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战时劳工问题研究的重要文献
� � � 读�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 

解学诗

! !

! ! 居之芬、庄建平主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 

(下称本书)最近已由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笔者因业务实践

中史料工作比重较大,加之目前又正在从事包含劳动问题在内的

沦陷区经济研究,故对本书较为关注,愿先睹为快。下面是几点粗

浅读后感受,与同行共商。

一,近年来的史学研究中, 劳动问题研究甚∀火#, 课题内容又

多半集中于华北地区。这也是历史的必然。原来单从中日经济关

系方面来看,日本向来较为重视华中地区,他们在那里的经贸利权

活动远多于华北。华北之所以后来居上,在日本侵略者的眼中地

位愈益提升,以致在战时华北重于华中, 究其原因无非是, 华北的

军政战略位置重要, 和华北所拥有的以煤、铁、盐、棉为代表的丰富

∀战略资源#令其眼红,除此之外,华北还蕴藏着与物产资源相匹配

的雄厚人力、即劳动力资源。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生, 是华北

固有的产业结构,即生产集中于农业和依靠农业的消费工业方面

的必然伴生物; 而剩余劳动力的跨地区、特别是向东北等地的大规

模流动,早已成为地区间经济互补和中国北方人口自然流动的规

律性现象。日本侵略者正是接过华北经济的固有传统, 把劳动力

资源作为推行所谓其∀日满华#∀一体化#战时经济掠夺的重要一
环。1940年之后, 面对国际战略物资禁运, 日本为实现其所谓∀ 自

给自足#的战时经济体制, 更把华北定位为∀东亚劳动力供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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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就像使东北沦为∀东亚粮食供应基地#一样。因此,华北成为

战时人力资源损害的重灾区, 和华北战时劳动问题成为历史研究

的焦点,都事属当然。

本书附录 2明白显示,只在近十年国内外就有大量关于华北

劳工历史问题的论著发表。这些成果填补了研究上的若干空白,

提升了研究工作水平,同时也展现和明确了深化研究的基本方向

和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成为研究工作基础的史料挖掘和编纂的加

强。几年前,我们高兴地看到何天义先生主编的以亲历者回忆性

口述史料为主的�日军枪刺下的中国劳工 一书。优秀的口述史料

弥足珍贵,它往往甚至提供文献史料根本难以反映的史实或情节。

但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可以互补却不能完全互相取代。关于文献

史料, 北京出版社推出的�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 史料集

虽也涉及华北劳工问题, 但内容过于单薄。因而此次出版的本书,

堪称为关于战时华北劳工问题首创的系统的档案史料集, 全书分

12章,收纳 80余万字有关文献, 给华北劳工问题研究注入了更能

使研究工作焕发活力的有益营养。

二,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时期的我国东北和华北地区,都实

行所谓劳动统制政策,且因两地区劳动力供需关系密不可分,政策

是结合一体推行的。所谓劳动统制政策,究其本质特征,我们认为

是超经济暴力强制。也就是, 在这种政策推行下, 中国劳工所遭受

的既非资本主义经济剥削, 也有别于前资本主义的超经济剥削。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的利润来源是工人劳动力再生产所必

需的必要劳动以外的剩余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工人与资本家

虽然是剥削与被剥削的不平等关系,但工人身份还是自由的。在

前资本主义封建制度下, 以地租为主要形式, 农民被吞蚀的不只是

剩余劳动, 还有农民本人及其家属生活所必需产品的生产劳动时

期,而维护这种更为不平等关系的,是经济以外的封建主义的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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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帝国主义从占领区和殖民地人民身

上剥夺的是超额利润(不是资本主义的平均利润) , 所以它也是超

经济剥削, 而这种不平等关系的基础是政治军事强权, 亟具暴力

性。当然,劳动统制政策所体现的强制暴力性,因时期不同而异,

但强权暴力是始终如一贯穿在劳动统制政策中的基本因素和固有

灵魂,并反映在劳动力的征募、管理、使役和工资待遇等各个层面。

由此可以认为, 本书编纂的基本观点无疑是正确的,这就是把

日本侵略者征集使用的中国劳工视为被剥夺自由的∀强制劳工#;

并从劳工征募角度来说, 编者还认为, 如果 1941 年前还属于∀ 招

骗#, 那么之后就是赤裸裸的强征了。

东北沦陷区的全面强制劳动始于∀ 劳务新体制#出台后的
1942年初,从此强制劳动诸形态应运而生, 行政强权的发动成为

实施∀国民皆劳#的全民劳工化的主要手段。此前所推行的∀专管

募集#、∀分配募集#和∀紧急募集#,虽然可以有分寸地称其为半强
制性或过渡性强制征集,但是所有这些征募都是强权机关 � � � 伪

政府及其御用机构劳工协会, 甚至还有军警的直接行为。再往前,

七七事变前后受权在华北推行限制劳工∀入满#政策, 和对劳工进

行政治身份查证的大东公司, 实际是∀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中佐指
导下#的劳务组织。至于华北沦陷区,除了几乎与日本侵华战争同

时开始的愈演愈烈的军警暴力抓捕劳工外,公然正式地推行劳工

∀行政供出#制和编组送往各地(含日本)的劳工队,始于 1944 年

初。问题在于, 此前日伪在华北所实行的∀统制募集#、∀地盘制募

集#等等其性质如何认识。

本书的贡献是, 它以所辑录的档案史料在相当的程度上澄清

或回答了这些看法并非一致的问题。资料表明: 华北日本军部直

接掌控着劳动政策与计划的推行;在军部统辖下还有遍布全华北

沦陷区的华北劳工协会和由军警政合一的地区劳动统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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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1941年 12月中旬出炉的�华北暂行劳工募集管理要领 规

定: ∀募集#50至 1000名劳工,须经各地劳动统制委员会认可, ∀ 募

集#超过 1000 名必须经华北日军司令部批准。关于∀ 募集#的办

法,从 1942年开始广泛实行的∀劳工募集地域分配#制来看, 主要

是先由日军部和日伪机关分配募集指标,然后在各该地区实行劳

工强制摊派。为此特别将 18 � 40岁的劳动者造册,其中除本地必

须的劳动力之外,作为第一剩余劳动力;而把未满 18岁和 40岁以

上者列为第二剩余劳动力,以备征集。实际上,始于 1944年初的

∀行政供出#制, 无非是此前种种寓征于募的劳动力强制征集的公

开化和普遍化。

三,史料工作是史学研究全过程不得逾越的必要步骤。已故

中国经济史权威学者严中平先生有一句名言: 没有不从事史料工

作的史学家。自然,史料工作和史学研究是相辅相承的。史料工

作中至关重要的是资料的发掘与取舍。胡绳同志生前曾告诫我

们:在编辑史料时,必须明确每条史料的选取目的。其意思显然是

强调占有资料不宜鱼目混珠而必须严选。至于史料编辑时的分类

编排,一般的经验是宜粗而不必过细。我们体会, 强调资料严选和

提倡编排粗略, 其意义无非是突出史料本身。的确,一部史料书的

价值高低,和翻开书后读者的兴趣是否能被吸引, 主要取决于所收

资料的质量,特别是未曾面世的重要的第一手资料的多寡。

制约着战时劳工问题研究进行的瓶颈, 归根结底还是资料问

题。战后大量日伪档案文献销毁失散,有关当事者的大多数也都

先后退出历史舞台, 致使若干历史迷雾很难得以澄清。单就文献

资料言,最感缺乏的是,足以反映日伪政策和统治实情内幕的机密

和晚期资料。

本书的∀功德#恐怕也主要在于此。据笔者粗略统计, 本书收

录之资料共约 380件,其中晚期即 1943 � 1945年形成的达 180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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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几占全书的二分之一, 1944年者最多达 86件, 属于 1945年的

仍有 65件。日伪晚期资料得以如此集中地收录, 实属罕见, 难能

可贵。惟其如此,诸如:华北末期的劳工∀强制供出#、抓捕∀游民#、

中国劳工向日掳送等等情景, 较之过去更为具体与真切地呈现在

人们面前了。这不仅对于有关的史学研究, 而且对于清算日本战

时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强制劳动罪行,也是有益的。

本书取得编辑成功, 首先是由于编者的执着努力, 其次也是和

科研与档案机关的密切合作分不开的。在史料编辑工作上, 科研

与档案部门发挥出来的互动精神, 值得赞扬, 它可以实现优势互

补。应该正视, 目前,与史学研究的繁荣景象相比,史料工作相对

滞后, 甚至不及前世纪五六十年的状态, 而欲扭转此种局面, 全赖

于科研与档案资料部门的齐心努力。

(作者解学诗, 1928 年生,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 刘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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