 则可能是当地 日本居

留 民人口持续减少的深层因素 。

其次 ，如从分布地域看 ， 日 本居 留民集中在广州市内而非沙面租界 。 这说明广州沦陷后 日本居

留 民的居住和活动范围重新扩展到沙面租界外的中 国人街区 。

最后 ，如分析 日本居留 民的出生地 ，
可知 日本内地人虽然仍占 日 本居 留 民总人 口 的半数以上 ，

但台湾籍人 口则延续了从 世纪 年代起逐渐增长的趋势 此时常 占到 日 本内地人人 口 的半

数到三分之二 。 而朝鲜籍人只有数百人 。 如从人 口变化幅度看 ， 日本内地人人口 的波动最为剧烈 ，

而相比之下台湾籍人人数却较为稳定 。 到 年 月 份 广州 日本居留 民中的 日 、台 、朝籍人比例

再次回到与 年 月大致相当的水平 。

二 、 沦陷时期广州 日本居留民的职业构成

日军占领广州 以后 ，通过军管 、委任经营 、 中 日合办 、租赁 、收买等多种方式控制了广州 的近代

工业 。 与此同时 由于广州 的中 国资本家 、工厂主等富豪阶层在广州沦陷前夕 已全部逃离 此后

也几乎无人返回复业 ，所以依靠广州 旧有的工商业力量来稳定当地经济比较困难 。
④ 这种局面客

观上为 日本居留民在工商业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 通过表 可 以了解 — 年广

州 日 本居留 民的主要职业构成情况 。

表 —

年广州 日本居留民的职业构成 单位 人

年 年

名次 从业者人数 从业者人数

公司职员 、银行职员 、商店店员 、业 公司职员 、 银行职员 、商店店员 、业

务员 务员

丨

艺妓 、
娼妓 、酌妇及其他

丨

艺妓 、娼妓 、酌妇及其他

① 陈祖恩 ： 《上海 曰 侨社会生活史 （

—

》 ，

上 海辞 书 出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米卫娜 ： 《近代华北 曰 侨 问题

研究 （

—

》
，

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② 附表 《
— 年 曰 本驻广 东领事馆管 区 内 曰 籍人 口统计表 》 ，

张传 宇 ： 《抗 曰 战争前的广 州 曰 本人群体——以人口

及职业 问题为 中心 》 ， 《 中 山 大学学报》 年第 期 ， 第 页 。

③ 黄 菊艳 《抗战时期广 东经济损失研究 》
，
第 页 。

④ 作 間喬宣
（
南支派遣軍報道部長 、陸軍步兵 中佐 ） 「再建広 東刃現勢 」 、 台 湾総督府 内 台 湾 時報発行所 『 台湾時報 』 年

月 号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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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年

名次 从业者人数 从业者人数

旅店 、料理店 、妓院及艺妓业 、游乐
国家及地方官吏

场 、剧场
一

物品贩卖业

—

物品贩卖业

— ——

“

旅店 、料理店 、妓院及艺妓业 、游乐
国家及地方官吏

场 、剧场

木匠 、泥瓦匠 、石匠 、油漆匠

—

车马业 、汽车司机

一

贸易商 不含店员 与公司职员 ）

—

佣人

舶业者 贸易商 不含店员 与公司职员 ）

一―

工厂工人 船舶业者

丨

医疗相关行业
丨

木匠 、
泥瓦

、
石匠

、油漆匠

资料来源 根据外務省通商局编 『 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人口表 』 中
— 年有关数据制成 。

以上数据体现出 日军占领广州初期当地 日 本居留民职业构成的动态变化 。 在 — 年 ，

“

公司职员 、 银行职员 、商店店员 、业务员
”

群体一直是广州 日 本居留 民的主干 。 这虽然与从 世

纪 年代到抗战爆发前的广州 日本居 留 民群体显现出 相似的商业移民倾向① ，
但由于此时的

“

发

展
”

是以武力 占领为依托
，
因此该群体一方面协助 占领当局控制 了广州的经济命脉 ，另一方面又易

于受到 占领当局政策 的裹挟以及 日本战局的影响 。 第二个比较多的 ，是于其他 日 本在华占领地同

样多见的
“

艺妓 、娼妓 、酌妇
”

等 日本女性 ，该群体在抗战前的广州 日 本居 留 民当 中人数并不多③ ，

而此时却因战争关系剧增 。 与上述女性群体密切相关的是
“

旅店 、料理店 、妓院及艺妓业 、游乐场 、

剧场
”

等行业 ， 由 日资经营的上述事业被统称为
“

特种营业店
”

。 在沦陷时斯的粤港澳地区 ，

“

特

种营业店
”

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州 艺妓或酌妇们在上述行业及慰安所之间不断进行转业 。
⑤ 值得注

意的是 年
“

特种营业店
”

经营者数量较 年大幅减少 ，而与此同时艺妓 、娼妓和酌妇数量

却继续增加 这凸显 出在该行业内部激烈竞争的同时 ， 日籍从业者却因逐渐从依附 日 军转变为依附

日本居留民群体而呈现畸形繁荣 。 此外 在 年 日 籍
“

国家及地方官吏
”

的人数较 年增

长 倍有余 这应是反映出 年 月 日 汪伪广东省政府及广州市政府成立后 ， 日籍联络官大

量进入伪政府的有关情况 。
⑦ 而 年 日 籍

“

车马业 、汽车司机 及
“

佣人
”

群体形成一定规模 的

① 张传宇 ： 《抗 曰战 争前 的广 州 曰本人群体
——

以人口及职业 问题为 中心 》 ， 《 中山 大学学报》 年 第 期
，第 页 。

② 日 本人在华卖淫血的据点最初 为上海 ，
当地艺妓也从事 卖淫活动 。 后 迫于国 际废娼运动的压力 ，上海的 日 本总领事馆于

年指 示将低级艺妓的称谓改做
“

酌妇
”

，
即陪酒女

，
并将妓院改称

“

沙龙
”

。 （ 朱德兰 ： 《 台 湾慰安妇 》 ，
社会科学 文献 出 版社

年版
， 第

—

頁
）
据此

，
沦陷 时期 广 州 日 籍 艺妓、酌妇应 皆为娟妓 。

③ 附表 《
—

年 、

—

年 日本驻 广东 总领 事馆管区 内 曰本人职业分布表》 ，
张传宇 ： 《抗 曰 战争前的广 州 曰本

人群体
——

以人 口及职业 问題为 中心》 ， 《 中 山 大学学报》 年 第 期
， 第

—

页 。

④ 沦陷期间 广 州 日 资妓院 、酒家 、
咖啡屋 、旅馆 、慰安 所等都属 于

“

特种 营血店
”

。
（朱德兰 ： 《 台 湾慰安妇 》 ， 第

—

页 ）

⑤ 朱德兰 ： 《 台 湾慰安妇 》 ， 第
—

頁 。

⑥ 据曾沦为 日 军想安妇的台 湾女性回忆 在 日 军对广 州 的 占领逐渐稳 固后
，部 分 曰 军调 防他处

，
造成慰安所客源减少 ，

某些

台湾籍慰安所经营者 因而转营 日 式酒 家 其 掌控下的 台湾女性也随之转业 。 当 时慰安 所专门 为 日 军开设
，

而上述 日 式 酒 家则 以接

待高收入的 日 本军官及一般商民为主 。 此类 日 式酒 家 中的 台 湾女性除陪 酒 外仍 旧 卖淫 但并 非强制性盾 。 （ 朱德兰 ： 《 台 湾慰安

妇 》
，
第 页 ）

⑦ 黄菊艳 ： 《抗 战时期广 东 经济损失研究》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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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则应是 日本商业移民以及 日籍官吏群体人数增长的副产品 。 另一方面 在 年 曾作为广

州 日 本居 留民重要行业的
“

工厂工人
”

和
“

医疗相关行业
”

从业者到 年已经退出主流 。 工人人

数的减少也许是由于经过
— 年的战争和掠夺 ，进人 年之后广州的工厂设备或已维

修完毕成为 日 本军用或民用器材 ，或已完成拆卸运至 日本 。 而医护人员的减少则对应着 年

之后 日军对广州 占领态势的逐渐巩固 。

表 是 日本外务省针对各主要行业从业人数进行的统计 而表 则是由商工会议所在 年

月 对广州市内 日本企业数量进行的调査 。 值得注意的是 ，归属于
“

特种营业店
”

的
“

料理店 、饮食

店
”

位居榜首 ，如将
“

宾馆 、旅店 、借宿业
”

算人则此类企业数量更多 。 而贸易业虽然从业人数最多 ，

但企业数量却只位居第二 。 其他企业广泛分布在各种手工及零售行业 。

表 年 月广州 日本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 ： 家

料理店 、饮食店

贸易业

食品 、罐头

照相馆 、照相材料 、留声机唱片

点心制造及贩卖

土木建筑承包 、家具制造贩卖业

布匹 、饰品 、首饰 、制作西装

—

运输、装卸 、仓库

精 肉 、鲜鱼 、水果 、蔬菜

“

药品 、化妆品商

—

汽车 、 自行车贩卖及修理 零部件 、汽油贩卖

钟表 、眼镜 、贵金属商

—

书籍文具 、印刷

“

宾馆 、旅店 、借宿业

烟草

电气 、机械 、器具贩卖及工程承包业

剧场 、曲艺场

酿造 、清凉饮料 、豆腐制造

汽车出租业

海产物 、渔业

矿业 、五金业

铁匠

—

制纸及贩卖

—

百货商店

皮革业

—

银行

—

木料

商铺租赁业

黄 菊艳 ： 《抗战时期广 东经济损 失研究》 ，第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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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行业 数量

—

制冰及贩卖业

保险业

火柴制造及贩卖业

水泥制造及贩卖业

其他

合计

资料来源 ： 菊江栄
一

『 新生 ￡ 広東経 濟』 、 同盟通信社 、 年 、
頁 。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日本战况的持续恶化导致其航运能力不足 ，且对广州的物资供应锐减 。

到 年 月 ， 广州各行业当中 日本企业的 自主性被剥夺
，
变为单纯的物资配给单位 。

① 进入

年后 ， 日本向广州进行物资供应越发困难 ，使一直靠垄断 日本进 口物资获利的 日 本商人陷人

穷境 难以 自立 。 在此情况下 广州的 日 本占领当局着手整顿当地 日 本企业 而由此产生出 的富余

人口却因无力安排航船送回 日本 ， 只得设法在当地消化 。 为此 ， 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在 年

月 日 发布
“

劳务调整令
”

，在广州的工业 、矿业 、交通业 、商业领域中各指定
一

部分重要产业 ， 同时

设立为 日本居 留民服务的就业指导机构
“

广东战时经济相谈所
”

，尽力将这批人集中在重要产业部

门工作 。 上述政策对于广州 日本居留 民的职业构成产生 了 巨大冲击 。 比如 ， 钟表业此后开始兼营

军需品 ，点心业者减少了三分之一 ，而饮食业者及零售业者则全被动员至指定的重要产业部门 中 。

岁到 岁的未婚 日本女性也成为动员 的对象 ，在 年 月之前有约 人被送入指定的重

要产业部门劳动 。

三、 沦陷时期的广东 日本居留 民会与广东 日本居留民团

年在 日 本驻广东总领事馆的指令下 广州 日本居 留民 曾成立了广东 日本居 留 民会 （ 下文

简称
“

居留 民会
”

） ，是当地 日本人小学校及墓地的负责团体 。
③ 在抗战爆发初期 ， 因 日本居 留 民撤

离广州 ，居 留民会也
一度终止活动 ，但随着广州沦陷后 日本居留 民再度聚集而得到恢复 。

由于此时广州 日本居留 民人 口激增 居留 民会于 年 月 日 升格为广东 日 本居留 民团

下文简称
“

居 留民 团
”

） ，与此同时对原有机构进行了调整 。 调整后的居 留民团设立居 留民 团 民会

下文简称
“

民团民会
”

）作为决议机构 ，从团员 中选出 人充当
“

民团民会议员
”

并以其中 名议

① 歷 史资料七 夕
一

） 第 画像 目 ） 、 南支南洋時報 （
国立公文書館

） 。

② 《 广 州 日 侨加紧转向重要产业部 门工作 》 ，
广 州 《建设 月报》 第 卷第 期

，
年 月

， 第 页 。 此 时广 东 曰 本居 留 民

社会经历 的企业重组实 际上深受 日 本 国 内 产业统制政策的影 响 。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
日本海上运力 损失 严重

，
因此 日本战时增 强

生产委 员会于 年指定钢铁 、煤
、
轻金属 、船舶 、 飞机为 大重 点产业

。
同 时为将资源集 中在 重点 产业 ， 年 月 日 本制 定

《整顿企业 、
加 强军事力 量基本纲要 》 ，

对中 小企业进行整 顿 ，

而食品行业及纤 维产业 为 此 次中 小企业整 顿的 重点行业 。 （ 雷鸣 ：

《 曰 本战时统制经济研究》 ，

人民 出版社 年版 ，第 、 页 ）

③ 中村孝志 「 広東 日 本人小学校——乇 成 立 终焉——」 、 『
天理 大学学報 （ 学術研 究会誌 ） 』 第 辑 、 天理大 学学術研

究会 、 年 月 、 頁 、 頁 。

④ 平野健編 『 広東之現状 』 、広東 日本商工会議所
、

年 、 頁
，
具体重设时间 不明 。 此外 抗战前的广 东 日本居 留 民会设

立 于 年 。 （ 中村孝志 「 広東 曰本人小 学校—— 成立 終焉—— 」 、 『 天理 大学学報 （ 学街研 究会誌
） 』 第 辑 、 年

月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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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组成参事会 作为民团民会决议的执行机构 。 参事会在民团民会先行讨论的基础上 ， 主持推进

居 留民 团中 的神社 、学务 、卫生 、法规 、课金调査 、课金异议审査 、福利增进等各方面事业 。 由于居

留 民团本身未设团长
一

职 ，因而参事会长实际上成为居留 民团的负责人 。 此外还聘有理事 名 、主

事 名 、书记 名 、见习书记 名来处理民团具体事务 。
③ 此时民团民会议员及参事会员 的情况如

下 （表 。

表 广东 日本居留民团民会议员
（

年 月 日
）

参事会长

—

冈本矶太郎

一

协同组 德和洋行

参事会副会长

—

喜多山松之助 广东鱼市场组合

参事会员 金田武治

—

参事会员 大岛 国辰

参事会员 唐泽信夫 南支 日报社

“

参事会员 森广三郎 三井物产

参事会员

一

关泽明

—

议长 长谷川武吉

—

日本邮船

副议长

—

高木秀雄

—

议员 井上正男

议员

—

今道勇吉

— —

议员

一

池田佐一郎 华南银行

议员

—

富野辰一
“

广东内河运营组合

陈旺枞 福民堂

议员

—

加藤德十

议员

—

河村文太郎 河村洋行

议员

一

叶猫猫

—

议员

—

罗阿进

“

广福公司

山崎三郎

议员

—

小出三郎

议员 古贺 乙作

— “

神津幸右卫门

议员

—

浅野贤智

—

浅野水泥

—

议员

—

篠田有策

一

南洋仓库

议员

—

岛义雄

—

海港检疫所

一

议员 森本政一
—

华南燐寸

义员 关伊势吉

—

资料来源 ：広東 曰 本商工会議所編 『新広 東 』 、 頁 。

“

所属
”

参考 以下资料有关 内容 ：
山本喜代人編 華南商工人名錄 』 、

華南商工人名録绝行所、 年 。

① 広東 本商工会議所編 『新広 東 』 、広柬 日 本 商工会議所、 年 、 頁 。

② 広東 曰 本商工会議所編 『 新広 東 』
、 頁 。

③ 広東 日 本商工会議所編 『 新広東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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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 改组为民团后的首任参事会长为抗战前曾担任商工会议所副会头的元老 冈本矶

太郎 副会长为广东统制团体的代表者 。 此外 日 资银行业及贸易业主要代表 ， 国策会社等也纷纷参

与其 。 虽然因对上述人员所属企业或团体的了解尚不全面而难以深入探讨 ，但从专门勾结 日 军

特务部贩售鸦片的台籍企业福民堂名列其中① 可知升格改组后的居 留民团大概网罗了 日 本居 留

民
“

各界
”

的重要代表。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年 月 居 留 民团废除了参事会长制 ，改为居 留 民团长制 。 居 留 民

团长较此前的参事会长拥有更大的权限 并在其下设置庶务 、学务 、社会 、会计 、税务等 课 ，各课负

责人辅助居 留民团长来处理具体事务 。 参事会的性质则由执行机构变为咨询机构 。 于是改组后的

居留 民团组织架构可分为 个部分 ， 即 ：仍作为决议机构的民团 民会 作为执行机构的居留 民 团长

及其辅助部门 ，和作为咨询机构的参事会 。 此外 ，居 留民 团还组织成立了
一

系列附属 于居留 民团的

常设委员会 如民团税调查委员会 、民团税审查委员会等 ’并任命卫生委员 、法规委员及学务委员各

数名

在此番机构调整的同时 居留民团还将广州 日 本居 留 民 的居住地域划分为 个区 ，在各区 内

分别设置町内会 ，并任命会长 、副会长及其他干部 ，从事居 留 民团事务的辅助和联络 。 作为居 留 民

团的下级机构 ，
町内会的具体职责是辅助执行神社 、教育 、保健 、卫生及保安事务 、普及 由官方或公

共团体发布的通知 、协助居 留民 团课金的核定与征收 、査核町内会会员的变动 、调查人 口 以及负责

其他必要事项 。
③ 在各个町内会的内部又再组织起数个邻保班 。 邻保班的性质不同于在广州 中国

人社区结成的保甲 ④ 它作为承担町内会具体事务的细胞组织 遵照占领当局的统制经济政策而对

日本居 留民进行物资配给 ，并以各区为单位举办体育活动及其他各类庆典 。
⑤ 此外 ，广州 日本居留

民的火葬场 、墓地 、 国民学校 、实业专修学校 、高等女子学校等公共设施或教育机构也被置于居 留民

团的管辖之下 并使用居留民团的财政收人维持运营 。
⑥

由于资料所限 ，
在 年改组之初居留 民团主要成员 的情况尚不清楚 。 但可通过表 考察次

年民团民会议员的构成 进而探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居 留民团核心成员的有关情况 。

表 广东 日本居留民 团 民会议员 年 月

年在籍情况

议长 唐泽信夫 南支 日 报社 参事会员

副议长 平野健 商工会议所

参事会员 池田佐一郎 华南银行

参事会员 陈旺纵 福民堂 议员

① 据江 口 圭一考证
，
台湾籍民陈 思斋

（
其与 陈旺枞间的 关 系 尚不明 确

）
开设福 民堂 并在 广 川 近郊设立 家分店 ，

从 年

月 起积极协助广 州 日 军特务部进行鸦片 专卖 。 在其后 两年 内
，
福 民堂共付给 日 军特务部 万 日元 以 购买鸦 片 专卖权 且每 月对

其上缴 日 元 。 此后 由 于广 州地 区走私盛行
，
民间购买力低下 福民堂的鸦 片 生意逐渐萎缩

，
终 于在 年 月合约期 满时解

约 。
（
江 口圭

一

『 曰 中 戰争 』 、岩波 書店 、 年 、 頁 、 頁
）

② 平野健编 『 広東之现状 』 、
— 頁 。

③ 広東 日 本商工会議所編 『新 広東 』 、 頁 。

④ 汪伪政府成立后 模仿战前保 甲体制在 广州 重建 了保 甲组 织 ，
其 目 的在 于监视 、控制 民众 ，

打击抗 日 活动与 防谍 。 （ 沈成

飞
： 《 广 州 沦陷时期保甲制庋的推行及其特 色 》 ， 《 广 东社会科学 》 年 第 期

， 第
—

页 ）

⑤ 平野健編 『 広東之现状 』 、
頁 。

⑥ 平野健編 『 広柬之现状 』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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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职务 姓名 年在籍情况

参事会员 本矶太郎 协同组 参事会长

参事会员 南方熊太郎 大东京

参事会员 山木孝平 自 来水厂

参事会员 喜多山松之助 广东鱼市场组合 参事会副会长

参事会员 岛义雄 海港检疫所

会计检査委员 小野哲
一 横滨正金银行

会计检査委员 常见秀夫 电力厂

会计检査委员 东光太郎 三井物产

井上宗五郎 井上洋行

滨 田林藏 福大公司

叶山松荣 叶医院

议员 折田重雄 折田洋行

大盐伸三郎 大盐新开堂

高田 正男 高田商会

竺 竹割政男 广东内河运营组合

永渊清 大国洋行

罗 阿进 广福公司

小林利一

渥美实藏 三菱商事

青木武雄 搛野时计

岩见芳四郎 朝 日洋行

江藤义男 回生医院

平山秀助 曰本水产

广林文彦 冠世公司联发商行

森本政
一

华南燐寸

铃木透 东亚海运

资料来源 ：

山本喜代人編 『 華南商工人名録 』 、
— 頁 。

据表 可知 ， 民团 民会议员 的构成情况是非常复杂的 。 其中不仅包含正金银行和华南银行等

银行业代表 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贸易业代表 东亚海运和福大公司等国策会社代表 广东鱼市

场组合与内河营运组合等本地统制团体 ，
还包括受台湾电力株式会社与台 湾拓殖株式会社把持的

广州电力厂和 自来水厂 受 日 本掌控的海港检疫所等 其他如
“

清风
” “

福民堂
” “

回生医院
”

等餐

饮 、鸦片专卖和医疗界的代表也都名列其中 。 如果说广泛的议员背景可以赋予民团民会以足够的

代表性和权威性 ，那么其正 、副议长的所属则更能说明民 团民会的性质 。 议长唐泽信夫同时以本名

和
“

唐信夫
”

的笔名主持两份报纸 分别是 《南支 日报》和 《广东迅报》 ，
前者是沦陷时期广州唯

一

的

日 文报纸 ，后者则是代表 日本 占领当局立场的 中文报刊 ，
唐泽信夫虽名列居 留 民团 ， 然而 因掌管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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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喉舌而与 日 本占领当局联系密切 。
① 平野健则至少从 年起长期作为商工会议所的理事 。

由此二人充任居留民团决议机构 民团民会的正 、副议长之职 ，
正可以说明 占领当局对居 留民团具备

重要影响力 ，
以及居 留民团对于 日本居留 民经济活动 的重视 。 他们 的背景不仅能够推动 民团事务

顺利开展 ，而且其意见也很可能对于民团 民会乃至于整个民 团的决策走 向产生重要的牵引作用 。

此外 ， 由于尚不明 了表 中所有 民团 民会议员的所属企业或团体 ，
所以仅能将其与表 做部分

对照
“

年在籍情况
”
一栏显示了表 中 的议员名或其所属单位在 年民团 民会中再次出

现的情况 。 据此能够确认的重要事实是 年的参事会正 、副会长仍然在 年充当参事会

员 ，而 年的民团民会议长唐泽信夫也曾是 年参事会员之一 。 据此 ，则参事会员应属于民

团民会中具有稳定性的群体 ，
虽然民 团经历了改选 ，但

一

批早期骨干的意志却能够对于民 团的决策

发生持久的影响力 。

结 论

通过以上考察 ，本文认为与抗战爆发前相 比 ，沧陷时期的广州 日 本居留民群体无论在人 口波动

或是职业分布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征 。 其整体发展情况又可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线分为前后

两段 。

在前段 ，
日 军对广州的 占领导致 日 本居留 民人 口 迅猛增长 ， 活动地域扩展至广 州市区 ， 为其

“

全面繁荣
”

奠定了基础 。 而这种繁荣在其职业分布层面 ，
则表现为 日本企业广泛分布在广州各经

济领域内 ，并控制了 当地的经济命脉 ，
而

“

特种营业店
”

的大量 出现则说明广州与其他 日 本在华占

领地一样 ，具有依附于 日军的侧面 。 另一方面 ， 日本居 留 民 的主要团体
“

广东 日 本居 留 民会
”

得 以

重设 ，并升格为
“

广东 日 本居 留民团
”

。 为此 ，

“

繁荣
”

和
“

复苏
”

可以概括此时 日 本居留 民群体的发

展情况 。

在后段 ， 日 本居留 民群体规模逐渐萎缩 。 同时随着占领地统制经济政策的强化 ， 日 本居留 民的

择业 自 由受到了限制 逐步被集中到指定产业部 门中 。 在此背景下 ，居留 民 团进行了改组 ，其决议

机构民团民会领导层的改选结果体现出居留 民团接受占领当局的领导 ，并重视 日本居 留 民群体的

经济 问题 。 此外 通过设立町内会和邻保班等下级机构 居留民团将触角延伸至当地 日 本居留 民基

层 ，加强 了对全体 日本居留 民的管理 并通过控制物资配给将 日 本居留 民的 日常生活置于占领当局

统制经济政策的直接影晌下 。 总之 ，人 口规模不断萎缩和
“

统制化
”

色彩不断加深 成为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广州 日本居留 民群体的突出特征 。

〔 作者张传宇 ， 暨南 大学 历史 系 讲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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