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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年 月 日本设立关东军司令部 , 到 年 月 日本投降

止 , 日本关东军这一怪胎生长了 年
。

多年中 , 它充当了日本

侵华的急先锋 , 是中国人 民 ,
特别是东北人 民最凶恶的敌人

。

本

文拟对关东军的罪恶历史作一考察
。

一
、

关东军的由来与使命

一 关东军的产生

年 月 , 为争夺我国东北的日俄战争爆发
。

月 , 日军攻

占了辽东半岛的金州
。

月 , 日本在金州设立关东守备军司 令 邵

及军政署 , 对金州及其他 占领区实施军政统治
。

这就开始 了 日木

军 国主义在
“

南满
”

的殖民统治
。

年 月 , 为适应侵略需要 , 日本把我 国辽东半 岛改称
“

关

东州 ” , 并废关东守备军及军政署 , 在大连新设关东州民政署
。

日俄烤和后 , 日本为强化对辽东半岛的殖民统治 , 月 ,

废关东

州民政署 , 在辽阳设关东总督府 年 月改称关东都督府
,

迁

至旅顺 , 作为它侵吞东北 , 进而灭亡全中国的一个据点
。

年 月 , 日本
’

在奉天设立驻东北的总外交机构 —奉天总领事馆
。

年底 , 又设立
“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
”

简称
“

满 铁
” , 佗

“

南满
”

推行
“ 一

三头政治
” , 进行殖民统治

。

年 , 日本在
“
关东州

”

驻扎一个步兵师团和 六 个 铁 道

守备队的兵力 , 隶属关东都督府陆军部
。

这是
一

早期的 关 东 军
。

年 月
,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野心膨胀 , 将关东都餐府改为关东

厅 , 将原关东都督府陆军部升格为
“

关东军司令部
” , 实行所谓

军政分治
。

从此 , 关东军正式命名
。



关东军主力为陆军步兵师团
。

各师团由于在国内留有留守部

队 , 故编制 比 日本国内常设师团略小 , 每师团编步兵旅团 个
,

骑

兵联队
、

野炮兵联 队
、

工兵联 队
、

通信 队
、

轴重队各 个 , 定 额

为 人
。

二 关东军 的使命

日本 《 关东军司令部条例 》规定 “ 关东军司令官以陆军大

将或陆军中将任之 , 直隶于天皇 , 统帅关东州及南满 洲 陆 军 诸

部 , 担任关东州之防务及南满洲铁路线路之保护事宜
。 ” ① 从条

文上看 , 关东军的使命仅限于
“

防务
” 、 “

保护
” , 但从其所作

所为看 , 它是 日本军 国主义解决
“

满蒙悬案
”

的主要侵略工具
,

是

推行 日本
“

大陆政策
”

的急先锋 , 罪孽深重 , 罄竹难书
。

年九一八事变后 , 随着 日本在我 国东 北 扩 张 侵略 , 关

东军的地位不断提高
。

在所谓 “ 四头政治
” , 即关东厅

、

满铁
、

奉天总领事馆
、

关东军司今部的殖民统治中 , 它很快跃居首位 ,

不仅控制军事 , 而 且参与政治
、

经济
、

外交等侵 略 活 动
。

年 月 日 , 关东军接到 日本军部命令 关东军 司 令 官 除 执 行
《 关东军司令部条例 》所规定的任务外 , 还要负责防 卫 满 洲 各

要地及保护
“

帝国臣民
” 。

② 从此 , 关东军的统治势力由南满扩

张到整个满洲
。

月 , 武藤信义接任关东军司令官后 , 兼 任
“

驻

满全权大使
”

和关东厅长官
。

后来 , 它又 取 得 对 满 铁 的 监 督

权
。

年关东厅被废止 , 其权力 由关东军司令部行使
。

关东军

司令部由此成为 日木统治东北的最高权力机构
。

关东军司令官成

为 日本在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总代表 , 是伪满洲 囚的太上皇
。

关东军除对我 国东北进行殖民侵略活动外
, 还 以东北为战争

基地 , 企图进攻苏联和防御苏军的南进
。

日俄战争后 , 日本为防

止俄国进行报复 , 一直以俄 国为假想敌国 , 采取攻势 作 战 的 方

果原健 《 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方面 》 ,

东京原书房
,

年 日文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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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惠等编 《 侵华 日军序列沿革 》 ,

解放军 出版社
,

北京
,

年 。月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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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
。

关东军就是日本为对付苏联而设置的一支
“

边防军
” 。

二
、

关东军恶性膨胀

关东军是 日本帝国主义派驻中国东北的一支殖民军 队 , 主要

由陆军步兵师团组成
。

年 月关东军司令部初设到九
一

八 ,

变前
,

统帅有 个陆军步兵师团
、

个铁路守备队
、

个宪兵队 , 总兵

力 万余人
。

到 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时
,

关东军兵力增至两万
。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 , 日本侵略者为迅速解决
“

满蒙悬案
” ,

大肆向我国东北增兵 , 关东军兵力急剧膨胀
。

事变第二天 , 混成

第三十九旅团率先从朝鲜越境侵入我国东北 月 , 混成第四旅

团 , 月 , 混成第八旅团
、

棍成第三十八旅团
、

朝鲜军第二十师

团司令部等先后侵入东北
。

年 月 , 第十师团 , 第十九 师 团

间岛撅遣 队
,

第八师团 , 月 , 第十四师团均被派入东北
。

另外 ,

还增派 了第一骑兵旅团
、

第四骑兵旅团
、

第六师团等 , 并将关东

军航空队扩充为飞行 队
。

到 年七七事变前夕 , 关东军 包括

个陆军步兵师团和其他部队 , 总兵力约 万
。

七七事变爆发 , 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
。

事变后 , 日卞为迅

速 占领华北 ,
从而达到三个月 占领整个中国之 目的

,

于 月 日召

开五相会议 , 决定
“

火速以关东军及朝鲜准备好的部 队 五个师

团 , 目前暂用三个师团和十八个飞行中队 迅速派往华北
” ① ,

以加强中国驻屯军
。

月 , 组编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
,

该兵团负

责察哈尔地区的作战和与华北方面军的配合
。

年 月 , 该 兵

团改编为驻蒙兵团
。

与此同时 , 日本陆军部为防止苏联红军的进

攻和迫于东北抗 日联军的弧大压力 , 不 等不 加 强 满 洲 地 区 的

兵力
。

月 , 将中国驻屯军第二飞行集团调入关东军 , 月 , 第

八师团又调入东北
。

年初 , 为准备对苏作战 , 关东军在师

之上设军的建制
。

月 , 组编第三军 , 月 , 组编第四军
。

司时 ,

① 李 感 等编 《 及华 日军序列沿革 》 ,

灭



将第二十三
、

第七师团调入关东军
。

年底
,

关东军共辖 个陆军

步兵师团
。

年春
,

关东军为加强对苏蒙军的作战
,

增编第六至

第九独立守备队 , 并新编第一至第八国境守备队
。

月
,

组编第五

军
。

月 ,
编成第六军

。

月 , 关东军飞行集团扩编为航空兵团
。

关东军力量急剧膨胀 , 到 年末 , 已拥有陆军步兵师团 个
。

年 月苏德战争爆发
。

日本政府企 图乘机用武力解 决 北

进苏联间题 , 再次向我国东北大量增兵
。

月 , 第二十九
、

第五十

一 、

第五十七等 个师团同时编入关东军 , 并成立关东防卫 军
。

月 , 又组建第二十军
。

年 , 关东军继续膨胀
。

月 , 第 四

飞行集团司令部编入关东军航空兵团
。

月 日 , 航空兵团改编为

第二航空军
。

日 , 又新编关东军机 甲军和坦克第一
、

第 二 师

团
。

月 日 , 组建第二军司令部 , 日 , 组编第一
、

第二方 面 军

司令部 , 并编入关东军
。

月 日起 , 关东军 以总军相称
。

年底
,

关东军辖第一方面军
、

第二方面军
、

关东防卫军
、

机 甲军
、

第二

航空军及关东军直属部队等 , 计 个军 个步兵师团
、

个坦克师

团
、

个坦克教导旅团
、

个骑兵旅团
、

个独立守备队
、

个 囚

境守备队等 , 总兵力达 万
。

这是关东军历史上最兴盛的时期
。

这样扩充起来的兵力一直维持到 年上半年
。

年下半年起 , 日本南方战场吃紧 , 大本营决定抽调关东

军到南方去增援
。

月 日 , 第二方面军被抽调去澳大利亚北部

作战
。

接着 , 第二军被抽调去南方作战
。

年 , 由于在中国进

行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 , 原定从中国派遣军抽调 的兵力不能 按计

划向太平洋方面调动 , 大本营决定继续抽调关东军主力去加强太

平洋方面的军事力量
。

这样
,

关东军先后有第二十七师团
、

第 二十

军司令部被调入中国派遣军 , 第二飞行师团 刁令部被 调 入 南 方

军 , 第四飞 ’乡团司令部被调入第四航空军 第九
、

第二十八师

团
、

第六十八旅团被调入台湾军 , 第二十四
、

第八
、

第一
、

第十

师团 , 坦克第二师团均被转归大本营直辖 , 第二十三
、

第
一

二师

团被调入第十方面军
。

此时 , 日本大本营虽重新整编了关东军 ,



但 由于被抽兵力过多 , 到 年底 , 关东军所辖步兵师团减少三

分之 一 , 总兵力还有 万人
。

兵力不仅 已明显减少
,

且因精锐

部 队被抽走 , 战斗力也 明显削弱
。

年初 日本败局 已定 , 大本营为挽救危局 , 决定彻底改变

关东军作战态势 , 对美作战 , 把满 洲 朝 鲜 作为一体 , 坚

持持久战 , 为此
,

竭力拼凑关东军 , 负隅顽抗 , 企图扭转败局
。

月 日 , 组编改编 个师团
、

个独立混成旅团
。

月 日
,

中 国

派遗军第三十九
、

第五十九
、

第六十三
、

第一 一七等 个师团调入

关东军
。

月 日 , 第三十四军司令部从中国派遣军调入关东军
。

月 , 日本大本营在日本国内和东北日本居民中征兵 , 又为 关 东

军拼凑了 个师团
、

个独立混成旅团
、

个独立坦克旅团
、

个炮

兵联 队
。

月 日 , 大本营又令第十七方面军 驻朝鲜 编入关东

军
。

到 年 月 , 日本大本营东拼西凑 , 使关东军兵力膨胀到

万
。

从人数上看 , 此时关东军好象是在其历史上的顶峰 , 但实

际 已是 日落西 山 , 装备差 , 士气低 , 从本上失去 了战斗力
。

三
、

关东军主要侵略罪行

一 制造事端 , 发动战争 , 武 力占领全东北

用武力占领全东北 , 既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首项内容 , 又是关

东军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第一 大罪行
。

早在 年 日本陆军部修订
《 帝国国防方针 》时 , 就决定以武力侵占我国东北

。

到田中内阁

时期 , 用
“

外科方法
” ① , 即用军事手段进行侵吞 , 已成 日本最

高国策
。

关东军 以其在南满的特殊地位和条件 , 充当了日木武力

侵占我东北的急先锋
。

它不仅是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积极策划者
,

而且是具体执行者
。

年 月 , 蒋介石正准备进攻奉系军阀 , 关东军向日本政

府提出了解除奉军武装的计划
。

日
,

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给

① 陈本普主编 《 日本俊略 中国东北史 》 ,

吉林大学出版社
,

。 年 月 版
,

页
。



陆军次官烟英太郎中将及参谋次长南次郎中将的 电报中指出 “ 我

军主力应不失时机地阻止两军 指张作霖与蒋介石的军队 进入

山海关或锦州附近 ,

并不论何方军队 , 概行解除武 装
。 ” ① 月

日 , 关东军司令官村冈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召集第十师团长
、

混成第四十旅团长
、

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水盯竹三少将及驻奉天特

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开会 , 命令他们立 即向奉天
、

锦州出动
。 ②

显然
,

关东军的目的是想乘南北混战之机
, 以 “

维护满洲的治安
”

为名 , 一举 占领东北
。

由于种种原因 , 关东军直接出兵东北的计划没 有 实 现
。

一

于

是 , 他们就制造事端寻找借口 , 阴谋出兵占领全 东 北
。

年

月 日 , 制造 了皇姑屯事件
。

但事件发生后 , 关东军乘机 出兵的

阴谋没有得逞
。

年 月
,

又制造 了流血冲突的
“ 万宝 山事件

” 。

接着
, “

中村事件
” 发生

。

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说中村事件
“ 只不过是新增加的一个悬案

” , “是 向附属地 以外 的 地 方 出

兵之天赐 良机 , 是在柳条湖行使武力的先行事件
” 。 ⑧

年 月 日 , 关东军在策划侵略战争计划大体完成 后 ,

终于制造 了柳条湖事件
。

短短 个小时就 占领 了整个沈阳城
。

第

二天占领长春 , 接着攻占了昌图等满铁沿线各据点
。

日 , 与领

吉林
。

月 日
,

发动对黑龙江省的侵略
。

日 , 占领 省 城 齐 齐

哈尔
。

随后 , 关东军发起对辽西的进攻 , 年 月 日 , 占领

锦州 。
此后 , 关东军又回头来继续征服北满 , 月 日 , 占 领 哈

尔滨
。

至此 , 东北全部沦陷于关东军之手
。

二 拼凑伪满政权 , 进行殖民统治

关东军 以武力侵吞东北后 , 主要活动就是拼凑伪 满 傀 儡 政

权 , 对东北进 行残酷的殖 民统治
。

①② 口本参谋本部 《 昭 和三 年支那事变出兵史 》 ,

东京岩 南堂书店
,

年

日文住制版
,

一 页
、

一 页

⑧ 转引自易显石等著 《 ‘九 一八
“

事变史 》 ,

辽宁人民 出版社 沈阳
,

年

月版
,

页
。



年 月 日 , 关东军召开会议
,

炮制 了一个所谓 《 满蒙问

题解决方案 》 , 规定
“
建立以宣统帝为元首 , 领土 包 括 东 北

四省 及蒙古 , 得到我国支持的新政权 , 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的王

道乐土
。 ”

这个政权的 “ 国防和外交由新政权委托日 本 帝 国 掌

握 , 交通
、

通讯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木管那 ” “

在国防和外交等

方面所需的经费
,

由新政权负担
” 。 “ 为 了维护地方 治 安

” ,

打

算起用熙洽
、

张海鹏
、

汤玉麟
、

于芷 山
、

张 景惠 等 为
“

镇 守

使
” 。

① 这是九一八事变后 , 关东军拼凑东北傀儡政权的第一个

具体方案 , 也是后来建立伪满洲国的一个草图
。

在拼凑伪政权过程中 , 关东军采取的手段和步骤先是拉 拢汉

奸 , 从省级入手 , 逐个控制 再是扩大基础 , 指导 县 市 , 策 动

, 勺治 ” , 最后是挟持溥仪 , 伪造
“
民意

” ,

暂行
“
执政

” 。

年 月 日 , 关东军
一

首先指示吉林省汉奸熙洽 , 召集吉林省 各 机

关团体负责人开会 , 宣布伪吉林省长官公署组织大纲 , 并发表声

明同南京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 , 宣 布
“ 独 立

” 。

月

日 , 辽宁省 的减式毅在关东军扶植下 , 就任奉天 省 辽 宁 省

月 日改为奉天省 省长
。

年 月 日 , 黑龙江省张景 惠发表
‘
独立宣言 ” ,

建立伪黑龙江省政府 , 在哈尔滨宣布 就 任 伪 省

长
。

至此 , 辽
、

吉
、

黑三省伪政权都已建立
。

为 了控制县
、

市一级政权
,

关东军于 年 月 日
,

在沈阳

设立 “

自治指导部
” ,

把所谓
“

自治运动
”

扩展到县市
。

治指导

部的主要 口的是发展独立运功 , 给独立运动以指示与援助
。

这个

团体所需要的活动经费是由关东军拨给的
。 ,

它与关东军保持密
一

切

的联系 , 它的一切政策和活动 , 都必须得到关东军的同意
。 ② 白

治指
一

导部成立后 , 首先改组了沈阳县 , 此后 , 凡 日军所到处 , 均

〔日 角田 顺编 《 石 原莞尔资料
·

国防论集 》 ,

东京原书房
,

年 口文

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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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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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后改组 , 无一幸免
。

关东军在拼凑省
、

县市伪政权的同时 , 又积极筹划建立全东

北的傀儡政权
。

年 月 , 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挟持到东北
。

接着召开 “

建国会议
” , 开展

“

促进建国运动
” , 伪造

“
民意

” 。

年 月 日 , 溥仪举行
“

就职典礼 , 宣布
“

执政
。

日 ,

公布关东军提出的伪政府总理
、

部长等名单
。

至此 , 在关东军卵

翼下的傀儡政权 —伪满洲国宣告成立
。

拼凑伪满傀儡政权是关东军浸华的一种手段 , 而迸行殖 民统

治才是其真正 日的
。

为加强对东北的殖民统治 , 关东军和 日本政

舟开展了一系列操纵控制伪满洲 国各种统治大权的活动
。

年

月 日 ,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与溥仪 以换文形式签订 窃 取 中 国

主权的密约
。

月 日 , 新上任不久的关东军 司令官 兼驻 伪 满

大使 武藤信义又与伪满总理郑孝青正式签 汀《 日满议定
一

朽 》 ,

日本政府正式宣布承认伪满洲 国
。 《 日满 议定书 》 的签订

,

使 日本

侵略者把在我国东北攫取的政治
、

经济
、

军事
、

交 通 等一叨 大

权 , 用条约等形式固定下来
, 并作为他们操纵伪满傀儡政权 , 推

行法西斯殖民统治的依据
。

为了控制和操纵伪满政权 , 关东军实

行
“

内部统辖
”

与
“

总务厅中心主义 ” ,

让 日本人直接充任 伪 满

政权
“ 中央及地方官署之官吏

” ② , 或担任顾问进行政治浸略
。

为了变东北为 日本的殖 民地
,

勺东北移民发展 日本人势力
,

是

关东军殖民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
。

年 月 日至 月 「
,

天

东军召开第一次移民会议 , 决定进行大量移民工作
。

年 月
,

关东军司令部召开 了有关各方参加 的第二次移民会 议 , 通 过 了

向满洲移入农业人 口 百万户计划方案 , 决定由伪满政 权 划 出 移

民用地 万盯步 , 从 年起在 年内向东北移植 日 本 农 民

① 陈觉 《 九一八事变国难痛史资料 》第三卷
,

东北问题研究会
,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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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户 万人

关东军作为伪满政权的太上皇 , 对东北人 民实行残酷野蛮的

法西斯统治
。

它操纵伪满
“

国防
” 、 “

治安
”

等大权 , 肆无忌惮地对东

北抗日军 民进行血腥的讨伐与屠杀
,

制造了一起又一起血案 , 同时

设立关东宪兵队与关东军情报部 特务机关
,

镇压东北各族人 民

的反 日活动
,

他们推行集家并村的集团部落政策和保甲制度
,

对城

乡居 民进行严密监视与迫害
。

东北成了人间地狱
。

为巩固其法西斯

殖民统治
,

关东军还推行殖民主义奴化教育
,

摧残中国民族文化
。

三 控制经济命脉 , 进行经济掠夺

关东军控制交通和金融 , 推行经济
“
统 制

”
政 策 , 进 行 疯

狂的经济掠夺 , 把我 国东北变成战争资源的供应地 , 这是关东军

侵华的又一主要罪行
。

年 月 日 ,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指示满铁总裁内田康

哉 , 要利用九一八事变的
“

绝好机会 ” , 从速着手实行
“
一

、

满铁会社拥有借款关系的铁路以及其他中国各铁路之委托经营 ,

二
、

满铁会社 已经 同中国订立合同的铁路及军部希望 的铁路之修

建
。 ” ① 他表示关东军 “

自当极力支持和协助
” 。 ②可见 , 关东

军不仅想要满铁在
“

委托经营
”

的形式下攫取全部中国东北铁路

的路权 , 而且还要满铁按其原来的计划和军部本身的新要求建设

大批新的铁路
。

对此关东军 自己还直接插手
。

月 日 , 关东军高

级参谋板垣与汉奸张景惠签订协定 ,
规定

“

将齐克铁路延长到海

伦 , 将挑昂
、

齐克两路合并为一 , 而其经营委任满铁办理 , 将眺

索铁路延长到海拉尔及满洲里 将齐克铁路延长到大黑河 , 将呼

海铁路接连准备将来建设之扶哈 扶余至 哈 尔 滨 铁 路 ” 。
⑧

年 月 日 ,

关东军司令官与满铁总裁之间签订了《关于铁路
、

① 姜念东主编 《 伪满洲 国史 》 ,

吉林人民 出版社
, 。年版 长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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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湾
、

河川委托经营及新设等之协定 》 , 规定关东军将伪满的铁

路
、

港湾
、

河川 包括附带事业 的经营事宜委托给满铁 ,
满铁

还要承担这些交通设施的新建和扩建
。 ①

满铁与关东军同是 日本帝国二 义在东北设立的
“ 四头政治

”

之一 , 但九一八事变后 , 关东军地位迅速上升 , 成为控制我因东

北的主宰
。

年末满铁接管中东铁路的全 部业务 , 伪满铁路交

通的经营从此全部处于关东军监控之下
。

在控制铁 路交通经营的同时 , 关东军又积极筹划设立伪中央

银行 , 企 图操纵金融大权 , 进行金融侵略
。

年 月
,

关东军统

治部委托满铁起草伪中央银行方案
。

月
,

关东军统治部财务课长

五十岚保司开始主持伪中央银行的筹建事务
。

日 , 在长春召开

伪中央银行筹备会议
。

关东军统治部
一

长兼伪满总务厅长驹井德三

代表伪国务总理宣布 合并原中国东北各官银号和边业银行
, 设

立满洲中央银行
。

月
,

任命伪中央银行的主要头 目
,

实权由进行殖

民地金融掠夺的老 手 、

关东军统治部长驹井德三的亲属 山成乔六

操纵
。

月 日
,

伪中央银行正式开业
。

伪中央银行垄断货币发行 ,

集中信贷管理 , 控制国民经济
。

它是 日本对我国东北进行殖 民地

掠夺的重要工具 , 是关东军直接进行经济掠夺的产物
。

年 月 , 关东军特务部和满铁经调会炮制了 《 满洲 囚 经

济建设纲要 》 ,

向中外宣布伪满洲 国的经济方面的根本方针
,

划分
“
统制

”
企业 , 实行

“
统制

” 。

这个纲要的目的是使伪满洲 彻

底沦为 日本帝国主义 的经济附庸
。

年 月 , 关东军司令 部 又

炮制了一个所谓 《 满洲产业开发五年计划纲要 》 , 千方 百计为关

东军筹备对苏作战所需的物资
。

该计划的核心是掠夺东北的军需

资源 , 即所谓 “
置重点于就地开发有事之 际所必需 的资源 , 并尽

可能谋求国内的自给 自足和供给日本的不足资源 ” 。 ②这是 日本

① 满铁 《 满洲国关系条约集 》 特秘 打印本
, 。一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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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掠夺东北资源的第一个综合性计划
。

此外 , 关东军对东北的

通讯
、

海关
、

工矿
、

钢铁
、

煤炭
、

石汕
、

森林和其它资源进行了

疯狂的掠夺 , 使我 国东北成了 日木帝国主义发动全面 侵 略 战 争

的原料供应地
。

四 强 占热河 , 入侵华北 , 签订 《 塘沽协定 》

武力侵吞热河 , 逼迫国民党政府订立
“

城下之盟 ” , 是关东

军推行 日本
“

大陆政策
” “

征服满蒙
”

的重要一环
。

为 夺 取 热

河 , 九一八事变后 , 关东军炮制的第一个满洲伪政权的方案中 ,

即把热河置于
“

新国家
” 之内

。

年 月
,

关东军侵占锦州后 ,

曾试 图以武力吞并热河
,

因遭到中国抗 日军 民的阻击
,

阴谋没有得

逞
。

随后 , 关东军又 以拉拢诱降
、

制造事件等手段企图促使汤玉

麟
、

何柱国等将领就范 , 也遭失败
。

最终 ,

关东军 “

决定与满洲

国军 队合作 , 肃清热河军 ” , “

确保满洲国安全之基础
” 。

① 月

日 , 关东军 以第六
、

第七
、

第八
、

第十二等 个师团为主力 , 纠

合伪军 总计 余万人 , 分三 路向热河进攻 , 月 日 , 占领承德
。

关东军侵吞热河后
,

为攫取更多的利益
,

逼国民党政府按 日军

提出的条件实行停战
。

月初
,

日军参谋部制订了《华北方面应急处

理方案 》 ,

提出
“
以关东军继续使用武力压制的墓调

” , “ 造成现

华北军宪实质性的屈服和分解
” ② , 并下达作战命令对长城南面

地 区继续进攻
。

月中旬
,

关东军第八师团突破南天门以南大小新

开岭一带阵地
,

第六师团逼近丰润
。

月下旬 , 日军侵占秦皇 岛
、

密

云
、

唐山等 县 , 进逼平津 , 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态势 , 并派飞

机飞临北平上空侦察
。

月 日
,

在 日军南进步步得逞
、

华北处于极

其危急的时刻 , 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与国民党政府代表熊斌在塘

沽缔结了 《 塘沽协定 》 。

其 内容是 一 中国军 队迅速撤退至延

庆
、

昌平
、

高丽营
、

顺义
、

通州
、

香河
、

宝纸
,

桂亭镇
、

宁河
、

芦

① 易显石等 《 九
。

一八 事变史 》 ,

页
。

② 复且大学历史系 日本史组编译 《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俊略史料选编 一
洲 》 ,

上海人民 出版社
,

年版
, 吐 一 今 页



台所连之线以南地区 , 今后不得越过该线前进
。

二 日军为确悉

第一项实行之情形 , 可用飞机及其它方法 , 视察实情
。

中国方面

对此应加保护并予以便利
。

三 日军确认中国军队已撤退至第一

项协定之线时 , 不超越续行追击 , 且 自动撤归长城线
。

四 长城

线以南及第一项协定之线以北及 以东地区内之治安维持 , 由中国

警察机关担任之
。

这个协定是继 日本提出灭亡中国
“

二十一 条 ”

之后最具侵略性的条约之一 , 是关东军武力进逼和 国 民 党 屈 辱

退让 的产物
。

从此 , 华北被置于 日军监视和控制之下 , 为 日本侵

略者向中国发动全面进攻打开 了方便之 门
。

五 陈兵
“

满
”
苏边境 , 制造事件 ,

进攻苏联

以东北作为进攻苏联的战争从地 , 不断挑起与苏联的边境纠

纷
,

是关东军对苏联人 民和蒙古人 民犯下的严重侵略罪行
。

九一八事变后 , 关东军迅速 占领全东北 , 把侵略 矛 头 指 向

苏联和 中国关内
。

年以后 , 关东军不断挑起与苏联的边境纠

纷
。

年 月 日德签订防共协定后 , 这种挑衅更加肆无忌惮
。

年 月 , 关东军制造乾岔子岛事件 , 击沉苏联炮艇
, 震 惊 世

界
。

年 月 , 关东军与 日本朝鲜军又制造张鼓峰事件 , 第 一

次大规模地向苏联进攻 , 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

张鼓峰事件后 ,
关东军一面在东北北部大肆进 行

“ 国 境 建

设
” , 一面伺机挑起新的争端

。

年春 , 关东军增编 个 独 立

守备队 , 同时新编 个国境守备队 , 总兵力增至近 万 人
。

月

日 , 担任西正面的关东军第二十三师团 , 以呼伦 贝 尔草 原 属
“ 国境线不 明地区

”

而
“
自主 的议定

” ① 哈尔哈河为 国境线
,

发

起了向哈尔哈河东岸蒙军的军事进攻
,

挑起诺 门 坎 事 件
。

战 争

挑起后 , 关东军为第二十三师团增加了两个坦克联队 及 第 七 师

团的一个步兵联队 , 以步兵 个大队
、

反坦克炮 门
、

坦克约 。

辆
、

汽车约 辆 , 配以第二飞行团 , 企图以 优 势 兵 力 打 击 苏

① 陈本善主 编 《 日本任略 中国东北史 》 ,

页



军
。

月 , 又轰炸了蒙古军事重地塔木斯克 , 进一步扩大事态
。

这场由关东军具体策划的
“

边境纠纷
” , 很快就升级为一场 大 兵

团作战
。

日本大本营领导了这场战争 , 在两次攻击遭到失败后 ,

大本营 于 月 日命令关东军以第二十三师团
、

第八国境守备队等

为基础 ,
新编第六军 , 对苏蒙军发动大规模攻势 , 结果

一 “

月 下

旬被优势的苏联机械化部 队包围 , 遭到毁灭性打击
。

第二十三师

团几乎全军覆没
。

日本又调第七师团主力到海拉尔依 次 投 入 战

场 , 又急调第二师团
、

第四师团和关东军的全部火炮 , 甚至将第

五师团 由华北战场抽出
,

并派出航空兵团 司令部参战
,

企图挽回败

局
。 ①然而 , 月 日 , 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 日水甚感 忿外

,

不知所措
。

月 日 , 关东军再次遭到重大打击 , 损失惨重 , 不得

不主动结束这场战争
。

日 , 向苏军提出停战要求 , 日 , 鉴 汀

停战协定
。

诺门坎事件以关东军惨败而告终
。

事件后 , 日军为执行其南

进政策 , 暂时放松 了对苏联的进攻
。

年 月 , 日苏缔结 互 不

侵犯条约
。

但是
, 同年 月 , 国际形势突变 , 苏德战争爆发

。

日

本军部估计苏联政府在德军闪电战攻击下只能支持儿个月 ,

苏联

远东军备将大大削弱 , 这是进攻苏联的绝好时机
。 一

于是 , 当年

月 日在 日本御前会 议上通过《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 》 ,

决定在 “ 加速南进 ”准备对英美作战的同时
, “ 秘密进行对苏武 的

准备 ⋯ ⋯随德苏战争的进展如果对帝国有利时 即行使武 力
” 。

②

早在 月 日关东军即以参谋长吉本贞一中将的名义
,

对所属下达

了通知 “ 随着德苏开战
,

为 了处理有关时局的业务需要与平时事

项截然区分者
” , 此后军事演习均称为

“

关东军特别 演 习 关特

演 价 。 ⑧因此 , “
关特演

”
成为实施对苏武力准备的简称

。

① 日本防卫厅 战史室编
,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

编 》上册
,

四川人民 出版社
,

年 月版
,

页
。

② 〔日 〕冈部牧夫 《 满洲国 》 ,
三省堂

,

年 月 日文版 , 此 一 灭

③ 口本防卫厅 战史室编
, 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

, 《 日本军 国主 义 仗华 资料

长编 , 上册
, 一页

。



“ 关特演
” 是关东军企 图进攻苏联的认真准备

。

关东军在增

加东部
、

北部国境地带兵力部署的同时 , 还进行攻击作战研究 ,

沼泽
、

河川突破的训练 , 部 队驻屯设施的增强等项准备
。

但是苏

军并没有象 日本所期望的那样大最西调 , 而是加强了对 日军 的替

戒
。

德军的进攻也遭到苏军的英勇抵抗
。

到 月 日 , 日木陆军统

帅部即作出 “ 从德苏战争的演变看来 , 期望在今年内出现对苏发

动武力的良机是不现实的
” , “

预定 月上旬对苏开战 的决定 , 已

毫无可能
” ① 的判断 , 决定放弃年内行使武力的企图

。

至此 , 关

东军企图以武力进攻苏联的金划不但没有实现 , 反而 已处于对苏

防御的被动困境
。

〔六 进行细菌研究 , 施行惨绝人寰的杀人细菌战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 , 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为 了生产最廉价

的 杀人细菌武器
,

在我国东北建立了由关东军领导的细菌实验所
,

进 行惨绝人寰的细苗研究和杀人细菌战
。

年 , 关东军在黑龙

江省五常县附近的背荫河设立细菌研究所 , 又名加茂部 队 , 由关

东军军 医中将石井四郎任部 队长
。

这个研究所设在关押抗 日军 民

的集 「卜解丫附远 , 利用被捕的中国爱国军 民代替豚 鼠作实验材料 ,

进
一

户细菌研究
。

年 , 日本陆军省直属陆军化学试验所满洲派遣部 队在四

平街西郊
,

侵占原中学校舍作为毒气和 电击试验场
,

以关东军防疫

给水部的名义 , 在关东军宪兵司令部的协助下 , 以从四平站运来

的被俘中国人为实验品 , 进行灭绝人性的瓦斯
、

窒息瓦斯
、

注射病

菌的实验 , 并进行活体解剖
。

此外
,

关东军在长春西安桥外还设立

寸一个千早病院
,

以治疗传染病为伪装
,

专门从事细菌杀人试验
。

与此同时 , 为进行细菌战 , 关东军建立了大规模细菌工厂 。

年春开始 , 关东军在哈尔滨附近的平房地区强占村庄 , 修建

细菌工厂
。

这个细菌制造厂是一个月产霍乱
、

伤寒细菌各 公

① 《 口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 》上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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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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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

鼠疫菌 公斤
、

炭疽菌 公斤
,

并进行细菌战研究的综合墓

地
。

年 , 加茂部 队迁到这里 , 改称东乡
一

部 队
。

年
,

又改称为满洲第七三一添队 , 而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总部
。

与第七三一部队同时 出现的还有设在 长春西南部的第一

部 队 , 对外称兽疫预防部
, ‘

臼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用 以屠杀马
、

牛等

役畜的细菌武器 , 培养鼻疽
、

炭疽热和牛瘟等兽疫的细菌
, 用人

体作试验
,

研究兽疫对人的作用
。

该部队由关东军司令部兽医部部

长高桥隆笃 中将负责
。

第七三一部 队与第一 部队对外的总称

是关东军第六五九部 队 , 分别配有由关东军 务部队和各兵团指挥

的支队
。

这些支队主要任务是在战争中实际使用各种细菌武器
。

年诺门坎事件 , 关东军进行了第一次细菌战争
。

石井部

队派出由石定中佐率领的细菌战分 队开往前线 , 将约有 公斤

的伤寒
、

霍乱等菌撒放在哈尔哈河及其它水源和地面 , 将细菌战

由准备阶段发展到实施阶段
。

年起 , 为准备对苏作战 ,

第七

三一部队在牡丹江
、

林 口
、

孙吴
、

海拉尔设 立 个 支 队 , 分别

配属于各个方面军 ,
命名为

“

防疫给水部 队
” 。

同时 , 为在中 日

战争中使用廉价的细菌武器 , 年 月起 , 日本在 关 内 沦 陷

区 , 先后设立 了华北防疫给水部 第一八五五部队
、

华 卜防疫

给水部 第一六四四部队 和华南防疫给水部
。

年 幻 ’始
,

日军先后在宁波
、

常德
、

承德 和浙赣等地区使用细 菌 武 器 , 屠

杀 了成千上万的中国抗 日军 民 , 犯下了滔天罪行
。

四
、

关东军的覆灭

正义必胜 , 侵略必败 , 这是历史的必然
。

关东军作为 日本帝

国主义侵华的急先锋犯下了滔天罪行 , 它的援灭是不 叮避免的
。

年 ,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后大决战阶段
。

在世界反

法西斯统一战线巨大力量打击下 , 月 日 , 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

件投降
。

日本侵略者失去得力盟友 , 完全陷入孤 立 困 境
。

了月

日 , 美
、

英
、

中三国发表对 日宣 言 , 即 《 波茨坦宣 言 ” , 五之后



通碟 日本法西斯无条件投降
。

可是 , 日本政府在对内宜传和国际

外交上 , 仍公开表 明对 《 波茨坦宣言 》要
“

置之不理 ” ① ,

进行垂

死挣扎
。

月 日 , 苏联政府宣布对 日作战
。

日凌晨 , 万苏联

红军分四路长驱直入我 国东北
,

向关东军发起猛攻
。

与此同时 , 苏

联太平洋舰队在朝鲜北部以及南库页岛
、

千岛群岛登岸 , 协同陆

军作战
。

东北抗 日联军积极配合苏联红军行动 , 战斗在敌后的许

多小分队运用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 , 不断打击关东军
。

此时
,

关东

军虽有 个师团 不含驻朝鲜军 , “

实际上只抵八个半师团 ,

已变成用竹枪武装的 ‘纸老虎 , 部队了
” 。

②关东军在
“

终战时

已是凄惨的稻草人兵团 ” 。 ③

在苏联红军 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向日本关东军压过来的时候 ,

日本天皇裕仁于 日中午被迫宣读
“

停战诏书
” 。

他说
“

联 已

令帝国政府通知美
、

英
、

中
、

苏四国
,

愿接受其联合公告
。 ” 。 日本

接受 《 波茨坦宣言 》 ,

无条件投降
。

日
,

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 乙

三作出
“
本军只能奉戴圣 旨 , 全力以赴结束战争

” ⑥的决定
。

日拂晓 , 关东军接到 日木大本营关于立 即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
。

这时
,

关东军 己溃不成军 , 不能作有组织的投降
, 而 是 随 着 苏

军进驻 , 在各地分别投降
。

日 , 驻哈尔滨的关东 军 投 降
。

日
,

关东军 总司令官 田 乙三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

驻长春
、

吉林的

关东军投降
。

日 , 驻沈阳的关东军投降
。

日 , 驻旅顺大连的

日军投降
。

月 日 , 关东军总司令部被苏远东军解除武装
。

田 乙

三等关东军高级将领成了阶下囚
。

日本侵略我国东北长达近 多

年的主要工具 一 一关东军
,

终于走到 了历史的尽头
,

彻底覆灭 了
。

价者单位 中国人 民大学中共党史系
、

岳阳大学马 列室

①②④ 姜念东等编 《 伪满洲国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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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令某本舍三 《 无敌 的关东军 的光荣和挫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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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洲 》特辑

⑤ 陈本善主编 《 日本俊略中国东北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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