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本期刊 发的 小林元 裕 、水 羽 信男 、 中村元哉 的 三篇文章 ，也是 年 月
—

曰 在

重庆召开 的
“

第二 次世界大 战背 景下 的 中 日 战争
——

中 日 战争 国 际共 同 研究第五次会议
”

的 曰 本

学界参会论文 。 从 年第 期开始到本期 ，本刊 连续 刊 发 了 日 本学界 的 篇相 关论文
，
感谢这

次会议 的 日 本组 织方暨 日 本 日 中关 系 史 研究会的 大力 支持和协助 。 这次连载 ， 在 日 本也 引起 了 反

响 。 本年 月 曰 出版的著 名 历史 刊 物 《史 学杂 志》 （ 年 第 期 ， 第 页 ） 称 ， 此连载说 明 中

曰 学 术交流并没有停滞 不前 。 这也 正是我们 的 目 的 。 无论两 国 关 系 如何 ， 中 日 学术交流既有 必要 ，

也 应该进行 。

中 曰 战争爆发与天津的 日本居留民

小林元裕

前 言

年爆发的中 日 战争是
一

场在中 国领土上进行的战争 。 在这场战争中 ， 日 本本土 自始至终

没有成为直接的战场 。 而中 国 ，
不仅沦陷区与其周边地区 ，甚至整个国家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 了

影响 。

关于中 日 战争的研究 ，大致可分为以 中国为视角和以 日 本为视角两大领域 。 以 中 国为视角 的

中 日 战争研究
一

直以分析国 民政府的内政 、外交和军事政策为 中心 。 虽然也有从中 国 国 民角度进

行的研究 ，
但大多是对从事抗 日 救国活动的人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的分析 。 对那些无逃身之所而

留在沦陷区的普通百姓和在
“

后方
”

被发动起来 ，支持抗 日 战争的普通群众的研究还不充分 。

在以 日本为视角的中 日战争研究中 政治 、外交 、军事等领域的实证研究 例如劝降汪精卫 、南

京大屠杀 、细菌战 、毒气战等专题有
一定的积累 。 其中

一些研究将视角放在国 民而非 国家 ，对国 防

妇人会、在乡军人会等 日本国内 的国民动员进行了考察 。 但是 ，这都是对 日本国 内情况的分析 。

中 日 战争爆发后 ，除被派往中国 的 日本士兵以外 ，

一些从事军火生意的御用商人和企图利用战争大

赚一笔的 日本人也来到 了中 国 。 当战争告一段落 ， 日 军开始在沦陷区实施占领政策以后 ，许多谋求

① 笹 川裕史以 四川 省 （ 国 民政府陪都所在地 ） 为例 ，
从普通 百姓的视角来分析 中 日 战争 ， 闲述 了 中 国 的

“

后方
”

是
“

经济落后

的 内地农村
”

，
粮食和其他的物资遭到征用 、调配 老百姓被迫从事战斗和 劳役的事 实 （笹 川裕 史 、奥村哲 『 銃後 中 国社 日

中戰争下《総動 貝 哀村』 、岩 波書店 、 年 、

一 頁 ） 。 《川裕史这样叙述 了 关于研究大后方百姓 的重要性 ：

“

是有一 些人燃烧

救国 热情 ，
甚至不惜献出财产和生命 选 出像他们这样有献身精神的人进行表彰也无 可厚非 ，但他们 无法代表 中 国 的 大后 方 。 为

什 么呢 ？ 首先 如果凸显他们的存在 使其成为 主人公 ，那么 就会形成一幅严重偏 离 当 时实 际情况的 画面 。

”

（ 笹川 裕史 、奥村哲 『 銃

後乃 中 国社会
——

日 中戰争下 総動 員 裒村 』 、

— 頁 ）

② 藤井忠俊『 国防婦人
——

曰 丸 力
； 术々着 』 、岩波 書店 、 年 ；

藤井忠俊 『 在鲆軍人名—— 良兵 良民妒 赤纸

玉砕 』 、 岩波書店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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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利益的 日本企业也蜂拥而至。
① 不仅 日本国 内 ，

还有一些当时在 日本殖民地朝鲜 、 台湾甚至
“

满洲国
”

的 日本人 、朝鲜人和台湾籍人也纷纷前往沦陷区 。 但是对这些在中 日 战争期间来到中 国

的 日本人 ，除了满洲移民和出征中 国的士兵 以外 研究成果乏善可陈 。

因此 本文聚焦中 日战争爆发前就居住在华北的 日本人 尤其是天津的 日本居留 民 希望通过对

他们如何面对战争以及如何被动员等问题的研究 ，从一个不同于以往的角度来考察中 日 战争 。 作者

认为华北是 日军以及 日本居留民的前线 ，但同时那里也存在着
一个不同于 日本本国的

“

后方
”

一

、 中 日 战争的爆发与 日本居留 民的保护

年 月 日深夜 ，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附近发生枪击事件。 以此为契机 ，第二天 日 早

晨 ， 日本支那驻屯军步兵第一联队第三大队开始攻击中国军队 。 早在 年 月 ，该驻屯军对外宣

称人数
“

激增
”

的 日本居留民受到华北共军的威胁 ，
而北平 、天津的共产党和

“

抗 日 团体的策动引发的

不安
”

正在扩大 ，随之以保护本国居留 民为名 把编制由原来的 名猛增 倍
，
扩大至 名 。

③

月 日 ， 日本驻北平的驻屯军和 中国第二十九军之间达成停战协议 事件看似会趋于区域

性解决 。 但 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却在同
一天的内阁会议上决定将 日本国 内的 个师团以及关东军和

朝鲜军派向华北 ，并向关东军独立混成第
一

旅团 、第十一旅团 、朝鲜军第二十师团下达出动命令 。

同 日傍晚 ，关东军坂口 飞行大队到达天津机场 。
④ 日独立混成第

一旅团在位于北平东北部的密

云集结
；
独立混成第十一旅团的主力于 日 前分别在北平东北方向的高丽营和天津集合完毕

；
第

二十师团的主力也在 日前到达了天津 。
⑤

值得注意的是 日本宣布派兵的理 由 。 在 日 决定向华北派兵的内阁会议上 ，广 田弘毅外务大

臣附加 了这样的保留条件 ：

“

虽决定派兵 ，
但仅限于保护 日 本居留 民和人数较少的华北驻屯军的安

全 自卫等必要情况下才实施动员
”

。 而一贯主张优先备战苏联 ，对与 中国的战争持不扩大立场的

参谋本部第一 作战 ）部长石原莞尔也基于保护滞留华北的 日本居留民这一理由同意出兵 。
⑦ 也就

是说 ，与增加支那驻屯军一样 ，保护 日 本居 留民成了 日 本向华北派兵的理由 。

卢沟桥事件爆发时 ，原 日本支那驻屯军司令官 田代皖一郎 中将病重 并于 月 日去世 。 教

育总监部本部长香月清司 中将被任命为他的继任 。 由于天气不佳 原本 日就接受任命的香月在

北平停留一天后于 日 抵达天津 。
⑧

支那驻屯军考虑到和中方交涉决裂的情况 ， 于 月 日制定了作战计划并报告给中 央 。 该

① 柴田善雅 『 中 国 占領地 曰 系企業 活動 』 、 日 本経済評論社 、 年
。

② 专著有高 綱博文的 『 「 国際都 市 」上海 力
、

日 本人』 、研文 出版 、 年 ； 小林元裕 『近代 中 国 日 本居留 民 阿片 』 、

吉 川 弘文館 、 年 。 另 外 对华北 本居 留 民的全面研究有 米卫娜的 《近代华北 日侨研究 （

—

》 （人 民 出 版社 年

版
）

， 而 万鲁建 的《近代天津 日本居 留 民研究》 （
天津人民 出版社 年版 ）

则把研究的视 角集 中到在天津的 日本居留民 。

③ 防衛斤 防衛研修所戰史室 『戰史叢 書 支那事变陸軍作戰 （ 』 、
朝 雲新 聞 社 、 年 、

頁 、 頁 。 但增 强支 那驻屯 军

的真正 目 的是提升支那驻 屯军的等级 ，
以 防止 关 东 军向华北 介入 。 （ 防衛庁 防衛研修所戰 史室 『 戰 史叢 書 支那事 变 陸軍作戰

』 、
頁 ）

④ 防術斤 防衛研修所戰史室 『戰 史叢 書 支那事变 陸軍作戰 （ 』 、 頁 。

⑤ 防衛斤 防街研修所戰史室 『戰史叢書 支那事交 陸軍作戰 （ 』 、

—

頁
；
藤原彰 『 曰 肀全面戰争 （ 昭和 歷史第

卷 ） 』 、
小学館 、 年

、
頁 、 頁 。

⑥ 広田 弘毅伝記刊 行会 『広 田 弘毅 』 、広 田 弘毅伝記刊行会 、 年 、 頁 。

⑦ 藤原 彰 『 日 中全面戰争 』 、 頁 。

⑧ 「 支那事 变回想錄摘 （ 陸軍中将香 月 清司手記 ） 」 、 『
現代史資料 曰 中戰争 』 、為卞 書房 、 年 、 頁 。

⑨ 防衛斤 防術研修所戰史室 『戰史叢書 支那事交陸軍作戰 （ 』 、

—

頁 。



小林元裕 中 日 战争爆发与 天津 的 日 本居 留 民

计划提出 作战行动开始时 首先
“

将北平城外的敌人扫荡至永定河以西
”

，对于在北平的 日 本居留

民保护则要
“

力求万无一失
”

。 另外 ，
天津的警备任务最初 由支那驻屯步兵旅团的大约

一

个大队

担任 第二十师团到达之后 ， 由此步兵
一联队承担预备任务 。

月 日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 长宋哲元在天津访问了支那驻屯军司令香月 并

“

道歉 。

日 ，第二十九军和 日本支那驻屯军之间签署了停战实施细则 中 日两军的冲突看似巳被制止 。 但

日 ，在位于平 、津之间的廊坊 ，
两军又发生冲突 ， 日本参谋本部随即命令对中国军队实施武力攻

击 。 日 ，当北平又发生广安 门事件以后 ，支那驻屯军决定 日正午开始对中国军队实施攻击 。

近卫内 阁于当天召开紧急会议 ， 同意启动此前暂停的 日 本国内 个师团 的动员 。 同时命令支那驻

屯军进攻北平 、天津的中国军队 并在取胜后确保当地的稳定 。
④ 日 清晨 日本支那驻屯军对第二

十九军发动总攻 ，并于当天 占领了北平周 围南苑和西苑等地的中 国兵营 。 北平城内则 因 中国军队

已撤退得以免遭战火 。 至 日 北平 、天津以及永定河左岸地区全部被 日军占领 。
⑤

二
、 天津的 日本居留民与居留民团的活动

中 日 战争爆发前 天津的 日 本人数为 名 ，朝鲜人 名 ， 台湾籍人 名 ， 总计

名 。
⑥ 其特征是 日 本人从 年开始剧增 ，

而朝鲜人则是从 年开始增加 ，到 年与 日 本人
一

样出现剧增 。 当然 ，这与该时期的冀东秘密贸易有很大关系 。

在天津的 日本居留 民统计表

曰

，
人 朝鲜人 台湾人

，
计

户数 男 女 计 数 男 女 十 户数 男女共 十

—

户数 人数

年

年

年 该 ※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私 丨田

资料来源 ：

一 年的数据 引 自天 津居 留 民团 『 天津居 留 民团 三十周年 紀念誌 』 、 年 、 頁 。 年 的数据为至

月 末的调查数据 ， 引 自 『 天津居窗 民团 三十周年紀念钱 』 、

—

頁 。

说明 ：表中带 ※的数字与 计算不符 这里未作改动 。

① 「 支那駐屯軍 作戰计画策定 （
年 月 曰

） 」 、 『 現代史资料 曰 中戰争 』 、為卞 書房 、
年 、 頁 。

② 「 支那駐 屯軍 作戰计画策定 （ 年 月 曰
） 」 、 『 现代史資料 曰 中戰争 』 、

—

頁 。

③ 「 天津軍参謀長 上 北平機開 宛電報」 、 『现代 史資料 太平洋戰争 』 、為十 書房 、
年

、

—

育
； 防衛斤防衛

研修所戰史室 『 戰史叢書 支那事交陸軍作戰 （ 』 、

—

頁 。

④ 藤原彰 『 日 中全面戰争 』 、

一

頁 。

⑤ 藤原彰 『 中全面戰争 』 、 頁 。

⑥ 外務省外 交史料馆戴 『 外務省警察丈 』 第 卷 支那 部 〔 北支 〕 ） 、不二 出版 、 年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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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中旬之后 ，
天津居留 民团长臼井忠三带领 余名 民团干部引 导 日本居留 民① 主

要负责接待到达天津的 日本部队 为他们提供住宿并进行慰问 。 另外也负责递送邮件包裹 、购买和

发放食物 、登记慰问金和慰问 品等工作 。 这些工作动员了包括当时的共益会③ 、在乡军人会 、国

防妇女会 、爱国妇女会和其他的妇女组织 、宗教组织 、街道组织 、青年学校 、商业学校以及女子学校

的学生们 。 天津的 日本租界因其经历过 年的义和团战争和 年带走末代皇帝溥仪的天津

事件 所以曾经历战火 。
④ 中 日 战争开始以后 这里即成为华北地区的 日 本前线基地 ， 同时也担负

着
“

后方
”

的职责 。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的 月 日 晚 点 ，天津 日 租界紧急征集领事馆警察 ， 以和久井署长为总

指挥官 将全部人员编为 个小队 个分队 ，担任警备 、警戒工作 。 不只是站岗巡逻 也对路人进

行检査盘问 ，对可疑人员 进行搜査 ， 此外还有便衣警察对外 国租界 、 中 国 街区进行监视和情报

搜集 。
⑤

日之后 ，武装警察编成 个分队与驻军一起担任租界内的警戒。 日 下午 点 ，在 日本租

界芙蓉街西侧的 中 日分界线巡逻的警察分队遭到 了来 自西面约 米中 国人居住区的狙击 ，详情

不明 但是此次事件并没有扩大 。

由于北平中 日 两军冲突 ，天津海光寺的支那驻屯军第二联队除留下由小笠原步兵大尉指挥的
一个中 队外 ，全体出动北上 。 租界的警备力量由此变得很薄弱 ， 为此 ， 月 日 小笠原第六中 队长

被任命为租界警备队长 ，小笠原警备队要求领事馆警察协助租界边界以及工厂区域的警备工作 。

如上所述 领事馆警察在 日之后就巳经开始了警备工作 。 领事馆警察以 川岛警长作为警备队队

长 组成 由第一至第三小队以及预备队所构成的武装警察队 ，对租界边界以及发电厂 、
工厂等地进

行了巡逻站岗 并承担了收容租界外 日本居 留民进入租界以及情报收集等工作 。
⑦

月 日 ， 日本派遣军到达被称为天津门户的东站。 天津 日 本居留民团 即开始引领他们进入

营地 ，并为其倒茶 、分发香烟和奶糖 ， 同时也为他们介绍物资购置场所 。
⑧ 最为重要的任务是为部

队供给伙食 ，尽管已委托给租界内的食堂饭馆 ，但由于来 自租界外的难民也住宿在这些店里 ，导致

无法正常供给 所以根据兵站部的命令 ，伙食供给最后也由居留民团 的供给员负责 。 为此 ， 由 国防

妇女会牵头 ，
许多女学生以及街道会的女志愿者被动员起来 。 另外 ，

士兵宿营地的准备 、军用马匹

的拴马场地设置 、水的配给和介绍防卫及阵地构建物料的卖主等工程相关事务也 由居 留 民团

办理 。

天津总领馆于 月 日接到了外相
“

关于滞留支那各地居留 民的撤退事宜 应依据各地领事

的形势判断来适当执行
”

的训令 。 总领馆在与支那驻屯军协商之后 ，
做出对天津

“

名 日 本居

① 天津居 留 民团成 立于 年 在天 津总领事的监督下 担任 日 本租界的
一般行政工作 ，

主要 负 责上 下水道 、 电 力 、卫生 的

管理
，

土地和 学校经营 。 （ 小林元裕 『近代 中 国 日 本居 留 民 阿片 』 、 頁 ）

② 《 昭和 年 民团事務報告 書》
，

天津 图 书馆编 ： 《天 津 曰本租界居留 民团 资料》第 卷 广西师 范大学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③ 共益会于 年 月 作为财 团 法人天津共益会成 立 ， 负 责 日 本居 留 民的祭祀、教育 、卫 生 、 电 力等 事务 。 （天 津居留 民

『
天津居 留 民团三十周年記念誌 』 、 頁 ）

④ 小林元裕 『近代 中 国 曰 本居留 民 阿片 』 、 第 章 、第 章 。

⑤ 外務省 外交史料館蔵 『 外務省警察史 』 第 卷 支那 部 〔北 支
〕

） 、
不二 出版 、 年 、 頁 。

⑥ 外務省 外交史料馆蔵 『 外務省警察史 』 第 卷 、 頁 。

⑦ 外務省 外交之料馆戴 『 外務省警察 史 』 第 卷
、 頁 。

⑧ 《 昭和 年 民団事務報告書》
，

天津 图 书馆编 ： 《天 津 曰本租界居留民团 资料》 第 卷 第 页 。

⑨ 《昭和 年 民田事務報告書 》
，

天津 田 书馆编 ： 《天津 日本租界居留 民 团 资料》 第 卷 第 页 。



	

小林元裕 中 日 战争爆发 与天津 的 日 本居 留 民

留民进行就地保护
”

的决定 。 北平也跟天津一样采取了就地保护居 留 民政策 。 反观当时华北

日 本居 留民最多 的青岛 ，却因为 日 本政府认为上海战况恶化而决定向上海派兵 ’
以致难以保护在青

岛的 日本权益和居留 民的生命财产 ，最终没有采取就地保护措施 ’而是采取了强制撤离的做法 。 这

一点在下文将论及 。

在这样的情况下 居 留民团协同支那驻屯军 、天津总领馆 、 领事馆警察署以及在乡军人会分会 、

共益会等各方代表在 月 日 以后 ，
召开租界警备联络委员会议达十几次 就

“

防空用警报铃
”

、

“

租界外滞留居 留民的避难措施
”

等租界警备问题进行了磋商 ，决定采取以下 点措施 。

招募隶属于军司令官的义勇队 令其协助租界的警备 关于义勇队 ，容后细述 ） 。

多次召集街道会代表 ，就空袭时的注意事项以及处置方法 、紧急情况下的 自警团组建 、滞

留在租界外的避难居留民收容事宜等作 出指示或进行协商 。

召集远离租界地区的工厂 、公司等代表 ，就紧急情况下的 自卫以及避难等问题进行协商 。
③

日
，大江晃警察部长 向领事馆警察官下达了指示

“

警备上原则执行 目前的就地保护方案
”

；

对于 日 本居留民 ，要
“

注意 日本居留 民 中不 良分子 、危险人物的活动
”

；

“

密切保持与军方 、居留 民

会 、在乡军人会 、义勇队的联系 ，做好日 本居留民的避难准备 。 但要采取措施 不使本计划表面化 ，

以免无谓地刺激民心
”

；

“

在出现需要撤退难民的情况时 ，应服从所属领事馆长官的指挥 ，
采取适当

措施 。 但位置较远的各分署 、派遣所无法受其指挥时 ’
警察应在撤离 日本居留 民之后 自行撤离

”

。
④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 ， 日 本居留 民既是受保护的对象 ， 同时也是被监视的对象 ，尤其是那些
“

不

良分子
”

和
“

危险人物
”

。 此外
“

就地保护
”

还要求尽量采取措施
“

避免无谓地刺激民心
”

。 在这
一

要求下 月 日 ，总领馆在警察部设立报刊检查官 ， 目 的是
“

统制言论
”

，可 以说这是跟 日 本居留

民就地保护政策有关的措施 。
⑤

三 、 义勇 队的召集与在天津的战事

如上所述 ， 由于支那驻屯军的大部分被调配到了卢沟桥方面 ，
天津的防备则 由 留守驻扎的小部

队即小笠原警备队和领事馆武装警察队担任 。
⑥ 而在就地保护政策的要求下 租界警备联络委员

会经协商后决定召集义勇 队 协助他们警备 。 所谓的义勇 队正式应称为
“

天津 日 本义 勇 队
”

，
于

年组建 。 天津与上海不同 ，
没有召集在乡军人担负租界警备的规定 因而义勇 队是作为居 留

民团的一个组织组建的 。 义勇队的主力是在 乡军人 ， 年国 民革命军北伐时首次活动 ，
之后在

① 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蔵 『外務省詧察史 』 第 卷 、
— 頁 。

② 年 月 日 ， 当 时滞留 北平的 本居 留 民共计 名
，
其 中 包括 日 本人 名 、朝 鲜人 名和 台 湾籍人 名

外務省外 交史料 葳 『 外務省警察史 』 第 卷 、 頁
） 。 月 日 点半

，
北平 的 日 本 大使馆 向 日 本居 留 民下达命令 应 于 当 天

上午之前 至位 于公使馆 区城的 东 交民巷避难 （ 年 月 曰 《北 平大使馆参事 官森 岛 守人发外务大 臣 广 田 弘毅 电报第

号》 ，外務省编 『 曰 本外交文書 中戰争 』 第 冊 、六
一書房 、 年 、 頁

） 。 当天傍晚前
，

曰 本居留 民 名
（
曰 本人 名

，

朝 鲜人 名 ） 到公使馆 区域避难 。 （ 「 北平 陸軍機 関業務 日 誌 自 昭 和 年 月 日 至 月 日 」 、 『
現代史資料 太平洋戰

争 』 、 書房 、 年 、 頁 ）

③ 《昭和 年 民团事務報告書 》 ，

天津图 书馆编 ： 《天津 曰 本租界居留 民 团资料》 第 卷 第 页 。

④ 「 昭和 年 月 日 附支那事变二 閣 大江警 務 部長 訓達 」 、外務省外交史料馆戴 『外務省警察史 』第 卷 、 頁 。

⑤ 「 昭和 年 月 曰 附支那事变二 関〉大江警 務 部長 訓達 」 、外務省外交史料馆嚴 『外務省警察史 』 第 卷、 頁 。

⑥ 根据 『戰史叢 書 支那事变 陸軍作戰 （ 』 的记栽
，

“

天津方面的 日 本军
，

是分别驻扎各地的三 个步兵大队 ， 临时航空兵 团

和兵站诸部队
，
军队直辖兵力 只有步兵第七十九联队长指挥的步兵约五个小队

”

。 （ 防衛斤 防街研修所戰 史室 『 戰史叢書 支那事

变陸軍作戰 （ 』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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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天津事件中有过租界警备的经历 。
① 年 月 日 ， 名义勇队员被召集组成警备

甲班第一小队 。 日
，他们被编为驻屯军司令官属下部队 ，

配属小笠原警备队 。 最初的任务是负

责租界内的巡查警备和三岛街陆军仓库的警备。 组建仪式于 日在民团公会堂举行 但由于事态

趋于平稳 ，第二天即 日全员在家待命 。
②

居留民团不仅要协助增派的军队 ，也必须帮助来 自其他地区避难的 日 本居 留 民 。 月 日 、

日
，
来 自张家 口 的大约 名避难居 留民到达天津后 居留民团一方面安排他们前往妙法寺 ， 同

时还对他们 的归国事宜进行了幹旋 。
③ 国防妇女会则应陆军医院的要求 于 日开始展开护理工

作 日起 开始承担收容在共立学堂的战斗伤员的病房护理工作 。
④ 许多天津 日本高等女学校的

学生也被动员参与到护理伤员的工作中 。
⑤

月 日
，为平息事态 天津市警察局局长 、第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 向支那驻屯军以及天津

总领馆提出会面要求 。 当时李表示 ， 中 国方面有意答应解除天津保安队以及公安局人员武装 ，并向

日方
“

表明绝对服从的态度 等候宋哲元的训令 ， 以 图妥善处理
”

。 但 当 日 ，宋哲元与 日方交涉未

果返回北平 。 同一天 ， 由
“

满洲国
”

派遣来的警察队援兵 人到达天津 ，参与警备工作 。
⑦

月 日 ，廊坊事件传到天津之后 生活在中 国街区以及各特别区的 日 本居 留 民变得
“

白天都

无法外出
”

。 当天下午 点
，
领事馆警察与驻屯军磋商后 指挥居留民团和朝鲜人会收容租界以外

的 日本居留 民撤到 日租界内 。
⑧ 领事馆警察在岗 哨位置以及各分署前堆起沙袋 ，

并关闭 了 日租界

和中 国街区间的铁门 。 义勇队再次加人到租界的警备工作中 ， 紧张感加剧 。
⑩

月 日 ， 中 国方面的报纸报道说中 国军队在前线打败了 日 本军队 。 住在法租界的中 国人为

此感到
“

狂喜不 已
”

，他们鸣放鞭炮 ，悬挂中 国国旗 ，举行了
“

庆祝胜利的示威活动
”

。 在中 国街区站

岗 的中 国巡警开始携带手枪 ， 紧张形势进一步加剧 。 日本方面觉察到 中 国
“

将发生抗 日挑战行

为
”

，也加强了租界的警备 。

月 日凌晨 点 天津领事馆警察第一分署的佐藤第一小队向总署汇报称 ：在中 国街第五

区北宁公园附近 ，
步枪 、机关枪枪声频起 好像进人交战状态 。 中方界内有迫击炮 、机关枪向 日本租

界开火 。 天津战事由此拉开帷幕 。

天津的 日 本租界 ，隔着白河的北侧是意大利租界 东临法 国租界 ，南侧是法国越境管辖地 ，西侧

① 小林元裕 『近代 中 国 曰本居 留 民 阿片 』 、第 章 、第 章 。

② 《 昭和 年民 团事務報告書》 ，天 津图 书馆编 ： 《天津 曰本租界居留 民团 资料》第 卷 ， 第 页 ；外務省外 交史料伟蒇 『 外

務省警察史』 第 卷、 頁 。

③ 《昭和 年民団事務報告書》
，

天 津图 书馆编 ： 《天津 曰本租界居留民 团 资料》第 卷 第 页 。 根据 『 外務省 警察史 』
，

余名 日 本居 留民从张家 口撤离是在 月 日
，

撤离 的警察以及其 名 家属到 达天津是在 日 。 （ 外務省外 交 史料館蔵 『 外務

省警察史 』第 卷 、
頁 ）

④ 天津居留 民团 『 天津居 留 民团 三十周年記念祐 』 、 頁 。

⑤ 天津居窗 民团 『 天津居 留 民田 三十周年記念 』 、 頁 。

⑥ 外務省 外交史料館蔵 『 外務省警察史』 第 卷、 頁 。

⑦ 外務省 外交史料館蔵 『 外務省警察史 』 第 卷 、
頁 。

⑧ 外務省 外交史料箱藏 『 外務省警察史』 第 卷 、
頁 。

⑨ 外務省 外交史料館藏 『 外務省警察之』 第 卷 、
頁 。

⑩ 《 昭和 年民 団事務報告 書》 ，
天津图 书馆编 ： 《天津 曰 本租界居 留民团 资料》 第 卷 第 页 。

外務省 外交史料館菜 『 外務省警察史 』 第 卷 、 頁 。

在领事馆警察的记 录 「 昭和 年 月 曰 彐 月 曰二 至少冀察保安隊及正規軍 乂天津 曰 本租界襲擊事件」 中 ，并 没

有记栽是由哪方先挑起的战事 （ 外務省外 交史料妨蔵『 外務省 警察史 』 第 卷 、 頁 ）
，

而其他的 曰 方资料却全都记栽是 中方 先

发动攻击
，
还有资料表明开始时间是凌晨 点 分。 而 中方的研究资料与 此相反 称是支那驻屯军先发动攻击的 。 （ 小林元裕 『近

代 中 国 日本居 留 民 阿片 』 、 頁 ）



	

小林元裕 中 日 战 争爆发 与 天津 的 日 本居 留 民

与被称作第一区的 中 国街相邻 。 沿 白河的西北方向有有轨电车从中 国街的东马路通往 日 本租界 ，

并经过法国租界 。 面向八里台道路西南部的海光寺有支那驻屯军驻扎 。 领事馆警察第一分署位于

租界西北部的旭街 ，第二分署位于租界南部的淡路街 ，第三分署位于法国租界北侧的天津东站 总

署则位于租界中央偏北位置 。 中国第三十八师 、保安队 、警察大队等大约 兵力向 日 军占领的

天津总站 、东站 、东机器局 、机场 、 日军司令部 、 日本租界等发起了进攻 。

东站是 日 军的兵站仓库所在地 因而成为中方集 中攻击的 目标 。 而 日本居 留 民团 为了接待到

达天津的 日军部队在东站设有办事处 。 在 日 爆发的战斗中 ， 名民 团干部队卷入其中 。 他们在

东站宪兵停车场司 部的指挥下加人战斗 ，
协助搬运弹药 制作沙袋 。 在凌晨 点半的交战中 由于

需要与 日 本租界方面进行联系 其中一名叫安 田菊次的民团干部充当 了传令员 。
②

义勇 队也被紧急召集 ，在已成立的警备班甲第一小队的基础上 于 日新成立了警备班 甲第

二
、第三小队 、警备班乙第

一

、第二小队 、补给班 、救护班和特别班等 ，人员总数达到 余名 。 随着

日 天津战事的开始 警备班 甲第一小队开始负责旭街北端到福岛街军队医院区域的中 日 边界线

的警备任务 。 日之后 第二 、第三小 队也加人了对中 国街的扫荡进攻。 另
一

方面 警备班乙第
一

、第二小队继续从事制作 、搬运沙袋 ， 以及在三井洋行前进行的架桥作业 。 从 日 开始 救护班

把从一线运过来的 余名受伤士兵收容在共立学堂 ，同 时协助将伤员送往锦州 。
③

此次义勇队行动中备受关注的是其中的特别班 。 居 留 民团要求朝鲜人会中 的 余名入队 ，

在动员时宣称 ：

“

现在帝国处于非常时期 ，
不宜袖手旁观 ，

应当协助义勇 队援助军方行动 尽同胞之

责 ，结 日 朝和美之实 。

”

经民 团长白井忠三与义勇队队长田村俊次协商 ， 成立了完全 由朝鲜人组成

的特别班 。 这在民 年度报告里有所记述 。
④ 但是 领事馆警察的记录里却是

“

挑选滞留朝鲜人

名编人义勇队
”

⑤ 暗示朝鲜人并非 自愿加人 而很可能是被 挑选
”

进人义勇队的 。 另外 ，
特别

班原本只负责
“

停车场的 日 常杂务工作
”

，
但实际上却

“

屡屡进人危险区域活动
”

，造成 日 当天就

有 名朝鲜人特别班成员战死东站 ，成为此次战斗中唯
一死去的 日 本居留 民 。 除此以外 ， 当天还

有 名朝鲜人在旭街负伤 。
⑦

日 战斗打响后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对学生的动员 。 当时在天津的 日本商业学校里有

名在籍学生 ，在卢沟桥事变后就已经在驻屯军通信班帮忙 ，
还协助监护 日 军仓库本部 、市 内仓库军

需品的运输 。 日 ，在武器部负责搬运弹药的 名学生还与士兵一起参加了防御战斗 。
⑧

天津各地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 司令官香月 为 了弥补兵力不足 ，不惜让飞行队实施空袭计划 。

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认为
“

天津情况特殊不可空袭
”

，竭力进行劝阻。 但香月
“

叫来了航空主任参

①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 外務省警察史 』 第 卷 、 頁 、 頁
；
「 支那事变回想録摘 （

陸軍中将香 月 清司 手記 ） 」 、 『 現代史

資料 日 中戰争 』 、
— 頁

；
防衛斤防衛研修所戰史室 『戰 史叢 書 支那事变 陸軍作戰 （ 』 、 頁 。

② 天津居留 民团 『 天津居 留 民 团 三十周年記念誌 』 頁
； 《昭和 年 民团事務報告書 》 ， 天津图 书馆 编 ： 《 天津 日 本租界居

留 民团资料》 第 卷
，
第 頁 。

③ 《昭和 年民団 事務報告書》 ，

天津图 书馆编 ： 《
天津 曰 本租界居留 民团 资料》第 卷 ’第 页 。

④ 《 昭和 年 民田 事務報告書》 ，
天津 图书馆编 ： 《

天津 日 本租界居 留 民团 资料》 第 卷
， 第 页

。

⑤ 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蔵 『 外務省警察史 』 第 卷 支那 部 〔
北 支

〕 ） 、
不二 出版

、 年 、 頁 。 天津的战事结 束一年 多

以后
， 年底 由领 事馆警察编辑的记 录中修改 了 上述 内容 称在义 勇队征募时 有 名朝 鲜人应征 从 中

“

挑选
”

出 名编入

义 勇队 。 （ 「
昭和 十三年在天津総領事館警察事務状況 （ 同警察署 長報告摘録 ） 」 、

外務省 外交史料館蔵 『外務省警察 史 』 第 卷 、

頁 ）

⑥ 支那驻 屯军 司令官給此次战死者金孝哲祭奠 费 曰元
，
对于伤者 给其 中一名 曰元

，
另 两名 曰 元慰 问金 。 （ 《

和 年 民 团事務報告 書 》
，

天津图 书馆编 ： 《天津 曰 本租界居留 民 团资料 》 第 卷
，
第

—

页 ）

⑦ 《昭和 年 民 团 事務報告書》
，

天津 囷书馆编 《天津 曰 本租界居 留 民团 资料 》 第 卷 第 頁 。

⑧ 天津居 留 民团 『天津居 留民 团三十周年記念 』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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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塚 田 中佐 对天津市区地图上的敌军占领地做了红色标注 提醒对外 国租界无关区域不要狂轰滥

炸 ，并下令航空兵团司令德川 好敏 中将实施轰炸 。
① 紧接着 天津总领事堀 内干城也以 年

上海事变中轰炸事件引发重大外交问题为例 反对空袭 提出
“

考虑外国租界的关系 ， 肯请务必停

止对天津实施轰炸
”

。 但香月拒绝了堀 内 的请求 解释说 ：

“

命令轰炸的 目标只限于敌现占领地以

及建筑物 并非肆意对天津市区进行轰炸 特别是对于外国租界以及属于其权益 内的东西
一概非我

方轰炸之 目标 ，望就此能对外国方面加以说明
”

。
② 在此情况下 ，

架陆军航空部队的轰炸机对天

津市政府 、警察局 、南开大学 、东站等地从 日 下午 点 分开始到 点进行了轰炸 。
③ 当时的情

形 ，在 《外务省警察史 》 中有所记述 ，称
“

由租界通往支那街的道路上 人员马匹交通断绝 变成死街
一

条 极为凄惨
”

。
④

四 、 战事的结束与 日本居留民的
“

后方
”

月 日 下午 天津领总馆得到消息称 ，聚集在天津市郊外特别第一区公大纱厂第六厂的公

大纱厂 、上海纺织 、大仓土木等企业的大约 名之中大部分的 日本居 留民会受到大约 名 中

国保安队的袭击 。 为了保护这些 日 本居 留民 少量 日 军奉命驻扎公大纱厂 。 总领馆人员亲赴特别

第一区警察局 ，提出对这些 日本居 留 民实施保护性撤离 并协同领事馆警察以及义勇 队队员于晚

点半左右 ，用 辆卡车将他们撤离到了 日 本租界以 内 。 只有特别第三区原俄国租界内 的 日本

居留民 ， 当天由于交通 、通信中断未能实现撤离 。
⑤

第二天即 日 ，集结在特别第三区的裕丰纺织天津厂 以及天津纺织 （ 原裕大 ） 的 日 本居留 民

中 的天津纺织全体人员约 名乘坐小型汽船渡过 白河 ，在法国租界上岸后 进人 日本租界避难 。

由于从下午 点左右起 ，增援部队对保安队开始进行扫荡 裕丰纺织的约 名人员 以及其他分散

在各处的约 名人员暂缓撤离 ，滞留原地 。 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形下 据说也有一些 日 本居留 民 自

行撤离 。 位于总站附近的公大纱厂第七厂 由于其所处位置的关系 虽然联络 中断 但也有增援部队

被派往保护 。
⑥

受到 日军空袭后 ，中 国军队开始撤退 ，之后除有零星战斗发生之外 大规模的战斗结束 。 日军

与领事馆警察直至 日都在各处
“

扫荡残敌
”

。 自卢沟桥事件以来 ，
日本军队的损失为 ： 战死

名 、受伤 名 ，共计 名 。
⑦ 另一方面 据中国方面的推算 ， 中国军队战死官兵人数约 名 ，

难民达到 万名以上 ，天津市区横尸遍地 。
⑧ 改造社社长 山本实彦访问北平之前曾到访天津 ，他

对 月 日 天津的情形做了如下描述 ：

① 「 支那事变回想錄摘 （
陸軍中将香月 清司 手記 ） 」 、 『

现代史資料 曰 中戰争 』 、 頁
。

② 「 支那事变回想錄摘 （ 陸軍中将香月 清 司手記
） 」 、 『現代史资料 曰 中戰争 』 、

—

頁
。

③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蔵 『外務省警察史』 第 卷 、 頁 ；
防衡斤防街研修所戰史室 『 戰史叢 書 支那事 变陸軍作戰 （ 』 、

頁 。

④ 外務省外交史料馆蔵 『外務省警察史』 第 卷 、 頁 。

⑤ 年 月 曰 天津总领事堀 内发外务大臣广 田 电报第 号
，
外務省編 『 日 本外交文 書 日 中戰 争 』 第 冊 、

頁 。

而领事馆警察的记录则 称 ：下午 点 分从公大纱厂第 六厂 由 辆卡 车救出 日本居 留 民 名 （ 「 眧 和 年 月 日 丨

） 月

曰 二至瓜冀察保安隊及正規軍 天津 日本租界襲擊事件 」 、外務省外交史料妨蔵 『 外務省警察史』 第 卷 、 頁
）

， 在
一些数据上

两者存在差别 。

⑥ 年 月 日 由天津总领事堀 内发外务大 臣 广 田的 电报第 号 、 外務省編 『 日 本 外交 文書 日 中戰争 』 第 冊 、

—

頁 。

⑦ 防衛斤防衛研修所戰史室 『戰 史叢 書 支那事变 陸軍作戰 （ 』 、 頁 。

⑧ 小林元裕『 近代中 国 日本居 留 民 阿片 』 、 頁 。



	

小林元裕 中 日 战 争爆发 与 天津 的 日 本居留 民

到达天津站 时 ， 是下 午 点 ，
车 站前既无人力 车更无汽 车 ，

加之电 信不通 ， 没有任何人前

来迎接 。 而且下榻 的旅社好像并没有接到 我从神 户 发 出 的 电 报 。 车站 附近便衣队 的 尸体无人

处理 横 七竖八地倒在地上任其腐 烂 ，使我 不 由地想起 了 关东大地震 。
①

车站前 的房屋 皆被炸 弹悉数毁坏 ， 只 留 下残垣 断壁 ，得 以 残存 的建筑上机 关枪 的 弹 瘦累

累 ，惨烈 之甚 ，令人侧 目 。

另就中国难民 ，
山本做了如下描写 ：

天津 的情形让人觉 得
“

只 要有钱就行
”

。 有钱人悠 闲 地生 活在法 国租界躲避战祸 ， 而下 层

人则 带着被褥 、席子 ，
生活在露天 ，

下起雨来 苦不 堪言 。 因 而 中 国人特别 讨厌下 雨 。 我们 从天

津第 二 日 本小 学 的 屋顶远跳南开大学新 的废墟时 ，小 学和 中 学的 中 间 地段人 山人海 他们 都 是

中 国街 中产 阶层 以 下 的避难者 。 不论是毒 辣太 阳炙烤 ，
还是下 雨 ，他们都 呆站在那里避难 。 不

由地 叫 人心酸 。
③

此外 在冀东防共 自治政府的
“

首府
”

通州 ，
冀东政府保安队于 日 发动叛乱 ， 引发了 名

日本军人和 日 本居留民 （ 日 本人 名 、朝鲜人 名 ） 被杀害 的通州事件 。
④ 这是

“

就地保护政

策
”

产生的悲剧之一 。

上面介绍 了成为战场变为前线的天津以及 日本居留 民在支持前线方面所发挥的
“

后方
”

作用 。

下面再看一下战争结束后成为 日 本居 留民
“

后方
”

的天津 。 义勇 队因事态告一段落 于 月 日解

散。
⑤

日本居留 民开始了 战后 在
“

后方
”

的生活 。

首先来看慰问活动 。 在 月 日 以来的战斗告
一

段落后 ，
日本居留 民为通州遇难者举行了捐

款活动 并去当地进行了慰问 。 同时还向驻扎天津 、通州 、丰台 的 日军 各地医院的伤兵赠送香烟 、

杂志 、点心等 向医院赠送了留声机 、唱片 。 另外 受军方的委托 以街道会为首 ， 国防妇人会和女学

生被动员起来 ，制作慰问袋 。 日本居留民也对天津中 国的战争受害者进行了救济 ，天津水曜会 （ 星

期三会 ） 的有志之士及其他人士筹集的
“

华人穷人救济捐款
”

美元和 日 元通过臼井民团长

于 月 日亲手交给了天津治安维持会的高凌雳委员长 。 而经办的给陆海军的慰问金总额多达

日元和 美元 。
⑥

其次为物资配给和对策 。 卢沟桥事件爆发后 ， 由于运输工具被用于军事 天津食品及其他物资

极端匮乏 进而导致物价髙涨 。 这不仅威胁到了 日 本居 留民 也威胁到了住在租界内外的 中国人的

生活 。 于是 ，
以天津总领事为中心 ，总领馆 、驻屯军 、居 留 民团 、共益会 、主要商社的代表汇聚一处 ，

从 月 日到 月 日 先后召开 了 次物资对策委员会 对主要食品 以及其他物资的买人 、运

输 、配给等问题进行了协商 。

关于居留 民的食品问题 ，物资对策委员会委托居留 民团实施配给 。 居留 民团通过满洲铁路商

① 山本 芙彦 『 支那事变 北支之卷 』 、
改造社 、 年 、

頁
。

② 山本 笑彦 『 支那事交 北支之卷 』 、
— 頁 。

③ 山本 芙彦 『 支那事变 北支之卷 』 、
— 頁 。

④ 小林元裕 『近代 中 国 日 本居留 民 阿片 』 、 頁 。

⑤ 天 津居 留 民団 『
天津居留 民団 三十周年記念就 』 、

頁
。

⑥ 《昭和 年民团 事務報告書》 ，天津 图书馆编 ： 《天津 曰 本租界居 留 民团 资料》 第 卷 第
—

页 。

⑦ 《 昭和 年民 团事務報告書 》
，

天津 图书馆编
： 《
天津 曰 本租界居 留 民团 资料》 第 卷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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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课委托国际运输公司 从大连购进大米 、豆酱 、酱油 。 居留 民团按实际价格直接出售 。 配给时 ，
通

过街道会等将主要食物送到居留 民手上 。 月 日 以后 ，指定相 良洋行 、大连酱油公司 、永 田洋

行 、岛喜洋行 、瑞喜洋行 、五福号等 家零售商 ，按法定价格出售 。 另外 ，虽然具体情况不明 ，但除了

日本居 留民之外也向 中国人出售了从大连购买的面粉 。
①

由于中 日 冲突 ，此前由中 国人从事的邮政 、保洁工作完全停止 。 月 日 开战后 ， 中 国方面的

邮局中断了业务 ，导致寄给 日本居留 民的邮件无法收发 。 为此 驻屯军在旭街邮局的原址设立了临

时野战邮局 ，居 留民团和共益会承担了投递业务 。 实际上 ， 商业学校的学生 、街道会委员都被动员

起来参与配送工作 ，租界内 个地方设置了 邮箱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 月 日 军用邮局设立 。

由于做保洁的
“

苦力
”

日 后逃走 加之交通受阻 ，货车被征用于战争 保洁工作也中断了 。 这

一问题也是由居 留民团处理的 ，他们不仅清除了
一

般的灰土污物 也清理了各部队的垃圾 而且还

用运水车给水源不足的地方配给饮用水 。
②

和保洁相关 ， 年夏季降雨量之多为历年罕见 ，随着军队的进人 ，在天津各地发生了霍乱 、

伤寒等传染病 。 为了抑制病菌的蔓延 天津居留 民团与总领馆 、警察署 、军队组成了防疫委员会 在

租界内外设置了检疫所 。 卫生部门在承担前线战场伤兵的收容 、治疗的同时 ，
也致力于传染病的预

防和治疗。
③ 即便如此 ，在 年还是出现了 名传染病患者 （ 其中死亡人数 名 ） ，是

年的 名 （其中死亡人数为 名 ） 的两倍以上 。
④

最后 再看一下居留民团 的庶务及调查课和社会课。 如上所述 ，派遣到天津的部队到达后 ，他

们便联系接收军队的宿营地 。 不仅部队 ，还有紧随他们来津的 日本本土 、满洲 、朝鲜的
“

皇军慰问

团
”

、工商视察团等团体 。 除了上述迎来送往和内外联系外 办理战 （ 病 死者的
“

遗骨凯旋送别
”

也

由庶务及调查课负责 。 随着居留 民的增加 ，人 口 调查 、各种物资的调查也由他们负责实施 。 此外 ，

鉴于 日本居留民涌人天津 人口增加 居留民团内设置了职业介绍所 帮助流人天津的 日本居留 民

解决就业以及企业招聘工作 ，这些事务则 由社会课承担 。
⑤

结 语

支那驻屯军占领北平 、 天津后 ， 月 日 接到了参谋总长闲院宫作战地区
“

大致限定在保定 、

独流镇以北
”

的指示。 但是 ，随着 月 日察哈尔作战的开始 ，作战区域的限定被打破 。 月 中旬 ，

新编北支那方面军扩大了华北战线 推进至保定 。 月 日 因上海战事开启 ，
近卫内 阁在 月

日 的 内阁会议上决定动员 个师团奔赴上海 ，取消向青岛出兵 。 受此影响 ，
外务大臣广 田弘毅向

① 《昭和 年 民团事務板告 書》 ，
天津图 书馆编 ： 《天津 曰 本租界居留民 团资料 》第 卷 第 页 。

② 《昭和 年 民团事務板告書 》 ，天津困 书馆编 ： 《
天津 曰 本租界居留 民 团资料》 第 卷

， 第
—

页
；
天津居留 民团 『 天

津居留 民团三十周年記念誌 、 頁 。

③ 《昭和 年 民団事務報告 書》 ，

天津图 书馆编 ： 《
天津 曰 本租界居 留民团 资料 》 第 卷 第 页 。

④ 外務省外交史料馆箴 『 外務省警察史 第 卷 、 瓦
；外務省外交史料傅藏 丨 外務省警察史 第 卷 、 頁 。

⑤ 《
昭和 年 民团事務報告書 》 ，

天津图 书馆编 ： 《天津 曰 本租界居留 民 团资料》第 卷
，
第 页 。 另外 ，

山本 实彦也写道
，

在 月 日 左右
，

“
一旗组

”

已经进入天津 。

“

我所入住的大和宾馆等一个房间 里就塞进 至 名 。 不仅是我住的房 间如此 基本上所有的房 间 都是这样 的 。 尽管如此 ，

能找到一个遮风避兩的地方也已经是很不错了 。 许 多长满胡须的 男人 平白 无故地做着一夜暴富的 美梦来到这 个战争 中的城镇 ，

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整天来回徘徊。

……这些窺视着支那人因 为战乱逃亡而去弃的空房子 在那里成群围坐的人 令人头疼 。

”

（ 山

本 実彦 支那事变 北支之卷 、
— 頁

）

⑥ 藤原彰 日 中全面戰争 、

— 頁 。



	

小林元裕 中 日 战 争爆发 与 天津 的 日 本居留 民

青岛总领事大鹰正次郎传达了
“

青岛不采用就地保护方针的决定
”

， 理 由是
“

因为从国军作战大局

来看 派遣陆军非善策
”

。 这样 在青岛没有采用在北平 、天津采用的就地保护居留 民政策 ， 而是

采取了撤侨的办法 。

中 日 战争爆发时 滞留在中 国的 日本居留 民在驻外使领馆所在地 个城镇有 名 ，其中

在 年 月之前撤离至 日 本及其他地区的高达 名 （ 日本本国 名 、台湾及其他地方

名 ） ，
滞留 当地的天津有 名 、北平 名 、上海 名 ，加上之后 回归 的大约共有

万名 。
②

根据外务省的调查 ，

“

大体推算
”

撤退至 日 本 、台湾 、朝鲜 、原关东州的 日 本居留 民数量 在华

北 ，
天津 估计 名 ） 、张家 口 （ 约 名 ） 、 芝罘 （烟 台 旧称 ） （ 名 ，

“

朝鲜人的撤退地为华北 、

满洲等地 ， 回到朝鲜的应该是少数
”

） 、青岛 （ 名 ） 、济南 （ 名 ） ；在其他地区 ， 上海 （估计

名 ） 、苏州 （ 名 ） 、杭州 （ 名 ） 、南京 名 ） 、芜湖 名 ） 、九江 名 ） 、汉 口 （ 名 ） 、

郑州 （ 名 ） 、长沙 名 ） 、沙市 名 ） 、宜昌 （ 名 ） 、重庆 名 ） 、福州 （ 名
“

大部分迁 回台

湾
”

） 、汕头 名
“

同上
”

） 、厦门 （ 名
“

同上
”

） 、广东 （ 名 ） 、云南 名 ） 、 香港 （估计

名 ） ，共计 名 。
③

日本虽在天津实行了就地保护政策 但值得注意的是仍有 多居留 民离开了天津 。 与实行

撤离政策的青岛 、济南的情形大不一样 ，北平 、天津先是中 日 战争爆发的前线
，
前线扩大至华北其他

区域后 天津又成为华北前线连结 日 本 、满洲 、朝鲜的交汇点 。 在 中 日 战争下滞留天津的 日本居 留

民
，
以与 日本本国不同 的形式扮演了

“

后方
“

的角色 。

〔 作者小林元裕 ， 曰 本新潟 国 际情报大 学 国 际学部教授 〕

责任编辑 ： 高莹 莹 ）

① 年 月 由 外务大 臣广田发天津总领事大鹰的电报第 号 、外務省編 『 本 外交文書 日 中戰争 』 第 冊 、 頁 。

② 「 昭和 年 月 支那事变関 係 居 留 民善後処里 二閣 又办意見書 （
支那 引揚居 留 民関 係事務所主任 内 田総領事提

出
） 」 、外務省編 『 曰 本外交文書 曰 中戰争 』第 冊 、 頁 。 文件指 出

“

从支那撤 离 的 国 民是我 国对支发展的先驱者 他们 因 为 事

变为 国 策做出牺牲 遵从国 家命令撤离 。 为此 ，
抱着对他们 最大的 同情和理解进行善后处理 是政府理所当 然的任务 。

”

且
“

现今军

事行动正好进展到一 个段落的 时候 是最佳时机 如果对此等 闲视之 有可能引 发民 众对政府特 别是 外务省的指 责 令人忧虑
”

。

故而请求追加 年 的预算 ，
与 年预算加在一起 撤价预算共计 万 日元 。 （外務省鳊 『 日 本外 交文 書 日 中戰争

第 冊 、

—

頁 ）

③ 「
昭和 年 月 支那事变開 係 居 留 民善後処里二関 又瓜意見書 （

支那 引揚居 留 民関係事務所主任 内 田総领事提

出 ） 」 、 外務省编 『 曰 本外交文書 曰 中戰争 』 第 冊 、

—

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