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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綱博文主講
「最後的上海日
僑社會──上海
『日僑集中區』
之實態」紀實
陳佑羽 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碩士

前言

今（1015）年 3月 11日，國史館邀請

對上海日本僑民有卓越研究的高綱博文教

授蒞館演講，「最後的上海日僑社會──上

海『日僑集中區』之實態」。高綱博文教授

為日本大學文學博士，目前在日本大學任

教，專長為中日戰爭時期上海日本僑民的社

會研究，特別是針對戰爭期間上海的網路媒

體以及漢奸或通敵等灰色地帶的研究。

此次高綱博文教授以上海虹口的日本僑

民為中心，並根據在上海發行的日文報紙

《改造日報》等新聞調查報告，探討於中日

甲午戰爭後形成的上海日僑社會，在 1145

年 1月日本戰敗後迄至 1146年 4月結束

「遣返」為止，從國民政府接收上海、「上

海日僑管理處」、「日僑自治會」、上海日

僑的生活與輿論、遣返共四個議題，考察戰

後上海日僑的變動樣貌。

高綱博文教授（攝影／林正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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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摘要

1145年 1月 14日，日本正式接受「波

茨坦宣言」，向中、美、英、蘇等國無條件

投降，廢除軍國主義、促進民主化、縮減領

土、解散軍隊、維持軍需以外的和平產業等

13項條件。隨後隔天，中華民國國家元首

蔣介石透過廣播向「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

發表「我的對日方針」，其中「不念舊惡」

及「與人為善」的「以德報怨」聲明，成為

了蔣介石對日基本方針。同年 1月 1日，

以湯恩伯總司令為首的國軍部隊在「以德報

怨」的指示，採寬容的態度對待日本人，以

及處理對日事務，以作為全國陸軍的模範，

開始進行上海的接受工作。

同年 10月 1日成立「上海日僑管理

處」，實施四大方針，分別為：一、「日僑

編組管理辦法」：規劃具有保甲制度的「日

僑集中區」共四處，以便日僑在有組織、有

訓練的保甲制度中，獲得種種的便利和保

障，並助於日僑民主化；二、「日僑房產貨

物接管辦法」：要求日僑將集中區以外的日

僑所有動產（庫存商品、家具類等）及不動

產（土地及住宅、營業場所、工場等）作成

「殘留動產不動產申請書」，提交給日僑自

治會；三、「日僑技術人員登記考核及就業

指導辦法」：規定關於日籍技術員之留用事

宜；四、「日僑文教工作實施計畫」：作為

宣撫日僑之工作。其主要工作為「日僑學校

教育」，目的在於「徹底改造日僑子弟錯誤

的思想，使他們邁向和平民主之道」。

聚集在虹口「日僑集中區」的日僑為了

相互扶助、集團共濟、衛生保健等，整合原

本的「上海自治會」而組成自治團體「日僑

自治會」。然戰時體制下被壓抑的日僑民眾

卻對自治會中許多包含戰時既有官僚及特

權者、「戰爭得利者」、「戰敗得利者」深

感強烈的憤怒和不信任，要求其下台。因

此主張掀起日僑自治會的民主化運動，隨著

1145年 10月 11日實施保甲制度選舉區保

甲長、10月 11日公選自治幹部及 1146年 1

月 16日日僑代表委員選舉，而「放逐舊領

導階層」以真正落實民眾迫切的資金改革和

日僑生活所需的物資配給。

結論中，高綱博文教授認為戰後，在各

國所矚目的「國際都市」上海，可說實踐蔣

介石「對日方針」聲明的政治空間。在國軍

所規劃的「日僑集中區」與中國人街有所區

別，保障了日僑的生命安全，不過卻也被要

求從「軍國主義」轉變為「民主主義」。日

僑集中區的社會秩序，基本上以保甲制度予

以維持，而日僑的遣返順利也與此有關。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僑集中區」的「民主

化」運動雖是以中國當局的對日民主化政策

為背景，但其動力乃是日僑民眾對戰時既有

官僚及特權者之不滿和批判。他們在艱苦生

活中，一面推動抨擊「特權階級」的「民主

化」運動，同時一面展開共濟運動及新生活

運動。其日僑社會的「民主化」之成果，反

映在 1146年 1月 16日的日僑代表選舉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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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當選者多為由有見識的民主人士所構

成。不過雖說如此，在同年 3月實施的「上

海日僑輿論調查」之結果，明白顯示日僑社

會仍殘留「不少過去封建的法西斯主義之影

響」，並未充分民主化。

綜合討論

在精彩的演講之後，聽眾們也予以熱烈

的回應，首先提問的是：今年為日本戰敗

七十週年，高綱教授以日本人立場有什麼看

法？對此高綱教授回應：作為一個日本人，

我認為中日戰爭，日本的確是發動侵略戰爭

者，但戰後日本並沒有負起責任，是因為日

本人對於發動戰爭是侵略的想法很薄弱，反

而認為是被軍閥所欺騙有關。

國史館助修李鎧光提出兩個疑問：一、

高綱教授文章內所敘一盤十萬元的烤肉，

單位是法幣？因為以當時在上海公務員一

個月的薪水是二 ~三萬法幣，有待商榷。

二、1145年中國實施地方選舉，是否與上

海日僑區有所關聯？高綱教授回應：烤肉的

單位確實是法幣，表示這些日本人，在戰前

或戰爭時期賺了不少錢，所以足以有能力去

消費。選舉活動方面，高綱教授認為主要是

美國想要在亞洲地區實施民主政策的環境

下所產生的。

國史館纂修歐素瑛提問：戰後初期日本

人的遣返和留用的情形，對於上海與臺灣的

情況可以做一個比較，戰後陳儀留用了許多

日本人，但臺灣人卻非常的反彈，當時後在

上海留用的日僑有多少人？他們的行業？

以及上海民眾的反應？高綱教授回應：關於

上海留用日本人的問題，他才剛開始進行

研究，就以現在上海檔案館 1141年的資料

來看，被留用的日本人有 651名人左右，主

要為鐵道、外交及重工業等技術員。對於上

海民眾的反應，因為日本留用者人數太過稀

少，所以並無較大的情緒反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