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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逊位后做过寓公、伪满洲国皇帝、战犯，最后被中国共产党改造成
新中国公民。
溥仪的复杂人生折射出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沧桑巨变，其传奇经历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引人
深思，所以，直到今天，国内外各界人士仍然对溥仪有着浓厚的兴趣，在国内外形成了热度不减的溥
仪热。
近年来，中外研究溥仪的著述有许许多多，涵盖各个方面，观点也是见仁见智。
日本大正大学教授中田整一先生长期研究溥仪，他根据林出贤次郎所记《绝密会见录》，并参考其他
历史文献，经过潜心研究而著《溥仪的另一种真相》，丰富了溥仪研究的成果。
中田先生的学生中国留学生影雪将此书译成中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溥仪的另一种真相》以《绝密会见录》为重要依据展开研究，具有很珍贵的史料价值。
林出贤次郎，伪满时期任日本驻伪满洲国大使馆书记官兼溥仪的日语翻译官。
因为这种特殊的身份，他得以陪同溥仪参加重要活动。
他以对话的形式记录了溥仪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等日本军政要人会见（其中也有一些是伪满国务总理
与日本要人的会谈记录）的情况。
《绝密会见录》记录了从1932年11月到1938年4月，历时五年零五个月，共计496次会见情况。
每次会谈记录包括日期、时间、场所、人物及内容，从其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理出伪满洲国人事安排、
溥仪访日、登极大典、帝位继承、溥杰婚事、溥仪选妃等诸多事件的台前幕后。
正因为如此，《溥仪的另一种真相》一书的出版，对研究溥仪生平，特别是他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行
为、心理，都提供了新的视角和重要的史料，可供我们比对和参考；对研究日本操纵利用溥仪对中国
东北实行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历史及日本关东军所谓的“内部指导”原则和方法等，也有着重要
的参考价值。
伪满皇宫博物院是建立在伪满皇宫旧址上的宫廷遗址型博物馆，建馆以来，在研究溥仪方面积累了大
量文物、资料和研究成果。
为帮助人们认识真实的溥仪，我们举办了《从皇帝到公民》展览，真实地展现了溥仪从清朝末代皇帝
、伪满傀儡皇帝和战犯改造成为新中国公民的传奇经历，揭示了溥仪沉浮的人生与其所处的历史时代
的关系。
2005年，该展览荣获第六届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展览评选精品奖。
同时，我们精选照片和文物组成流动展览，到全国各地展出，所到之处深受观众欢迎和各界好评。
许多人正是通过这个展览了解了溥仪，了解了中国共产党以博大胸襟对战犯实行人道主义改造政策的
光辉以及成功改造封建末代皇帝这一世界奇迹。
伪满皇宫是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推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历史见证。
伪满时期，溥仪的很多“绝密会见”都是在伪满皇宫进行的，《溥仪的另一种真相》中译本的出版，
对我院进一步深入研究溥仪，以及与日本开展学术交流也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承蒙上海人民出版社之厚爱，得以先期拜读《溥仪的另一种真相》中译稿，适逢付梓之际，寥寄数语
，并仅以我个人学术追求之精神，表达对该书刊行的期望和祝贺。
伪满皇宫博物院院长  李清2009年4月9日于长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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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中田整一曾是NHK电视台近代史记录片的制片人，在进行二战题材取材的过程中，偶然发现
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和历代关东军司令官的“绝密会见录”。
“绝密会见录”由一直担任着溥仪的随从翻译林出贤次郎暗中记录，内容包括溥仪和关东军司令官等
日本要人的会谈内容，堪称伪满洲国的最高机密。
    本书稿围绕《绝密会见录》展开，作者又进行了多方实地佐证，并在和其他资料进行比较对照的基
础上完成了本书。
作者从庞杂的绝密文件中，以全新的视角解读了和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有所不同的历史真相。
内容包括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之间相互欺骗，相互利用的对话、“日满议定书”的签订 、关东军对“
满洲国”的操控、溥仪的健康秘密、人事对立、关于帝位继承问题的密约、溥仪不得不放弃复辟清朝
等，全书共计20万字。
在出版后获得日本每日新闻社主办的“第60届每日出版文化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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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田整一，1941年（昭和16年）出生于日本熊本县。
从九州大学法学部毕业后，1966年进入NHK电视台工作。
作为制片人，参与了《日本史探访》、《NHK特集》、《NHK特别节目》等主要以现代史为中心的
历史记录片的节目制作。
制作了《监听戒严指令——有关二·二六事件的秘录》、《记录昭和》、《被抹杀的真相——二·二
六事件东京陆军军法会议秘录》、《大英博物馆》、《记录太平洋战争》等多部作品。
1988年，荣获广播电视文化基金个人奖，此外，还获得过文化厅艺术节优秀作品奖，日本新闻协会奖
等多种荣誉。
 
    中田整一历任NHK电视台编成主干（特别节目部部长），NHK教育台常务，大正大学教授。
曾参与撰写《大英博物馆·全六卷》（NHK出版社，合著，1990）、《太平洋战争·日本的败因·全
六卷》（角川书店，合著，1993）、著有《Muntinlup的夜已深——气节之女·渡边滨子的一生》
（NHK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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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被埋没了的“满洲国”最高机密我第一次看到这些文件，是在位于和歌山县御坊市一户姓林出的世家
中，一间铺着榻榻米的日式房间。
那一天，林出家的主人林出贤三，从里院的书房沿着走廊搬出这些文件，放在客厅内用榉木做成的结
实的桌子上。
从放置时发出的沉重的声音，可以知道这些堆积如山的文件的分量。
文件共有十来册，堆起来足有一米多高。
这些文件都用白色的和纸作封面，并经过一番精心的装订，从装裱上就可以看出收藏者对这份文件的
珍视程度。
封面上没有标题，而在封面的背面，用独特的字体写着“绝密会见录”五个字。
“这是父亲贤次郎遗留下来的文件。
父亲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决不要把库房里的东西给任何人看。
整理父亲的遗物时，偶然在仓库里发现了这些文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父亲一直以来都严守着
的秘密啊。
”贤三对我说。
贤三的父亲林出贤次郎长期在外务省工作，在“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的“日本大使馆”担任
书记官时，有好几年兼任“满洲国皇帝”溥仪的翻译。
“这是'陛下'和郑'总理'亲自赠送给父亲的家宝”，贤三指着一幅挂在壁龛上，另一幅挂在门楣上的书
法作品说道。
挂在壁龛上的是经过郑重装裱的“满洲国皇帝”溥仪的墨迹，门楣上的匾额则是“满洲国”第一代“
总理”郑孝胥的书法。
溥仪的书法继承了王羲之流派的高雅，他是被公认的书法家。
“父亲经常提起，'陛下'时常严格地评论郑孝胥的书法：'用笔有力，但有不合笔法之处，恐怕学的是
魏碑流派吧。
'溥仪本人则非常敬仰王羲之，心情好的时候会应来客的要求挥毫泼墨。
凭着能把墨汁飞溅到窗帘上的势头，一气呵成一幅雄浑有力的书法作品，常引起全场宾客一片惊赞。
”贤三叙说着父亲生前告诉他的关于溥仪的一些回忆。
挂在客厅里的这些书法作品，其实已经比任何资料都更能证明林出贤次郎和“满洲国”中枢的密切关
系。
收藏在林出家仓库中的《绝密会见录》，以对话的形式生动地记录了“满洲国皇帝”溥仪和日本方面
的要人、名人会见(会谈、谒见)时的谈话内容(其中也有一些是“满洲国国务总理”和日方要人的会谈
记录)。
可想而知，这部文件是外界绝对无法知道的“皇帝密室会谈记录”。
记录者之所以用“绝密会见录”这一标题，与其说是想表明这是一份“顶级机密会谈记录”，倒不如
说更想强调“属于最高机密的会谈内容被记录并发送”这件事必须严格保密。
《绝密会见录》的记录，从1932年(昭和七年)11月开始，到1938年(昭和十三年)4月结束，历时五年零
五个月。
1932年是“满洲国”成立之年，1938年是中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年。
这五年零五个月，“满洲国”的“法律”和制度逐渐走上了轨道，是新建立的“满洲国”正要从青年
期走向壮年期的最重要时期。
长达五年零五个月的《绝密会见录》，所记录的会见(会谈、谒见)时的谈话内容，共计四百九十六回
。
与溥仪进行会谈的日本人有二百十余名。
与会见次数相比，出场人物的数目要少一些，这是因为与同一个人进行了多次会谈。
这个重要人物就是关东军司令官。
在“满洲国”，历届关东军司令官都同时兼任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正如在前言中所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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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关东军司令部制定的法律以皇帝的名义颁发”，并且为了能把“日本的政策动向，日本政府
的目的、意向及时传达给皇帝”，溥仪每个月有三次会谈，是与关东军司令官进行的。
因此，在《绝密会见录》中作为会见成员登场的人物，主要为关东军司令官，他们依次是：武藤信义
、菱刈隆、南次郎、植田谦吉这四任关东军司令官。
除此之外，和军部有关系的会谈成员还有：陆军大臣林铣十郎，前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次长杉
山元，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小矶国昭、多田骏、今村均、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海军
的末次信正、古贺峰一、高桥三吉等影响了昭和史的高级军官们。
军部之外的会谈成员，则有秩父宫、久迩宫、伏见宫、闲院宫、梨本宫、贺阳宫、朝香宫等皇族成员
以及东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畅、西本愿寺门主大谷光照，外务省官员：有田八郎、重光葵，经济界人士
：藤山雷太，还有“满铁”总裁林博太郎、松冈洋右、主导暗杀张作霖的关东军高级参谋后成为“满
铁”理事的河本大作、参议员矢田七太郎、关东厅长长冈隆一郎、宫内府次长人江贯一等在“满洲国
”的日方高级官员们。
医学界的胜沼精藏、东京帝国大学的笕克彦、平泉澄、画家前田青村等一些学者和文化界人士也在其
中。
与溥仪会谈过的人物范围很广，会见录中还有围棋手吴清源和木谷实“御前”对局时，谒见溥仪的会
话记录。
《绝密会见录》所记录的会谈内容，涉及许多方面：“满洲国”的人事组阁；关东军和“皇帝”、“
国务总理”在人事安排上的交涉；有关“国政”的议案；溥仪的访日；“满洲国”的“帝室大典”；
“帝位继承”问题；有关“满洲国”的国际形势；日本国内发生的“二·二六”事件；“满洲国”高
官被逮捕正法事件；热河作战的始末；卢沟桥事变和中日战争战况；关于日本皇室的话题；“皇弟”
溥杰的婚事；溥仪的“侧室”问题；日本移民和“满洲国”民众的摩擦；“满洲国”农民穷困的生活
状况；对“日满”双方有关人物的评论、各种流言丑闻；以及溥仪的兴趣、艺术观和他渊深的中国古
典文化知识等方方面面。
《绝密会见录》把在“满洲国”初创时期属于最高机密的会谈，事无巨细都记录了下来，实在是一部
珍贵的记录文件。
关于《绝密会见录》，就连林出的儿子贤三也从未听父亲贤次郎提起过。
自从1938年(昭和十三年)1月，林出“宫内府行走”的职务突然被解聘以后，在长长的五十年岁月里，
这本绝密记录就一直被深藏在和歌山县御坊市的仓库中，没有任何人知道。
1967年(昭和四十二年)10月，溥仪因病去世，享年六十一岁。
在他生前，曾在1946年(昭和二十一年)8月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的证言中以及自传《我的前
半生》里，谈到了很多有关“满洲国”的事。
可是他绝对想不到，在这个世界上，会存在着一份原原本本记录着他本人谈话内容的文件。
通过这份详尽的会谈记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迄今为止无人知晓的“满洲国”真实的一面。
《绝密会见录》可以说是绝密的公文，是向日本外务省最高领导持续发送的、有关关东军司令官等人
与溥仪等人绝密会谈内容的公文。
这份与昭和历史相关的重要记录，为什么会被埋藏在林出家的仓库中直至今日？
对此，贤三是这样说明的：“父亲一直受'皇帝陛下'的宠爱，他怕给'皇帝'带来麻烦，在父亲生前，这
份《绝密会见录》不要说是外人，就连家人都不曾看见过。
估计是昭和十三年从中国回日本时，父亲把这份文件混在家具中，小心翼翼地带了回来。
如果被军部发现，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
”的确，从《绝密会见录》的内容来看，当时如果泄露了这份与“特命全权大使”，也就是关东军司
令官有着密切关系的文件，将会因泄露军事机密而受到严厉处罚，这是可以想见的。
贤三继续说道：“这一份是留在'满洲国'的副本，正本是发送给外务省的，想必留在外务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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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与《绝密会见录》相遇，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当时，《绝密会见录》主人公林出贤次郎的第三个儿子贤三把经过仔细复印和装订的《绝密会见录》
以及附属资料交给了我。
贤次郎在资料封面的背面写了“绝密会见录”几个大字。
此后二十年，这份庞大的“满洲国”绝密记录一直放置在我家书架的一角。
1985年，我在制作电视节目时，使用了《绝密会见录》的部分资料，并打算在适当时候对这份资料仔
细地进行再调查和整理。
岁月匆匆流逝，我却一直没有机会着手做这件事。
这期间，参加了外交史料馆工作，当时是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的细谷千博和当时是筑波大学教授的臼井
胜美与我商量，能否把保存在林出家的这些资料交给外务省收藏。
我也认为虽然《绝密会见录》的正本因战乱而丢失，林出贤次郎留下的是副本，但是这份珍贵的记录
应该由外务省的外交史料馆收藏并公开，用于研究，这也一定符合贤次郎的遗愿，于是和贤三进行了
商量。
贤三爽快地答应了我的提议。
从这以后，《绝密会见录》便由外交史料馆收藏。
晚年的贤次郎整日在慈光庄书院读书诵经，在书院深处整理的有关“满洲国”时代的日记也被国立国
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收藏。
我和《绝密会见录》的缘分，原本就是从与宪政资料室的广濑顺皓聊天开始的。
《绝密会见录》是我准备了二十年的题材。
与《绝密会见录》的相遇，也使我认识了很多人。
和歌诗人、作家迈见久(音译)便是其中一人。
迈见曾去和歌山调查《绝密会见录》，并前往北京与溥杰见面，但是自己并没有执笔有关《绝密会见
录》的书籍。
她早就劝说我写这本书，于是在这个春天，我再次走访了中国东北部，曾经的满洲。
战后六十年的今天，日本急速地趋于保守化，国家主义抬头。
一些政治家、媒体、评论人也有趁机进行煽动的倾向。
“九·一八”事变成了昭和历史的转折。
在这股湍急的历史浊流面前，许多保持冷静的人想截住这股浊流，可是他们发出的理性声音在军部和
恐怖事件的威胁下被这股浊流吞噬了。
如果失去与亚洲近邻各国的友好和相互信任，日本是没有前途的，这一点不言而喻。
现在大家究竟需要什么？
如今回顾思考“九·一八”事变和“满洲国建国”时代，两国所走过的历史，应该不会徒劳无益吧。
为了方便读者阅读，本书在引用《绝密会见录》时，将文字改成了最新版本，并适当地进行了换行和
添加标点符号。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受到了各方的关照。
其中有对我进行了有关陆军知识指点的三十年来的知己——军事史研究第一人森松俊夫，特别应该提
及的、使我有幸与《绝密会见录》这一珍贵资料相遇的林出贤三(已故)和原国立国会图书馆的广濑顺
皓(骏河台大学教授)，以及协助解读《绝密会见录》、当时在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工作的资料保管员栗
原健。
在此，我再次向诸位深表谢意。
我的友人——藤泽隆志编辑参加了本书的编辑，可以说没有藤泽的鼓励，我不可能执笔此书。
幻戏书房编辑部的田口博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在两人的全力帮助下，我终于写成了这本书。
在此，我再次向两位表示衷心感谢。
中田整一200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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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从内容的重要性和绝密程度来看。
这是五十年一次，不，是百年一次的重大发现。
 作者从庞杂的绝密文件中，以全新的视角披露了溥仪伪满生活的另一种历史真相，与其自传《我的前
半生》有所不同。
本书最吸引人之处，是通过溥仪与关东军司令官相互欺骗，相互利用的对话，窥视到让人充满疑问的
“满洲国”的本质。
从“日满议定书”、“皇帝即位仪式”、“皇帝访日”、“人事对立”、“帝位继承”到溥仪不得不
放弃复辟清朝的念头，整个过程，都让人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哀。
　　——日本《每日新闻》“满洲国”是“皇帝”溥仪复辟清朝？
还是关东乍策划的傀儡国家？
本书的作者——挖掘了二·二六事件等珍贵昭和历史资料的电视记录片制作人，以新发现的资料——
由溥仪的翻译林出贤次郎记录的“绝密会见录”为基础，揭开了“满洲国”中枢的秘密。
写下了埋没在历史深处的史实。
战后六十年的今天，本书会让读者对“满洲国”有新的认识。
　　——保阪正康（日本著名历史学家）最令我感兴趣的是父于“满洲国”的“皇位继承”问题。
由于溥仪没有孩子，为了继承人的涎生，围绕着选“后妃”的问题，溥仪和关东军之间展开了一场微
妙的明争暗斗，并且秘密签订了一项父于“皇位”的继承协议。
在这项协议中，确定了如果溥仪没有男孩诞生，皇位继承人将根据日本天皇的意思来决定。
由本书作者首次揭露的这一事实，不容嚣疑地说明了“满洲国”完全是一个傀儡国家。
　　——户部良一（防卫大学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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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伪满皇宫博物院特别推荐《溥仪的另一种真相:秘藏在日本的伪满皇宫最高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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