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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和日本是“一表带水”的近邻，两国间有着两千年交往的历史。
其问，既有长时期的友善与交流史，也有近代的九一八事变这段不幸交恶的历史。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就处心积虑地策划并推行了一条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大陆政策”。
其基本内容，概括地说，就是以“征韩论”为开端，并以“征服满洲”、“经营满洲”为重点，实现
“征服中国”、最后“征服世界”的侵略政策。
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开始军事入侵中国东北。
在1904年的日本和俄国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中，俄国战败，日本从俄国手中获取了中东铁路南段
和旅大的租借权，将中国东北南部地区变为其势力范围。
特别是1931年，日本通过阴谋制造九一八事变，大举进攻中国东北。
由于蒋介石南京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使日本侵略军得以迅速占领了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
四省及内蒙古东部地区的东北全境。
之后，日本侵略者又一手炮制和操纵以清废帝溥仪为首的殖民政权——伪满洲国，对东北人民实行残
暴的军事法西斯殖民统治，疯狂掠夺东北资源，残酷镇压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把东北变成了它扩大
侵华战争和发动亚洲、太平洋战争的军事基地。
1945年8月，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支援下，最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结束了日本对中国东北
的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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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由中日两国学者合作研究和编著的主要面向青少年的通俗历史读物，在当今中日两国就如
何认识日本侵华战争这一重大历史问题尚存分歧，无法有国家组织撰述日本侵略和殖民统治中国东北
历史的情况下，由属于民间的中日两国学者合著，充分发掘和利用中日两国保存的历史资料，通过共
同研究和讨论，在取得共识的基础上，撰写出了符合历史真实的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伪满洲国的真相>>

作者简介

　　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编纂委员会与总编室于1986年成立，组织东北专家
、学者搜集、整理东北沦陷时期的历史资料，编纂东北沦陷十四年史。
现已出版综合著作《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苦难与斗争十四年》（上、中、下）；专著有
《满铁史》、《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调查与研究》、《九一八国难
痛史》、《劳工的血泪》、《日军暴行录》（辽、吉、黑卷）、《东北抗日联军》等。
目前正在编纂《东北沦陷史》（全史）。
　　日本殖民地文化研究会，日本殖民地文化研究会坚持近代日本历史的整体——包括文化方面在内
，必须将日本对其邻国所进行的侵略以及占领也纳入视野的历史史观，为继承和发展自1989年秋季以
来持续举办了14次国际研讨会的日本社会文学会地球交流局的事业，于2001年10月先成立了“殖民地
文化研究会”，并在2007年7月扩展为学会。
办有学会研究刊物《殖民地文化研究》（年刊，不二出版社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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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与军事　1?治安机构 　　关东宪兵队　　伪满警察　2?镇压的实态 　　“讨伐”、“围剿”抗日武
装　　平顶山大屠杀　　“集团部落”与“无人区”　　大检举、大逮捕　　“矫正法”与“矫正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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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生化武器公约与日本生化战的准备　　关东军731部队 　　关东军100部队 　　关东军化学部—
—516部队 　　特别输送与人体实验　6?未完结的731部队问题　　战后隐瞒历史与伯力审判　　日本
人为了解731部队真相所作的努力 　　日中民众合作实现的细菌战审判　　第一次审判和判决所明确
的今后的课题第五章　经济与产业　1?“满洲国”的经济政策 　　货币的统一与“满洲中央银行”　
　“满洲国”的财政　　铁路的建设　　统制经济的构想　2?“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 　　“第二
期经济建设”的开始　　五年计划的策划制定　　扩大计划和设立“满洲”重工业会社　　五年计划
的挫折　3?成为日本经济的附庸 　　“满洲”市场与日本资本　　日本的外币问题和“满洲国”　　
“满洲国”经济统制的强化　　战争末期的日“满”关系　4?“战时”流通统制 　　经济统制的扩大
　　流通统制的实施　　流通体制的矛盾　　流通统制和中国民族资本的抗衡　5?经济掠夺 　　九一
八事变后的满铁　　中国民族工业的厄运　6?劳动新体制 　　劳动统制　　“勤劳奉公”与“勤劳俸
仕”制度　　万人坑　7?从金融合作社、农事合作社走向兴农合作社 　　伪满的合作社运动　　兴农
合作社与粮谷“出荷”第六章　农业移民　1?移民政策的开展 　　试验移民的开始　　移民政策的正
式实施　　移民政策的目的　　移民的形态　　移民政策的组织和制度　2?“大陆新娘” 　　试验移
民时期的“大陆新娘”政策　　正式实施移民事业时期　　末期的政策和战后的新娘们　3?移民实况
和中国民众 　　掠夺土地与民众的抵抗　　移民团与中国民众　4?朝鲜人农业移民 　　初期的“满洲
国”与朝鲜族农民　　中日战争期间的朝鲜移民第七章　文化·教育·宗教　1?“满洲国”的教育政
策 　　殖民地教育政策的目的　　对教育行政的统制　　教育统制的内容　　“新学制”的实施　　
“满洲国”对教育的损害　2?“满洲国”的中国文学 　　“满洲国中国文学”的胚胎期（1932～1936
）　　“满洲国中国文学”的最盛期（1937～1940）　　“满洲国中国文学”的衰退期（1941～1945）
　3?在“满”日本人、朝鲜族人、俄国人作家的活动 　　“满洲国”成立之前　　“满洲国”成立后
——从满洲文话会的诞生到满洲艺文联盟的成立　　中国人、朝鲜族人、俄国人作家及其比较　4?“
满洲国”的出版——杂志与报纸 　　“出版法”　　杂志与单行本　　报纸　5?满映 　6?宗教统治与
惟神之道 　　宗教统治　　惟神之道　　对宗教的利用以及对宗教界人士的迫害第八章　“协和会”
与“五族协和”　1?“满洲国协和会” 　　“协和会”的成立　　总动员态势与“协和会”　2?在“
满”日本人 　　人口的增加　　到“满洲国”就业　　“新京”的商业街　　“新京”的主要产业和
企业经营者　3?“五族协和”的实质与民众的悲惨生活 　　“分而治之”的民族统治政策　　全面配
给　　大抓“经济犯”　　抓“浮浪”第九章　反满抗日运动　1?反满抗日运动 　　东北抗日义勇军
　　江桥抗战　　土龙山农民暴动　　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文化教育界的反日斗争　2?抗日民族英
雄杨靖宇 　3?日本人民的反战活动 　　日本人民的反战活动　　满铁调查部事件第十章　伪满洲国的
崩溃　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关东军崩溃　八路军挺进东北、东北抗日联军配合苏军作战　溥仪出逃与
《退位诏书》第十一章　“满洲国”究竟为何物　1?中国方面的总结 　　“满洲国”政权的本质　　
“王道乐土”、“五族共和”的背后　　关于伪满洲国的“建设”和“开发”　　所谓的“满洲新天
地”　2?日本方面的总结 　　“满洲国”的特点　　对中国革命的敌对性　　与苏联的对抗　　殖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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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产业开发　　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实验场　　中国遭受的损失　　民众的身体、生命第十二章　战
后遗留问题及其处理　1?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和改造 　　中国对战犯的审判　　对战犯的管理与待
遇　　实施宽大政策　2?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 　　评价“满洲国”的言论　　追究日本政权的诉
讼　　日本右倾化的潮流　3?留在中国东北的日本人 　　苏军参战与日本的弃民政策　　撤退开始与
“留用”　　对国家援助政策不充分的诉讼第十三章　“满洲国”历史研究的现状　1?中国对伪满洲
国历史研究情况 　2?日本研究的现状 执笔者介绍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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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东方会议”与田中内阁的积极侵略“满蒙”政策　　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政府召
集外务、陆海军省官员、参谋本部第二部长以及驻华文武官员于东京外相官邸举行“东方会议”，决
定对中国的侵略政策。
参加的侵华人员有：驻华公使芳泽谦吉、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驻汉口总领事高尾亨、驻上海总领事
矢田七太郎、关东长官儿玉秀雄、朝鲜总督府警卫局长浅利三郎、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日本政府
方面的人员有：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外务政务次官森恪、事务次官出渊胜次等，还有外务、大藏、
陆海军有关部局长。
　　会议首先报告了有关中国各地的政情及其对策，并研讨了中国的排斥曰货问题、山东撤军问题等
等。
　　“东方会议”是日本侵略中国特别是侵略中国东北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最后一天的7月7日，由田中首相兼外相作了题为“对华政策纲领”的训示，决定了对侵略中国的
方针政策。
第一，该“纲领”一开始就声称“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于中国本土和满蒙自然不能不加以
区别对待”，“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地方，因在国防上及国民生存上”对日本“有重大利害关系
”，日本不能不对这个地区持“特殊的考虑”和“责任”。
“万一战乱波及满蒙”时，“不论来自何方，必加防卫”，要“下定决心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
。
这就表明了田中内阁对华基本方针在于使东北、内蒙古脱离中国；要采取强硬手段，把整个东北从中
国主权下分离出来，作为一个“特殊的地区”置于日本的保护之下，亦即变为日本的殖民地。
第二，声称要“镇压不逞分子以维持秩序”，在“帝国的权利、利益以及在华日侨的生命财产遭受‘
不法’侵害时，应断然采取自卫措置”①。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伪满洲国的真相>>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