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何称“鬼子’’为“太君”? 

孙雪梅 

内容提要 在现代汉语中，“太君”一词多被用于称呼侵华日军，有时亦泛指日本人。 

近代以来中国人在使用“太君”一词时，一般具有“长官”之意；从“太君”的发音与使用情 

况来推断，该词乃抗战时期日本人所使用的“大兵中国话”中“大人”(Taijin)一词的音译。 

用“太君”二字作为音译的对应词，体现了殖民统治下侵略者与被奴役者之间地位的尊 

卑。应该说，抗战时期所用“太君”一词，乃 日本殖民文化的产物。 

关键词 太君 日军 日本人 大人 大兵中国话 

“太君”一词 ，在中国虽古已有之，但近代以来中国人所用该词的含义，与古之用法可谓风马 

牛不相及。在近现代汉语中，“太君”多被用于称呼侵华日军 ，有时亦泛指日本人。这一点，中国 

人大多知晓。笔者自10余年前写作《中国电影中的日本人形象》①一文时，就对时常闻见的“太 

君”一词充满好奇 ，并咨询过许多学 日语者：称呼 日军的“太君”一词是中文还是 日语?他们或犹 

疑不定，或猜其为日语。其实，El语中并无该词。此外，笔者亦曾就此请教过可称之为“中国通” 

的日本人，他们或没听说过该词，或表示不知其因何而来。到目前为止，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的文 

章主要有三篇。② 这三篇文章分别从语言学及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太君”一词可能来 自日语 

的“大人”“大君”或“队长”。对此，本文在考察“太君”之具体应用的基础上，从历史发展、语言流 

传及文化心理的角度，辩证“太君”乃抗战时期 日本人所使用的“大兵中国话”中“大人”一词的 

音译。③ 

一

、 “太君”的应用与流传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日本侵略者的通称是“鬼子”，但“鬼子”一词是不能当其面使用的，当面要 

像日军所自称的那样，称其为“大日本皇军”或者“皇军”。不过，中国普通百姓在面对 日军，尤其是 

① 李卓、高宁：《日本文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第210页。 

② 参见苏明顺的《对“太君”一词的考证》(《日语知识》2o0O年第2期》)、袁颖华的《对“太君”一词的再考证》(《日语知识》 

2000年第5期)和金星的《由抗 日影视剧中“太君”一词引起的语言学思考》(《文教资料)2o12年第25期)三文。 

③ “大兵中国话”的日语是“兵睬支那吾吾”，这一用法源自竹内好。参见安藤彦太郎『中国话 匕近代 日本』、岩波新害、1988 

年、l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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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称个体时，还会使用“太君”一词。本来，“太君”是中国古代官员母亲或妻子的封号，这一用法 

始于唐朝。《事物纪原》卷一记载 ：“唐制四品妻为郡君，五品为县君，其母邑号皆加太，君封称太， 

此其始也0”①《宋史 ·职官志十》中亦记载了大臣母妻的封号：母封国太夫人、郡太夫人、郡太君、 

县太君，视官阶为次。② 后来，“太君”也被用来尊称他人的母亲。广为所知者，历史上有宋代的佘 

太君(其本姓折，后误传为佘)；文学作品《红楼梦》里有贾母史太君。显然，古代所说的“太君”与 

军人、日本人是毫不相干的。那么，抗战时期中国人所说的“太君”一词究竟由何而来呢?要弄清 

这一点，首先必须从该词的实际应用入手，找出其应用对象及所要表达的含义。 

“太君”一词，主要是通过抗Et题材的文学作品与影视剧而广为人知。在小说《平原枪声》中， 

有这样一段描写： 

“欢迎皇军，八路已经跑光了。”杨百顺说。 

翻译官看了看他和红牡丹的穿戴，早已明白了八九，转过身去和一个骑在马上的日本军官 

说了几句话，又对杨百顺说：“太君说你良心大大的好，前面带路。”③ 

很清楚，这里的“太君”是指 日本军官。 

而小说《据点》中出现“太君”的场面则是：胖监工被伪军打了之后，爬起来就往炮楼里边跑。 

站岗的日本兵用枪拦住他，喊道：“混蛋，外边打去，打够了再进来。”胖监工作着揖说：“太君救命， 

太君救命!”( 此处的“太君”，指的是 日本士兵。 

归纳起来 ，文学作品与影视剧中所使用的“太君”一词，无非是用来指称 日本军官或日本士兵。 

这些作品虽完成于不同的年代，反映的却都是抗战岁月。其中所出现的“太君”，从形象的塑造到 

语言的运用，皆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不少我们还耳熟能详。 

此外，那些曾在 日军铁蹄下生活过的人，对 日本的侵略有着切身体会。从他们所亲历的事件 

中，也可以看出“太君”一词在当时是如何被使用的。 

见证 1——龙爪惨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林口县)：那是1935年12月的一天⋯⋯日军翻译问 

大家见没见到抗联 ，说出来皇军有赏。有工人说抗联从没来过，“太君”说工人说谎，又一个个 

追问。⑤ 

见证 2——原河北定州北疃村青年抗 日先锋队队长李德祥回忆说：1942年 5月 27日，鬼子问 

我：“你的良民?”我点头，“太君，我的良民的干活⋯⋯”⑥ 

原本只用于称呼日军的“太君”一词，后来还延伸为对Et本人的泛称。关于这一点，生于 1923 

年的黑龙江省青冈县人屈传芳，在回忆中谈道：日本人 自称大和民族是高于一切的民族，在“大东 

亚共荣圈”内日本人和其他民族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凡是日本人你都得叫他“太君”。⑦ 

时至今日，我们仍能看到或听到人们用“太君”一词来指代 日本人，只不过其形式往往是用来 

开玩笑或讽刺。如《讽刺与幽默》曾于2005年6月24日刊登过一幅题为《太君，都怪我管教不 

① 高承撰，李果订，金圆、许沛藻点校：《事物纪原》，中华书局 1989年版，第31页。 

② 脱脱等撰 ：《宋史》第12册，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4084—4085页。 

③ 李晓明、韩安庆：《平原枪声》，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8年版，第90页。 

④ 邓友梅：《“猎户星座”行动》，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5年版，第246页。 

⑤ 孙邦：《伪满社会》，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246—247页。 

⑥ 新华社解放军分社、北京青年报社：《我的见证—枷 位亲历抗战者口述历史》，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62页。 

⑦ 齐红深：《见证 日本侵华殖民教育》，辽海出版社 2005年版，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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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的漫画。该漫画的文字说明是：“最近，台湾民众接连受到日本的欺负，而台当局却不为民众 

做主。这种亲日态度使台湾百姓愤怒异常。”①该标题中称呼日本人为“太君”，这一用法本身就颇 

具讽刺意味。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太君”二字的使用还是很敏感的。如《市场报))2006年 l0月 

20日报道：“太君”⋯⋯这个Ft本侵略分子的称谓，近Et却被广东东莞一保健品商贸城公然命名为 

市场的名字，而且还高悬牌匾，引起了当地市民的强烈反感。② 可见，在人们的印象中，“太君”一词 

是用来称呼日军或 El本人的。对中国人而言，这个词本身承载着一段屈辱的历史，所以即便是在抗 

战胜利70年后的今天，“太君”一词的使用依旧不可造次。 

二、“太君”的出处 

总的来看，“太君”一词作为对 El军的一种称呼，虽主要出现在有关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侵华内 

容的回忆与文艺作品中，但追溯该词的出处，还应该从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历史谈起。 

自1904年起，日本即在其占领的旅大地区进行奴化教育，强迫中国人学习日语。1932年3月 

伪满洲国成立后，更是将日语称作“国语”，学校教育中则强行以El语为通用语言。虽然当时东北 

地区的百姓中，流行着一句“日本话不用学(xi6o)，再等三年用不着”的顺口{留，但面对现实与生存 

的压力，人们不得不学习或使用日语。当然，在殖民当局的有关政策与利益的诱惑下，也不乏主动 

学习Et语者。因此，在 Et本的殖民统治之下，东北地区的许多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会些 Et语。在此 

期间，还出现了大量的“协和语”。所谓“协和语”，就是 1905--1945年在东北产生的一种汉语和 日 

语杂糅的语言变体。其特点是内部夹杂大量的Et语词及生造词，存在着大量的汉语和 日语语法杂 

糅及汉语规则遭到破坏的现象，如照搬日语格式，将宾语前置等。③ 但是，“协和语”中并无“太君” 
一 词。既非“协和语”，又非Et语，那么用来称呼日军的“太君”一词究竟出自何处? 

为了得出确切结论，有必要对相关的Et方材料予以检视，笔者就此查阅了一些El军战场记录及 

当时在华 日本人的回忆等资料。 

迄今为止，仅在两份 Et方资料中看到有“太君”的记载。这两份资料分别为关屋宏行的《青春 

至死 决断》和矢泽新五的《这条命大概不会活着回去 支那事变的回忆》。④其中的用例多为中 

国百姓和汉奸单纯地用中文喊(或说)“太君”，如“太君”“矢泽太君”“浅野太君、坂场太君”等。⑤ 

出现日本人使用“太君”的例子只有一处：r松尾 c 威氖高  々 『 ／f、现在太君税话了、要 
手一二工 ’／r'／ 

念 品拿来的』 (松尾趾高气扬地说：“喂，刚才太君说了，让你拿纪念品来”)。 松尾乃 日军翻 

译，上等兵，据说曾在北京学过中国话。⑦ 从上面的例子来看，松尾作为日军翻译 ，其中文似乎还不 
千一二工 ’／ '／ 

够地道，语法和发音都有问题。比如他说的中文“ 念 品”被中国僧人有意或无意地听成了“洗 

① 张耀宁：《太君，都怪我管教不严 !》，《讽刺与幽默》，2005年6月24日，第2版。 

② 王松平、刘建国、曾剑伟：《一市场叫“太君”引争议》，《市场报》，2006年1O月20日，第16版。 

③ 参见王文襄、缑瑞隆《殖民语文政策的怪胎——简论伪满“协和语”》，《汉字文化》1990年第2期。 

④ 这两份资料承蒙吴京昴先生慷慨惠赠，在此特表谢忱。 

⑤ 参见阕屋宏行『死如圭 青春 浃断』、文芸社、2001年、271、282页；矢潭新五『生茎 烯扎圭 二 命 支那事变 

记憾』、文芸社、2007年、124、172、209、243、264--265、270、272、277、278页。 

⑥ 矢浑新五『生墨 烯扎圭0 二 命 支那事变 记憾』、172页。从书中的记载来看，作者矢泽应该会 中国话，且好像 

很喜欢学习语言，如书中第207、326页分别记载了他学习新加坡当地人用语和上海话的情形。目前可知 ，矢泽 1916年生，毕业于 

明治学院大学、中央大学法学系，1938年入伍，1941年退役 ，1942年再次应征入伍，在 中国驻扎的时限不详，但其记录在中国作战 

的日记持续三年，此后因全是“令人 目不忍睹的杀戮”，故搁笔不记(参见该书第344页及后记等)。 

⑦ 矢泽新五『生 埽扎丧 二 命 支那事变 记憾』、1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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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盆”，在被队长责问“你究竟说的是什么”之后 ，该翻译很受打击，没敢再用中文说“纪念品”一词， 

而是直接在纸上写了“金仫像”(即金佛像——笔者注)几个字让那个僧人看。① 另外，日军翻译或 

懂中国话的日军士兵的中文水平也参差不齐。以上述两份资料的作者为例，比较而言，关屋的中文 

明显好于矢泽。如，关屋不但听懂且正确地记载了“掌柩(主人)”这个词，而矢泽则记载为“畏 

贵”。② 显然，这是音同字不同的问题。似此，可以认为，日军(或中国人)说的中国话被对方误听 

或误记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关于“太君”的读法，关屋宏行、矢泽新五两书在第一次出现时皆用日语片假名标注为“夕／f 

工 、／”③
，罗马字的读音为：Taijun。至于“太君”的意思，关屋宏行在回忆中记述：r老人e 私 二 

老太君 呼 。世辞 南乃 、自分土 e主为加c二高位 者l：对亨否敬称 南1 。j④其意 

为：“老人称我为太君。这是在恭维我，是对地位远高于自己的人的敬称。”当时，关屋的军衔为军 

曹，属下士官之列，在曹长之下、伍长之上。他自学中国话，1942年曾取得中国话翻译三等证书，前 

后在中国驻留 11年。其中，1935--1945年他作为侵华 日军士兵驻扎天津、锦州、北京等地；1945年 

4月退伍后，以“判任文官”⑤身份留在北京，直至 1946年夏回国。⑥ 他对中国人所用“太君”一词 

的意思理解是到位的，但并没有提到为何会有此称呼。巧合的是，上述两份资料中记载出现“太 

君”的最早年份皆为 1939年，地点则同为河北省。 

此外，笔者发现，日方资料中所记载的中国人对日军及日本人所使用的称呼，出现较多的是 

“大人”二字。通过对这个词的使用及读音的解读，从中似乎可看到“太君”的影子。 

“大人”一词，在中文与日文中皆有，意思也几乎相同，如都表示成人、值得尊敬的人、身份与地 

位比较高的人。中文中，“大人”的读音为“Daren”。在旧时官场，“大人”曾是下属对上司的一种习 

惯称呼，如中堂大人、总兵大人等；及至民国，虽然临时政府曾颁布法令，革除“大人”“老爷”等旧时 

称谓，倡导以官职、“先生”或者“君”等代替之，但仍有不少人因循守旧，尤其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 

穷苦百姓，依然习惯用“大人”等称呼一些有钱有势者。 

日语中，“大人”的音读为“ 匕尢”(Taijin)或“ I：尢”(Dainin)，而表示身份、地位比较 

高的人 ，或德高望重者时，其发音则为“Taijin”( 0 匕 )。在 日本人所写的有关 日军侵华时期的 

回忆中，就有这样的用例。如r奄 早朝、太々e耋夫 店主老速札 善 、私 与c：绍介 L 。绀 

大衣装(裾圭 畏0 中国服)奄着 背 高0 恰幅 、 、 功 c：屯大人岛L 人 J。⑦ 

翻译成中文就是：“那天一大早，太太就带着她当店主的丈夫来介绍给大家。这位先生穿着藏青色 

的大衣(长到脚踝的袍子)、个子很高、仪表堂堂，怎么看都像是一位大人。”显然，这里所谈及的“大 

人”，是纯粹的日语用法。 

总体上看，出现在日军“战场记录”及当时在华 日本人回忆中的“大人”，其读音共有三种，即 
“  

一 L／：，，”(Daren)、“夕 1／、／”(Tairen)或写作“夕一l，／、／”(Taren)和“允0 匕尢”(Taijin)。当 

然，也有只记为“大人”二字，并无读音的。例如： 

① 矢潭新五『生善 烯札圭 、 ‘二 命 支那事变 记憾』、172一l73页。 

② 参见阴屋宏行『死幽圭-Q,青春 浃断』、281页；矢潭新五『生善 缔札圭 、 二 命 支那事变 苫己憾』、173、270页。 

③ JIlI屋宏行『死如圭 青春 决断』、271页；矢泽新五『生叁 烯扎圭 、 二 命 支那事变 记憾』、124页。 

④ 阴屋宏行『死幽圭 青春 浃断』、282页。 

⑤ 所谓“判任文官”，乃 日本旧官吏等级之一，属下级文官，由各政府机关的首长依权限加以任用。 

⑥ 参见I5{j屋宏行『死幽丧 青春 浃断』182、354_355页。 

⑦ 井筒_睾己久枝『大睦 花嫁』、岩波害店、2002年、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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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大人大人、水、水j。① 

2．r大人、二岛之 < 芑 (大人，请高抬贵手)。② 
十才，-4 

3．r大人大人、小孩 (子供)、老百姓J(大人大人，小孩，老百姓)。③ 

4．r大人、大人j(倬0 人 二 ) 命乞 亨弓 屯耩扣 铳贪0 突墨刺L⋯⋯[叫着“大人、 

大人”(指大人物)求饶也不管他，用刺刀刺下去⋯⋯]。④ 

5．r古参兵⑤ 、畴c：土<彼等 、 一)埽 L 具扎为 加匕 ，) 寻招为l二 南否J。 

r俺6二c 分加岛 0功 岛大人c二寻抽乃j 言-3 r大人不行、不行(俸0 兵c耋 幻 幻)j 言 。 

r余程古参兵 恐乃L 岛L 儿老兵不在的时候，他们(此处指被拉夫的苦力——译者注)老是 

悄悄地问什么时候放他们回去。我一说“我不知道，你们去问大人”，他们就会说：“大人不行，大人 

不行(当官的会说不行)。”看起来好像挺怕老兵的]。⑥ 

上述几种情况，姑且将其理解为中文的“大人”之意，不做他解。下面是日方资料中出现的“大 

人”一词三种读音的具体用例。 
4"-- L，’／ 一 I1、／ 

例 1一 I：r大人 、大人 。娘c耋病氖 加岛、命 c于c耋助c于 < 墨0 。男c 将校鹿田老兄弓 

1)土下座聋L、滨聋流L 床l：颈 ‘二亨y) I于．-6 0 为(“大人、大人。我女儿有病，请饶她一 

命。”老人一看见鹿田长官，就跪在地上边流泪边磕头)。⑦ 
矿 一 、／ 

例l—II： 土靳 亨为 、男e r大人、挡腰0 加岛、靳岛 铳 擎，) < 

札j 2二梗允 墨允(就要砍的当口，男子央求道：“大人，求求你!别用刀砍，用枪打”)。⑧ 
三／工 工 穸 '／ 

例2一 I：r谢!谢!大人 ! (谢谢，大人)。⑨ 
一 11'／ 

例2一 Ⅱ：r 7，／f 大人 ⋯⋯危 !! 尢 二 老L允岛括扎 与c耋 ，)允 弓凡 

!!j展民允岛e 挡芑圭岛 加，)允。 圭圭 堤防修理c二来允 c 加})思 允日本兵 、 
4t- ’／ 

札 c土逆c：堤防老切 1)始 。r危 0 !!大人 土世!! 幻 <扎!! (“哎呀大人⋯⋯危 

险!!你们那么干我们怎么办呢!!”农民们不干了。此前似乎以为是来修理堤防的日本兵，谁知反 

倒开始挖掘堤防。“危险!!大人住手!!停下!!”)⑩ 
，  

例3一 I：r大人、何 屯亨为加岛、匕6二加<何 毛)亨弓加岛、 _j加助c于 <札j 私 

足c：寸 })一)L,a <为(他抱着我的腿说：“大人，干什么都行，反正干什么都行，求你放过 

我”)。⑩ 

① 松同壤编『南京戟——阴 芑扎 记憾电导招 』、社会评榆社、2002年、82页。 

② 刽俩学会青年部反戟出版委员会编『鲜血 染圭为中国大睦——加害者体验 记碌』、第三文明者、1983年、3l页。 

③ 神吉睛夫编 三光—— 日本人 中国(：扫c于为戟争犯罪 告白』、光文社、1957年、95页。 

④ 藤田尚『大戟末期忙中国戟缘 』、(大阪市港区)港新闻社、『平和 扫】)戟争体验话9继 -)』、141号、2011年5月15日。 

⑤ 日语中，“古参兵”意为'-3兵一年以上的老兵，也叫“古年兵”；一年以下的新兵则称作“初年兵”。 

⑥ 佐藤贞『卓睬圭尢 岛』、新凰舍、2004年、141页。 

⑦ 星徽f私把岛 中国 L把二匕—— 中国烯遂者速络会 人 匕』、绿凰出版、2002年、204页。 

⑧ 星徽『私 与 中国 L l二 —— 中国埽运者速络会 人 』、224页。 

⑨ 柬史郎『扣 南京7。 I-一’／：一召集兵 体验 L允南京大虐投』、青木言店、1987年、126页。该书中多次出现“大人”一 

词(78、158、168页)，除个别(182页)外，基本都标注了“夕 5-"”的读音。柬史郎的『柬史郎日记』(熊本文化会馆、2001年)中 

出现的“大人”一词，则全都没有标注读音。 

⑩ 神吉晴夫编f三光—— 日本人 中国I：扫l寸为戟争犯罪 告白』、61—62页。 

⑩ 砻】俩学会青年部反戟出版委其会编『鲜血忙染未否中国大陛——加害者体验 记绿』、l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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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一Ⅱ：r南 大人 、屯 璋春 市畏 ，) 人 瞵 中国人 教之 <扎允(旁边的中 

国人告诉我说：“那个大人(或译为‘当官的’)，是原来的珲春市市长”)。① 

上述三种读音中，例 1和例 2中的“ 一 l，／、／”(Daren)和“夕／r 、／”(Tairen)显然是对中 

文读音的模仿 ，无须多言。值得注意的，是例 3中“ 匕 ”(Taijin)的发音与用法。可以认 

为，例 3中之所以特意将“大人”注以“ 0 匕尢”的读音，是为了表示其听到中国人所讲的就是 

“tc 匕／乞，”(Taijin)。至于这个“Taijin”是中文还是 日语 ，当时在华的日本人也说法不一。因为 

在他们所写有关中国人同 日本兵讲的日语，以及 日本兵所说中国话的例子中，都出现了这个词。 

认为“Taijin”是中国人所说 日语的，将其记述为：r支那人 日本 c耋⋯⋯ 大人』(tc 匕尢) 

(主l二日本罩 将校)⋯⋯ ②即，他们认为中国人所说的“Taijin”是 日语，主要是用来指代 日军 

军官。 
， 、 

，  

与此相对，认为“Taijin”是中文的则记载：“大人”(殿土I)毛)上 者c：使弓敬 )，是对地位、 

身份比大人、先生还要高的人所使用的敬语，这是日本兵一到中国战场就学会的中国话之一。通过 

文字判断大概就能明白其意思，所以使用起来很方便。③ 日本兵说的中国话，即“大兵中国话”，其 

日语原文为“兵 支那 ”。中日关系史学家安藤彦太郎认为：“战争期间，数百万 日本人作为士兵 

和‘在留邦人’来到中国大陆。但其中大部分人并不想学中国话。他们，特别是士兵们使用一种自 

认为是中国话的奇妙 的语言，对方中国人却认为是 日本话。这种语言通俗地称为 ‘大兵中国 

话 ’。”④在此背景下，双方很容易出现语言理解与认识上的错位。这种错位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之 
一

，就是对“Taijin”的各自理解和表达。 

不可否认，会有中国人用日语说“大人”一词，且说得比较地道，发其音为“允 匕尢”(Taijin)， 
， 1 

抑或是借助翻译，将中国人所说的“大人”(Daren)译成日语的“大人”(Taijin)。但是，即便考虑到 

中国南北各地的不同方言与发音，也很难想象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会将中文的“大人”说成“Taijin”。 
卜 

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例 3中所记述的“大人 ”一词究竟是日本人对中国人所说中文的理解，还是 

对其发音的注释?若是对中文的理解，则另当别论 ；但若是对发音 的注释，那么“允 匕／i／” 

(Taijin)所对应的中文应该是什么呢? 

至此，依据“大兵中国话”的解释可以推断，当 日本兵认为 自己所说的读音为“ 0 匕尢” 

(Taijin)的“大人”是中国话时，中国人却将其当作 日语加以接受；在必要的时候，还对其进行模仿、 

使用。亦即，中国人在与日军及日本人接触的过程中，听他们用“Taijin”来表示尊长，也就依样画葫 

芦地学着用“Taijin”来称呼对方。问题是 ，在使用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些走样。结果，中国人就取其 

谐音，将“Taijin”一词以古已有之的“太君”(Taihun)二字读之、用之，并理解为代表“长官”之意。 
，L1卜 

反过来，当他们如此使用时，日军则将其当作自己所熟悉的日语“天天”或新掌握的“大兵中国话” 
、匕尢 

“大人”加以接受。 
，  卜 ， 

概而言之，由于“大兵中国话”中“大人 ”一词的发音是地道的 日语，所表达的意思也与 日语相 

近，因而比较容易被 日本兵接受并掌握；而 日本兵的所谓中国话，却令不谙 日语的中国人以为是 日 

① 文芸春秋编『墨札 、扣 满州』、文芸春秋、1984年、185页。 

② 向山宽夫『粤漠戟地彷徨记』、中央柽济研究所、1994年、143页。 

③ 参见曾根一夫『私记南京虐投——戟史忙 岛 0 戟争 话』、彩流社、1984年、161页。 

④ 安藤彦太郎著，卞立强译：《中国语与近代 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第88页。 

93 



 

日战争研究 2015年第4期 

语。在这样的错位交流中，中国人模仿使用的日语“太君”(Taijun)就应运而生了。所以，从源头上 

看，“太君’’应是中国人对日本人所使用的“大兵中国话，，中“笑 ”一词的音译。 

三、“太君”的对应与内涵 

如前所述，虽然日语中并无“太君”一词，但由于中文“太君”的发音“Taijun”与日语“大人”的 

发音“Taijin”比较接近，所以中国人所说的“太君”被 日军或 日本人理解为“大人”的情况应该是存 
、0、卜 

在的。在此基础上，对上述史料予以倒推，可以发现，例3中的“大天”或许就来自中国人所说的 

“太君”。若果真如此，则例3一 I也可译为：他抱着我的腿说：“太君，干什么都行，反正干什么都 

行，求你放过我”。例3一Ⅱ可以译为：旁边的中国人告诉我说：“那个太君，是原来的珲春市市长。” 

这两例的发生地分属中国不同的省份，例 3一 I出现在 1942年的江苏常熟，例 3一 Ⅱ则见于 1946 

年的吉林珲春。可见，该词在当时中国的使用相当广泛。 

由此类推，中方资料所记载的日本人也说“太君”，应是对其所说“大兵中国话”“大人” 

(Taijin)一词的误听。如《北京青年报》曾报道：1947年晋中战役期间，徐向前把阎锡山的精锐野 

战兵团大部歼灭，其中包括阎锡山在抗战胜利后收编的不少 日本军人。这些 日本军人一听到徐 

向前的名字就胆战心惊。当时，解放军战士冲进一间日本兵的屋子，为首的 日本军官拦上来问： 

“你的太君的徐向前?”战士大声说：“是的。”日本军官转头一声呼叫，满屋的敌人立刻缴械投 

降。①此处，如果用“大兵中国话”来加以对应，那么这名日军军官所说的原话可能就是：“你的 
【 

大人的徐向前?”当然，有可能如前述资料所言，日军中也有人会说中国话并能正确地使用“太君” 
一 词。 

所谓的“大兵中国话”并不仅为日军所用，普通的日本人也会用，而且其使用地亦不仅限于中 

国，在 日本国内也会听到。因为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大兵中国话”是从当时 日本人所说的、作为 

“战争外语”的中国话演变而来②，所以中国人在日本本土所听到的、日本人说的“太君”，同样也应 

是对其所谓“中国话”“大人”(Taijin)一词的误读。例如，曾被强掳至日本秋田县花冈镇做劳工的 

刘开彦回忆 ：1945年，日本国内工矿企业的工头，多半是战场上受伤的军人退伍后充任，守卫人员 

大半也是女人⋯⋯几个(日本)女人用竹尖子武器从后面对准我的脖子，问：“口头猫(小孩)，你的 

太君死了死了的，你的明白?”我说：“不明白!”实际上她们说的是太君死了，我还真不知是咋回 

事。③ 这里，日本女人学说中国话，使用了“太君”“死了死了”“你的明白”几个词。其中的“太君”， 
一

 ̂

指的是日本工头，将其还原为“大人”一词的发音“Taijin”，从意思上也是说得通的。况且，“你 ” 
三二／， 叉 哆于 穸 -y、／ 

“明白”“死了”“大人”等话语，是典型的常用“大兵中国话”。④ 

那么，为何原本是称呼长官的“太君”，后来却成了对 日军的一种指代了呢?这一点，与新中国 

成立前普通百姓将国民党兵统称为“老总”的做法有相似之处。“老总”原本仅是指作为最高军事 

长官的总司令，但后来却演变成无论对国民党当官的还是当兵的，一律以“老总”称之，以示尊敬、 

客气和讨好。同样，中国的普通百姓最初称呼日军军官为“太君”，后来却蔓延开来，不管“鬼子”的 

① 王志军：《徐向前 越是硬仗越向前》，《北京青年报》，2001年 5月14日，第4版。 

② 参见安藤彦太郎『中国帮匕近代 日本』、10O一1o6页。 

③ 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劳工血泪》，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6_247页。 

④ 参见曾根一夫『私记南京虐投——戟史 岛 、戟争 话』、l60一l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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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大小，统称其为“太君”。因此才会出现：中国人所使用的“太君”，有时被用于指代 日军军官， 

有时被用来称呼日本士兵。这种称呼既不见于当时官方的报章文件中，又非社会上层的用语 ，仅在 

普通百姓中口耳相传，故而难以确定其最早的使用年份。不过，从 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来看，该词 

首先出现在 日俄战争之后的中国东北地区，然后才传播到中国其他地方。另外，在一些译著中，将 
一  ’／ 一  '／ 

明显是中文“大人”发音的“大人 、大人 ”①，以及源自上海话“先生”一词发音的“三／一廿、／、三，／一寸 

、／(兵 芑允、兵陈 尢)”②，统统都译成了“太君、太君”。③ 此种译法，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太 

君”一词的流传与影响。 
，0 { ， 

需要指出的是，选择“太君”二字作为“大人 ”一词的音译 ，发音近似固然是主要原因，同时，也 

不可忽视其中所隐含的文化因素。中文“太”字有高一辈、极大、至高之意，而“君”字不仅有主宰者 

之意，且是古时的一种尊号，同时还是一种对人的敬称。前已述及，“太君”一词在古代本身就表示 
一 定的社会地位与身份。此外 ，在道教中，简称为“太君”的“太上老君”为“三清”尊神之一。在人 

们的意识里，“太”和“君”都表示尊重、尊敬之意，听起来仿佛高高在上。当然，对于作为侵略者的 

日本人，中国人痛恨尚来不及 ，何谈敬重。然而，在侵略者的淫威之下，中国的普通百姓出于恐惧与 

无奈，当面只有对日军谦卑以示讨好，于是管他职务大小、级别高低，都客气地称其为长官；听他们 

称尊长为“Taijin”，也就学着喊“Taijin”。在用汉字的近似音为其找对应词时④，就将高高在上、为 

所欲为、如太上皇般的侵略者与“太君”二字联系了起来，称呼“鬼子”为“太君”。可以说，抗战时 

期中国人所使用的“太君”一词，因是对侵华 日军使用的“大兵中国话”“大人”的音译，所以乃殖民 

文化的产物；而选择“太君”二字作为音译的对应词，则体现了殖民统治下侵略者与被奴役者之间 

地位的尊卑。 

[作者孙雪梅，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日语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参见星徽『私 与 中国 L 二 —— 中国烯遂者速络会 人 E』、204页。 

② 参见河村美太雄『亲否芑匕，＼ 道——皇军兵士 蜃史热馘』、静同教育出版社、2000年、247页。 

③ 河村美太雄著，屈连璧、丁大等译：《一个日本老兵对侵华战争的反思》，东方出版社 2003年版，第 174页。星彻著，叶世 

纯、张应祥、刘雨珍译：《日本老兵忏悔录》，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82—183页。 

④ 仅就“Taijin”中的“Taj”来看，中日文不仅发音相近 ，汉字书写也相同。因为日语“Tai”本身就可写作“大、太、台、睬”等汉 

字，日军中就曾有人借此恶搞，将“中睬畏”写作“中太”(意为“中粗”)。参见星徽『私 岛 中国℃L允l二匕—— 中国埽遂者速 

络会 人 匕』、1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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