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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 8月日本
宣布投降，国民政府立
即发表广播讲话，声明
中国政府对日方针：作
为仁义之师，恪守我国
民族传统，不念旧恶、与
人为善。中国政府“以德
报怨”的政策给战败的
日本民众一颗定心丸。
当时，不少日本人担心
战后的日本将被瓜分成
殖民地，即使作为日本
国留下来，如果课以庞
大的赔款，国民生活也
将变得非常艰苦。因此，
正在上海办理战败事务
的日本大使馆参事官冈
崎嘉平太看到报纸上
“以德报怨”这句话时，
真是感谢不尽。

建立虹口集中区
!"#$年 %月 &'日，国民政府委派知

名的“亲日派”、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
负责接收上海。"月 ()日，中国陆军总司
令部颁布《中国境内日本侨民集中营管理
办法》，规定“每一日侨集中居住区域设一
日侨集中管理所。日侨集中管理所之劳役、
杂役均由管理所长分配并指挥日侨担任
之；日侨对外通信应受检查，其行动亦受监
视，但准许日侨家属聚居一起，并准许日侨
内部自行成立一种自治组织，藉使管理臻
于便利；日侨集中管理所应对日侨施以民
主政治，消除帝国主义之教育。”

!)月 *$日至 *+日，中美两国在上海
举行遣送中国战区日本人返国联合会议。
根据遣送计划，中日双方各自建立有关遣
送工作机构。上海日侨管理处设在狄思威
路（今溧阳路）''++号。处长由国民党第三
方面军参谋长王光汉中将兼任，副处长为
邹任之少将。

中国政府在各地设立日侨集中营，不
是把日侨像犯人那样囚禁在监狱里，而是
组织他（她）们在指定的地点集中居住，并
给予充分的外出自由时间。设立集中营的
主要目的，一方面是为了保证日侨的生命
安全，维持其正常生活；另一方面是通过集
中居住的管理办法，对他（她）们进行严格
的思想教育和改造，使其逐步认清日本发
动侵略战争的危害，同军国主义思想决裂。

对于如何在上海建立日本人集中营，
有人强硬提出“惩罚论”和“追放论”。惩罚
论即把日俘移至崇明岛北部、长江口荒地，
日侨迁往崇明岛，在回日本国内的遣送船
到达以前，自力更生自给自足；而追放论则
是把日俘押送崇明岛或浦东，日侨搬到杨
树浦郊外，上海市区不许留下一人。
但是，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拒绝了

上述观点，坚持“吴淞为日军集中营地点，日
军海军陆战队集中在浦东，日侨集中在虹
口”原则。"月 '"日，正式确定虹口集中区范
围，并明确在上海不称“集中营”，而
一律改称“集中区”，以体现中国政府
以及民众的友善和宽大政策。

自 '",$年 "月 '(日起，约 ')

万日侨陆陆续续迁入虹口集中区居
住。集中区“所有编组皆依我国保甲
条例，户设户长，以理家政，十户为
甲，十甲为保，保之上为区。区保甲
长之产生，以公推为原则”。
上海日侨管理处规定，集中区

里的日侨早上 -点至晚间 %点以外
时间不准出营；不准日侨穿中国服
装，以冒充华人或朝鲜
人；除年老与疾病外，不
准乘坐人力车。对于不
遵守中国法律和集中区
规则的日侨，上海日侨
管理处采取措施，对其
逮捕关押。时有 ,'名囚
犯，其中吸鸦片者 &'

人，另有越轨行为、盗
窃、违反宵禁者、酗酒
者、冒充中国宪兵者等
数人。当时，上海民众虽
然对政府过分宽大政策
有所不满，但从大局出
发，均能和平对待居住
在虹口集中区内的日
侨，没有发生敌对性冲
突事件。不过也有一些
国民党军人和歹徒光天
化日去日侨住宅抢劫，
引起日侨恐惧。为此，第
三方面军严厉处罚各种
抢劫行为。

日侨遣返记

! ! ! !在虹口集中区里，日侨失
去了以往的骄横霸道以及工
作，许多人因此生活陷入困境，
无奈靠摆露店“（露天货摊和饮
食店）”谋生。北四川路和乍浦
路，以前这两条马路上的店铺，
十有八九为日商所开，现在被
当局封闭，显得冷冷清清。但海
宁路吴淞路一带，反而比过去
闹猛。马路两旁人行道上露店
林立，出现很多做“天妇罗”之
类的日式小吃。书摊也不少。昆
山路口竖立着两个帐篷，一个
卖汤面；一个卖豆沙饼。设摊的
除了日本成年男子外，有妇女，
甚至还有学校的老师和学生。
因为被集中管理，多数日本人
先依赖积蓄过日子，用完后便
卖家当。最后就是摆露店。大量
日货抛售，令虬江路旧货市场
的生意骤然兴隆。据说那时在
虹口流动着好几千人专做日本
人的旧货买卖。
虹口集中区内日侨大量设

摊经营引起上海当局注意，起
初为照顾日侨生活，并没有严
格限制，但随着日侨的露店越
开越多，产生了影响市容与市
场秩序的社会问题，上海市警
察局不得不公布《上海市日侨
集中区日侨临时摊贩取缔办

法》，规定“拟摆设摊贩者以日
侨中生活困难而非设摊不能维
持生活为限”。仅允许销售饮
食、日用品、漱洗用具，或从事
理发。允许设摊的地点也比较
冷僻，决不能设在闹市区而有
碍交通和观瞻。

一部分无积蓄、无额外收
入的日侨度日如年，但仍有一部
分富裕户在虹口集中区里照样
锦衣玉食，神气活现。如家住长
春路公寓房的一个日侨，家中装
潢摆设远比一个中国报社记者
的阔气；如溧阳路某条弄堂里，
一群群日侨孩子，身上漂亮的羊
毛衫裤，脚上新皮鞋，在无忧无
虑玩耍；如嘉兴路一家大餐馆，
里面尽是吃喝说笑的日侨；如胜
利影戏院电影开场时，坐满了日
侨。上海日侨圈里划分“土著派”
和“会社派”，其社会地位与富裕
水平大不相同。
尽管如此，上海日侨管理

处为保障日侨生活，将绝大部
分生活必需品通过日侨民生商
会原价配给，经济困难家庭另
外特别照顾。所以，贫困的日
侨，有了政府补助，加上开露店
赚些外快，都能维持生计，并无
因生活窘迫而饿死、因病无钱
医治而病死的事件发生。

! ! ! !对日侨施以民主政治、消
除帝国主义思想教育，是国民
政府日侨遣返工作核心。《中国
境内日本侨民集中营管理办
法》指示：“各级聘请当地名流
学者，组织各种委员会，专门从
事宣传工作，以消灭日人之侵
略思想及帝国主义观念，进而使
其明瞭民主政治及三民主义之
真谛。”上海日侨管理处的舆论
机关为《改造日报》社，先是在乍
浦路 ,$$号办公，后搬迁到汤
恩路（今哈尔滨路）'号原《大陆
新报》社址。社长乃陆久之，总经
理为金学成（两人均是中共地下
党员）。编辑部人才济济，中方人
员皆精通日语且学有专长；日方
人员大都为日本进步人士。该
报发行量 ')余万份。除了《改造
日报》，还出版日文《改造周刊》、
日文《儿童三日刊》、日文《改造
评论》、中文《改造论坛》、中文
《改造画报》等。这一系列报刊杂
志的发行，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军
国主义罪行；报道了侨俘遣返回
国后的生活情况；指出了怎样为
自己幸福未来创造条件；宣传了
和平民主进步思想，令精神苦

闷思想混乱的日侨们耳目一
新，深表欢迎。
上海日侨管理处还通过教

育改造活动训话、学生教育座
谈会、宗教座谈会、妇女座谈
会、放映新闻电影等多种形式
对日侨进行感化教育。从 '",-

年 '月 ()日起，日侨管理处租
借汉口路军政广播电台，每周
三、六下午，对日侨实施广播教
育，其中的生活讲座由中国著
名学者和日侨主讲。为使日本
儿童重获教育机会，并灌输民
主政治意识，上海日侨管理处
在虹口集中区设置约 '$)所简
易学校，每所收容约 ,)名学
生，中国语是必修课，中国的国
民性、风俗也是学习内容，其他
课目有理数、家政、书画、技能
等。另外虹口集中区内的文化
生活丰富多彩，'",$ 年 '& 月
'(日，日本艺人组织的协同剧
团为筹措日侨共济金，在公平
路前练武馆旧址举行首次公
演，曲目有独幕喜剧、土风舞、
西洋舞、独唱等。两天后，又在
虹口日进剧场第二次公演，由
前东京宝塚少女剧团演出。

! ! ! !严格规定遣日侨
即将遣返日侨之际，为了统一口径，

完成这次史无前例的遣送，上海日侨管
理处对归国日侨随身携带物品作出具体
规定：每人准带 '))) 日元（日军官 $))

日元、士兵 &))日元）；每人准带行李 ()

公斤，包括盥洗具一套、毡毯（或棉花被
褥）一套、棉花被一条、冬季衣服一套、夏
季衣服一套、大衣、皮靴三双、短裤三条、
衬衫三件、手提包一件、手提袋一件、自
来水笔铅笔各一支和手表一只（成人）、
其他随身用品（合理规定数量之内并以
自行带走为限）。医务人员另可携带 ,)

公斤医学图书；不得携带的物品：武器弹
药、照相机、望远镜及光学仪器、金条或
银条、未镶之宝石、艺术物品、股票、没经
批准的珠宝及奢侈品、超过正常所需的
烟草和雪茄、超过正常所需的食物、超过
必须的衣服、历史书籍和文件报告书、其
他类似资料等。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日侨都能遵守

中国政府法令，有的因为担心回到日本
国内后的生活，还是想方设法藏一些值
钱的东西带回去。为此，第三方面军设立
视察组和物资组，专门处理物资查缉，并
出台《奖励密报敌伪财产条例》，公开受
理民众举报。据事后统计，共受理密报
&,"-条，查获物资最低估值 '+-亿元。

'",-年 '&月 (日凌晨，第一批遣
返日侨 &'%$人排成零乱长队，在几名国
民党宪兵带领下，从沪江大学出发，步行
至虬江码头。,日上午 %点，日侨登上“明
优丸”轮。日侨管理处处长王光汉中将、
副处长邹任之少将同时亲临现场巡视，
以表明第三方面军对遣送一事的高度重
视，并当场向日侨散发了《告归国日本侨
民书》，再次强调：“这次日本的侵华战争
结束以后，在华的日本军民从战败投降
之时起虽然不得不在集中区生活，但中
国方面根据一贯的传统的立国精神，丝
毫没有对诸位加以侮辱和危害。诸位回
想中国人民因持续八年遭受日本的侵略
战争，沦陷于水深火热中而救亡的凄惨
情况，必须进行痛切的反省和彻底的觉
悟。”下午 '点 ()分，“明优丸”起航。

'",-年 '月，美军方面供给上海 &%

艘船只用于遣送日本人。由于运输能力
跟不上，&月份上升到 $"艘，但远远满
足不了人数庞大的遣返需要。回国速度
的缓慢，引起部分日侨不安。于是 (月份
的船只增加至 '&(艘，日遣送人数最高
纪录日俘 '-)))余人、日侨 $)))余人。
鉴于大部分上海日侨于 ,月初可遣送完
毕，上海日侨管理处于 ,月 '日撤销，改
名为上海日本战俘管理处。
在遣送日侨过程中，曾经有一艘日

本轮船沉没，即 '",-年 '月 &&日下午
(点，运载 ,())多名日侨的“江岛丸”在
长江口 -)英里外的花岛山海面突然碰
触水雷。造成死亡和失踪者共计 +%人，
受伤 '''人。“江岛丸”上所有生还日侨
由美国轮船“白利华脱号”救起并返回上
海码头。上海日侨管理处立刻将受伤者
送往日侨管理处医院（江湾陆军医院）医
治，其余安排回原住所，并向遇难日侨提
供紧急救济。

'",-年 ,月 '+日，《民国日报》刊登
醒目大标题：全沪 ')万日侨遣送完毕。

日侨生活两重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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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遣返日侨正在登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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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侨虹口集中区街景 " 上海日侨管理处签发的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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