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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4月19日，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发起成

立“中共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主要任务是壮大党组

织力量、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以及加强同日本

社会主义者的联系，发挥连接共产国际与日本共产

主义运动的桥梁作用。①此后，王步文、童长荣先后

负责领导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组织及活动，团结广

大中国留日学生和华侨，积极推进共产主义的宣传

教育工作。②1920年代初，中共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秘

密发展党员。1927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在日本的组

织及活动遭到破坏。1928-1929年间，在王哲明、古

杰、房斌、崔仲远、廖体仁、余炳文、叶英群等党员干

部的带领下，大批党员积极开展党组织、地方党支部

的重建工作，发展壮大党员队伍，发行党的机关报

刊，领导和建立了一批党的外围组织，并于1929年7
月经中共中央许可正式冠名为“中国共产党日本特

别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海外的一支重要力量。

目前中日学术界对中共在日本的组织及活动的

研究集中在“东京事件”及中日政府之间的外交交

涉，③从东京左联的角度考察中国留日学生的文艺运

动及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的部分活动史实，④或

从国民党东京支部斗争的角度出发总结国共在日本

的合作过程。⑤国内有关中共东京支部的详细考证

则主要集中于 1930年代以后，但其中“中共东京支

部”的真实指向也有待商榷；⑥此外，也有学者考察施

存统与早期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关系。⑦对1928-1929
年中共在日本的组织机构、党员发展及支部活动等

方面的系统考察尚付阙如。1927年“四一二”及“七

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在日本的组织遭受重创后

是如何重建的?支部的重新恢复及支部工作的开展

情况是怎样的?党员发展方面又有哪些特点?中共在

日本领导的外围组织有哪些以及如何处理与日共的

关系?这些都是亟待深入探讨的问题。本文以日本

亚洲历史资料中心藏《中国共产党员检举关系资料》

(第一～第七卷)、日本参谋本部依据司法部预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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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编纂《支那共产党运动史》⑧以及外务省情报部

编《赤色支那志》《支那共产党史》⑨等为史料依据，在

日文档案资料的基础之上，考察中共 1928-1929年

在日本的组织建设及活动的开展过程，厘清中共在

日本活动并遭日本政府镇压的历史事实，从侧面揭

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必然性。

一、整合与重构：国共分裂后中共在日组织的

重建

1926年前后，日本的学生中间兴起研究社会主

义的热潮。在日本各大高校，学生们自发组织社会

科学研究会，展开马克思主义研究。在这种氛围之

下，中国留日学生也纷纷开始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

研究马列主义学说、共产主义思想，暗自同中国共产

党在日本的组织联络，寻找机会加入党组织或奉党

的指示从事外围活动。

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组织——中国共产党日本

特别支部，最初的称呼为“党”“市委”“特委”或“日本

特委执行委员会”等，⑩是一个秘密组织。根据日本

参谋本部的调查报告，1926至 1927年间，留日学生

郑畴等与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为了完成革命任务，

发展了部分党员，早期有党员十余人。根据日藏审

讯笔录记载，1929年3月李亚农入党时，中国共产党

在日本的组织名称为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

主要由投身中国革命的留日学生组成，为中国共产

党的一个分支。而且因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

性质，当时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及每个下属

支部均配有一名无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中国共产

党日本特别市党部制定的革命目标、提出的口号与

中国共产党是完全一致的。其革命活动主要围绕留

日学生、华人华侨开展，支部党员的任务是深入左倾

组织及中间组织、同窗会及同乡会指导工作，例如联

系日本各地社会科学研究会及东京的艺联、人社、时

代工程社、京都的留学生总会、帝大同窗会等。

1927年国民党接连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

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武装镇压革命群众。日

本政府为防止赤色革命，在国内大举整肃和打压日

本共产党及其活动，致使中共与日共的秘密联系难

以维系，中共在日本的活动被迫转入地下。在国民

党和日本政府的双重打压之下，中国共产党在日本

的组织受到强烈冲击。

“四一二”政变以后，国民党右派雇佣反共势力

打压左派和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并向日本

警察告发中共党员，迫使中共无法继续在东京开展

活动。中共设于东京的总支部决定迁往大阪。抵达

大阪之后，中国共产党组织成立大阪总支部。大阪

总支部的活动在“七一五”之后就被迫中止，仅持续

了三个月左右。在大阪，大阪总支部对党员进行了

重新登记，将原先隶属于总支部的东京支部、京都支

部、大阪支部、横滨支部、神户支部、长崎支部合编为

大阪支部、京都支部。总支委何兆芳、张天放、黄新

英、袁文彰协助成立大阪支部并指导支部活动，继续

坚持三大政策。京都支部由李初梨、廖体仁(1927年
4月入党)、于清伦(1927年3月入党)协助开展工作。

大阪总支部活动中止后，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

市党部又转战东京继续开展活动。1928年 8月下

旬，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在东京市外大冈山

召开第一次大会，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留

学生监督处压迫留学生”“反对土地私有”的口号，发

展40余名党员。大会明确了党的工作任务是向广大

留日学生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在留日学生中间

散发宣传单、小册子，传播革命火种，使留日学生受

到启迪，待其学成归国后，投身国内的共产主义启蒙

运动。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面向党员发行

机关刊物《学校生活》，使党员了解大会情况及决议

事项，统一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并计划于1928年
12月中旬暨广州暴动一周年之际，实施具体革命活

动。第一次大会结束后不久，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

市党部紧接着召开了第二、三次大会，讨论有关政治

局势的报告，审议各地方支部的政治报告及党的工

作报告，研究下一步工作及活动方针。在第三次大

会上，党员代表们积极开展政治讨论，决心严守党的

纪律，秘密同国内党组织联络，将会议情况报告中共

中央。此外，大会要求每个党员要发挥各自所长，同

日本左翼团体展开联络，同时必须统一按照党的指

示与日本共产党进行接触。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设执行委员会，在

执行委员会之下，设书记局、组织部和宣传部；书记

局下设秘书处，秘书处联系各地方支部。书记局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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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召集执行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开会及同中国共产

党的联络任务，统筹管理党内一般性事务；组织部负

责各地方支部的组织、党员的入党手续、党费的征收

及同各地方支部之间的联系；宣传部负责宣传材料

的搜集、宣传物品的制作以及发表等；秘书处负责

保存党的记录，撰写执行委员会及常务委员会的会

议记录、面向地方支部的通告及宣传物品的发放

等。另外，设无职务一职，主要负责指导党的外围

组织——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及时向党组织

汇报该会相关情况及动向。1928年 10月下旬，中

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在东京府北丰岛郡高田町

杂司谷史谦处召开会议。会议选举常务委员郑畴任

书记，廖以仁负责宣传工作，史谦负责组织工作。

1929年 3月，李亚农因出席中华留日学生社会科学

研究会总联盟代表大会，赴东京滞留数日，其间在东

京九段坂(位于今东京千代田区)由廖体仁介绍入党，

后加入京都支部。根据他的供词，至少在 1929年 3
月前后，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的组织架构如图1所示，

组织名称尚为“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组织架构的最高一

级是支部代表大会，为中国共产党在日本组织的政

策决策机构和最高领导机关。在支部代表大会之

下，设立市委员会，受支部代表大会领导。市委员会

下辖神户、仙台、京都、东京四大支部，其中，东京支

部又由四个支部组成。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市委

一级设书记一名，由宣传委员会(委员若干名)和印刷

委员会(委员若干名)组成。

“四一二”以后，就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

的存续问题，当时党员内部也存在分歧。一部分党

员认为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的存在不合法

理，理由是共产主义者是不分地域、种族的，共产党

不是一个民族性组织，而是一个地域性组织，应当是

同一地域内生活的马克思主义者共同的组织，特别

是廖体仁声称日共领导人和中共领导人在莫斯科会

面讨论将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与日共合并。

然而“四一六”事件以后，日本共产党受到毁灭性打

击，组织机构几近瓦解。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

部与日共合并一说也就不了了之。

1928年至1929年期间，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

部的基层党组织、地方支部开始重建。到 1929年 9
月，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的地方支部数量已经

从1929年3月末的7个发展至20个。

1929年 4月初，在东京府丰多摩郡杉并町阿左

谷陈启宇处，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召开第二

次代表大会，有十余名党员出席。大会制定的阶段

任务是尽可能与正式党员取得联系、严守党的纪律、

加强党员之间的联系。大会选举产生了执行委员会

和常务执行委员会，一致决议通过散发传单、发行机

关报持续扩大党的影响力。大会同时选举执行委

员李味五、廖以仁、王哲明、古杰、房斌、崔浚、陈曼

云、廖体仁、余炳文、叶英群为常务委员，李味五任书

记，廖以仁任秘书，由王哲明负责组织工作，古杰负

责宣传工作，房斌任无职务。5月中旬，在丰多摩郡

杉并町马桥郑长群处，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

图1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组织架构图

图片说明：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第34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

検挙関係第一巻分割4(I-4-5-2-1_1_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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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执行委员会议，进行了干部改选。会议选举廖

体仁任书记，李味五任秘书，由叶英群负责组织工

作，王哲明负责宣传工作，房斌任无职务。

据李亚农供述，1929年 5月中旬至 7月 10日之

间，京都支部指派他在东京执行任务。在此期间，他

参加了七八次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的内部会

议，会议地点在东京市东中野叶(仲豪)家中，每次约

十一二名党员参加，主要有余炳文、漆宗兴、郑道之、

谢(位鼎)、叶(仲豪)等人。内部会议集中进行政治时

局分析及支部建设问题讨论，并决定开展“中东铁路

事件”“海军军费缩减问题”“编选会议”“劳工赔偿

案”“中国黄色工会问题”“托洛斯基主义问题”等相

关宣传，印制、散发宣传品，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设

法接近非党人士，以谈话方式向其宣扬革命思想、介

绍革命活动的具体情况。此外，中国共产党日本特

别市党部成立了专门负责指导宣传工作的宣传委员

会，由郑道之担任宣传委员长，李亚农等担任宣传

委员。

7月中旬，在东京府下洗足池附近郑长群的另一

居住地点，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召开了第三

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了由古杰、叶英群、郑道之、

王哲明、廖以仁、钟文、崔浚(仲远)、史怀文、冯骥、李

味五(候补)、廖体仁(候补)、陈曼云(候补)组成的执行

委员会。古杰、郑道之、叶英群担任常务委员，选举

古杰任书记，叶英群负责组织工作，郑道之负责宣传

工作，冯骥负责秘书处工作。大会通过决议，进一

步加强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络，并继续保持与日本共

产党及日本左翼组织的联络，将党组织名称确立为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上报中共中央批准。

接到通报后，中共中央作出指示，立即中止执行“继

续保持与日本共产党及日本左翼组织的联络”的决

议，认为此时同日共及左翼组织联络存在风险。经

中共中央审批，日本特别市党部五十余名同志被认

定为正式党员，并正式启用“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

部”这一名称。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向国内的

上级党组织汇报党员及支部在日本的活动情况，并

依据中国共产党对当时中国政治情势的报告在日本

继续进行革命活动，借助国内寄往日本的中国共产

党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红旗》《列宁青年》等展开

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是被中国共产党认可

的海外支部。当时，掌握实权的古杰(广东)与王哲

明(上海)之间，因为组织问题发生冲突，古杰暑假回

国，指派廖以仁向其汇报日本特别支部的状况。中

国共产党上海市党部特别负责人、上海人道互济会

干事王佑平派梅电龙赴日解决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

支部干部内部之间的纠纷问题，向日本共产党中央

党部转告日本共产党干部佐野学在上海被捕的消

息，交付日共活动经费及革命运动牺牲者遗属慰问

金两千元。

7月，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召开常务执行委

员会议，决议于同月下旬成立由在日中国留学生左

倾组织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时代工程社、艺术

联盟及人社联合组成的中华留日反帝同盟，目的是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并借此机会秘密在中国留日学

生中宣传打倒中国国民党，宣扬共产主义思想，壮大

中华留日反帝同盟的规模。

随着反帝同盟的规模持续扩大，中国共产党日

本特别支部于9月1日组织敢死队，在中华民国驻日

大使馆抗议示威，要求返还中东铁路，甚至策划火烧

大使馆。示威运动临近，因部分中层党员干部的身

份暴露，计划以失败告终。其余党员干部又组织“九

四”银座示威游行。9月 4日游行活动时，日本警察

在银座松屋吴服店附近拘捕了数十名中共党员及相

关人员，而大部分运动的核心领导成员潜逃。10月3
日清晨，日本展开全国集体逮捕中国共产党员行动，

以期将日本的中国共产党一网打尽。这就是中共

党史卷帙上的“东京事件”。

二、虚实有度：中共在日本发展党员的多重程式

1929年10月“东京事件”发生以后，中华民国驻

日大使馆与日本外务省交涉，希冀日方提供拘捕中

国留学生的确切名单及人数。1929年11月27日，日

本外务事务官木下通告中方，截至 11月 26日，日本

方面累计拘捕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相关人员

225人，其中仅 10月 3日当天就拘捕 130人，东京警

视厅监狱收监 148人。日本检察机关累计释放人数

130名，在押人数为95人，其中关押在东京警视厅监

狱内83人。至1930年2月为止，被日方核实认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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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在《中国共产党员名簿》内的中国共产党员达66
名。日本各地方知事联合警视厅、地方法院对中国

共产党员以及疑似中国共产党员的相关人员展开司

法程序上的调查、取证及审讯，并将审理结果通告内

务省、外务省、司法省，陆续分批次将“犯罪”情节较

轻者强制驱逐出境。5月底，仍有 36名党员尚被收

押在监。

1930年5月6日，中华民国驻日公使汪荣宝致函

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以各省教育厅发放或停

止留日学生官费问题为由，要求日方提供羁押于市

谷监狱及其他县监狱的36名学生的姓名及所属学校

名单。5月 30日币原喜重郎向中国临时代理公使

江某复函时，随函附带提供了这份36人的《中国共产

党事件被告人氏名》名单。

表1 日本监狱收押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党员名单

被告姓名被告姓名

廖体仁

史殿昭

聂馀绪

叶英群

房斌

王明哲

朱大鼎

郑柏

周其湛

林云青

吴福和

余炳文

黄维聪

刘之汇

宋建鹏

李味五

左鸿暄

古公尧

杨若僧

郑道之

刘光源

籍贯籍贯

湖北省黄梅县廖家圩

安徽省宣城县奉公街

湖北省武昌望门广里堤

三九号

安徽省桐城县陶冲驿

安徽省桐城县朱窊村

江苏省上海市西门蓬莱

路普育里三四号

安徽省无为县城内

广东省琼山县演丰市山

尾村

河南省信阳县柳林村

奉天省西丰县大十字街

安徽省桐城县

四川省威远县

广东省中山县

云南省易门县城内

奉天省开原城内

陕西省华县西大街

四川省三台县太和镇

广东省梅县

广西省南宁县学前街三

七号

广东省陆丰县城

湖北省大冶县

学校学校

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研究生

京都帝国大学土木工学科

在读

成城学校预备科在读

中央大学经济科在读

东京工科大学二年级在读

法政大学经济学部二年级

在读

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

科实科毕业

成城学校预科中退

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林科

实科毕业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一年级

在读

东京铁道局教习所专门部

毕业

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农业经

济科二年级在读

成城学校高等军政科在读

东京高等师范学校特设预科

在读

明治大学经济专业在读

法政大学经济专业在读

明治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

二年级在读

成城学校补习科在读

日本大学专门部经济科在读

庆应大学经济学部三年级

在读

明治大学政法经济科在读

时年时年

32岁
27岁

21岁

23岁
23岁
23岁

21岁

25岁

25岁

21岁

24岁

26岁
21岁
20岁
26岁
26岁
24岁
21岁
22岁

27岁
25岁

经历经历

1918年9月赴日1928年4月入党

1921年3月赴日1928年12月入党

1928年8月赴日1929年5月入党

1928年10月赴日1929年3月入党

1926年9月赴日1928年9月入党

1927年8月赴日1928年9月入党

1925年9月赴日1929年3月入党

1929年3月赴日1929年4月入党

1925年12月赴日1929年5月入党

1929年4月赴日1929年8月入党

1925年9月赴日1929年1月入党

1921年9月赴日1929年2月入党

1928年2月赴日1929年6月入党

1926年9月赴日1929年4月入党

1928年3月赴日1929年2月入党

1928年1月赴日1928年10月入党

1929年2月赴日1929年3月入党

1928年11月赴日1929年7月入党

1922年9月赴日1929年5月入党

1927年3月赴日1929年4月入党

1928年3月赴日1929年9月入党

介绍人介绍人

于清伦

廖体仁

李味五

廖以仁史谦

廖以仁

郑畴

李士瘦

古杰

李士瘦

史谦

漆相卫

许崇春

郑道之

崔浚

王明哲

杨玉珊

冯涧章

冯曼曼

李味五

王哲明

郑畴

郑畴

备考备考

停止

执行

拘留中

免诉

停止

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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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监狱收押的 36名党员中，梅电龙、冯骥、

史怀文赴日前入党，邓炘入党时间不详，其余32人均

在赴日后入党。个别党员从抵达日本到正式入党中

间仅间隔一个月有余。党员入党时间大致集中在

1928年 4月至 1929年 8月期间，绝大多数是在校学

生，平均年龄23岁，呈年轻化特征。入党介绍人大多

数为 1位，个别的是 2位，且为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

支部执行委员，是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的中枢

成员。这32名党员由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直接

发展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而非地方支

部发展而来，个别成员后来被派往地方支部，成为地

方支部党员中的核心人物或领导力量，具有一定的

影响力。

东京地方法院《对史殿昭等三十四名被告的一

审判决》的判决书中提及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

党员发展和程序，“党员全部由各地方支部的党员代

表会议投票选举，经执行委员会决议通过后，正式从

事党员活动”。根据大久保弘一《赤色支那》的考

察，当时党员的入党手续大致有以下几个步骤：1.需
要党员一人及以上作为入党介绍人。介绍人负责在

一定期限内对入党申请人进行考察。2.由入党介绍

人向支部会议提议，提请讨论是否同意申请人入党，

说明：表1以《中国共产党事件被告人氏名》为依据，结合《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党员姓名年龄机关赴日及入党时期职业

表(第八表)》整理而成。笔者比对《中国共产党员名簿》所记内容，对名单中的党员的年龄、赴日及入党时间、介绍人的信息进行了

补充。表中所记载的党员年龄为1930年时的实际年龄。名单中吴福和原写作吴服和，宋建鹏部分史料作宋健鹏。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300(第42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

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第三巻分割4(I-4-5-2-1_1_2_003)；Ref.B04013035100(第87画像目)、第五巻分割1(I-4-5-
2-1_1_2_005)整理。

被告姓名被告姓名

刘凤冈

史怀文

姚岸

郑长群

冯骥

詹开进

李士瘦

崔浚

刘达纶

古杰

黄锡俞

钟文

李亚农

邓炘

梅电龙

共计36名

籍贯籍贯

湖北省沔阳县刘家村

安徽省桐城县安凤岭

广东省文昌县第九区

广东省汕头市崎碌

广东省琼山县府城

广东省琼州大昌县烟墩

市昌郎村

安徽省桐城县棕阳镇

陕西省长安县城内夏家

什字二四号

湖北省大冶县刘仁八二

八房

广 东 省 兴 宁 县 水 口 区

下堡

广东省台山县

湖南省醴陵县伍家坊

四川省江津县中白沙

广东省广州府三水县上

灶村

安徽省宿松县山北仲

学校学校

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本科

一年级在读

东京高等工学校应用化学科

毕业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在读

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部在读

第一外国语学校俄语科在读

第一外国语学校在读中

北海道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

实科毕业

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专门

部在读

早稻田大学大学部德语科中

途退学

法政大学经济科本科一年级

在读

三崎英语学校在读

东京高等高工学校一年级

在读

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在读

无，40岁，私塾主

(东亚同文书院毕业)

时年时年

19岁

25岁
24岁
26岁
23岁
23岁

25岁

25岁

21岁

26岁
24岁
22岁
25岁
40岁

经历经历

1926年9月赴日1928年6月入党

1929年4月赴日1928年6月入党

1926年9月赴日1929年5月入党

1927年12月赴日1929年5月入党

1928年10月赴日1928年6月入党

1925 年 10 月赴日 1928 年 12 月

入党

1927年9月赴日1928年12月入党

1928年5月赴日1928年12月入党

1928年10月赴日1929年3月入党

1927 年 10 月赴日 1928 年 12 月

入党

1927年10月赴日1928年5月入党

1928年7月赴日1929年6月入党

1929年3月入党

保释

介绍人介绍人

王焕章

钱某

郑柏

郑道之

郑汉先

郑畴

王明哲

廖以仁

史谦

郑畴

黄新英

李刚

廖体仁

备考备考

拘留中

保释

免诉

免诉

(续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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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通知申请人由支部书记亲自对其进行考察，同时

向组织部报备。3.对曾加入国民党及其他国家主义

社团的人员，事先报告组织部备案，等候执行委员会

的调查决定。如批准申请人入党，则由支部书记负

责通知申请人。4.在国内入党的党员抵达日本后，

持支部介绍信，办理组织转接手续。党组织若同意

申请人入党，以口头通知或允许出席支部内小组会

议并向小组成员介绍的方式通知申请人，不颁发入

党证，偶尔有以书信方式通知的情况，信上写明允许

“入校”等字样。

然而，从被拘捕党员的审讯笔录来看，在当时特

殊时期的特殊背景下，并非完全按照上述常规的入

党程序进行。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利用国民党内部矛

盾，吸收国民党党员入党，从而瓦解国民党组织，与

国民党(右派)做斗争。在1929年10月26日，曾是国

民党党员的朱大容供述道：“我原本是中国国民党党

员，因为我与同窗张觉人交恶，他将我排挤至长崎支

部，张对我进行压迫。同窗李昂鸣与我关系甚好，每

日来我处，对我讲中国共产党的好和国民党的坏，同

居者王握瑜也如此。我站在反对张的立场上，有了

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在北海道陈希的入党

邀请下，我决定入党。今年4月中旬，我加入中国共

产党。”朱大容原是国民党员，李昂鸣和王握瑜见朱

大容同国民党员张觉人有嫌隙，在朱深受排挤之际，

向他伸出橄榄枝，引导朱大容向党组织靠拢，在思想

方面对朱进行宣导，深化他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

认识。朱在后来的供词中谈道：“我对共产党的认识

如下。中国共产党发展革命，破除一切军阀，现在中

国共产党党员急剧增加。打倒旧时存在的封建军

阀、将土地收归国有，现在个人所有的土地及其他财

产均收归国有，不承认私有。以实现世界革命为目

标，限制大资本……”可见，朱大容对共产党的认识

是具有一定深刻性的。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也吸收革命性强、意

志坚定、崇尚共产主义的积极分子入党。例如，李亚

农 1927年考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开始专门研究

马克思主义学说。1928年 5月，李亚农加入京都留

日学生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对共产主义产生强

烈共鸣，受到中国共产党机关报《布尔塞维克》《红

旗》以及左倾思想报刊的宣传，积极向中国共产党在

日本的组织靠拢。1929年 1月，李亚农母亲受尽贫

穷与封建家庭的折磨后去世，对李亚农的革命思想

是一次巨大的提升。他对封建旧社会产生强烈憎

恶，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实际革命运动之中。

2月，李亚农从京都银阁寺一带去神户、大阪。途中，

李向京都支部书记廖体仁表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

向。3月下旬，李亚农经廖体仁介绍入党。陈淑文

等人同样如此。1928-1929年间，中国共产党日本

特别支部在发展党员工作方面倾注全力，吸收崇尚

马列主义的积极分子入党，这部分党员具备坚定的

革命意志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入党之后开展思想教

育学习，既壮大了党的队伍，也起到凝聚革命力量的

作用。

此外，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还吸收具有先

进性的群团组织集体入党。赤共社原本就属于共产

主义派组织，受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的领导，主

要由留日中国学生负责组织建立。1929年 4月，赤

共社改称少年共产党。5月，赤共社在党员李味五

的介绍下，以集体入党的方式，正式加入中国共

产党。

此外，入党程式也呈现多样性。大批党员是先

加入受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领导的外围社团或

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教育、意志磨砺和考察，

由正式党员介绍，接受党组织审查后，正式加入中国

共产党。如漆宗兴 1928年 4月到仙台后，加入留日

仙台学生联合会。后在庞大恩的介绍下入党。张

国衡 1929年 3月经古杰介绍加入社会科学研究会，

隶属牛込组，每周参加研究会，研究讨论思想问题。

4月，经古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隶

属牛込支部，每周一次于牛込区喜久井町青光馆内

同冯曼曼等人召开支部会议，在党部的指示下参加

研究讨论。伍博平3月经古杰介绍加入中华留日

社会科学研究会，4月又经古杰介绍入党。宋长仁

1929年 7月 1日经徐元宵介绍加入留日中国社会科

学研究会，8 月经徐元宵介绍入党，隶属明大支

部。此外，冈山支部的程绍襄，神户支部的苏德赐、

杨蒂坚、鲍绍文等人，均以上述方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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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特别支部的。

同时，也存在一些特殊的入党程式，如邀请入

党。1929年1月初，漆相卫在东京市内旅行期间，受

到党组织的关注。约十天之后，他在京都帝国大学

校园内收到来自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执行委员

东京帝国大学郑畴向其发出的入党邀请，漆相卫口

头承诺入党。1月中旬，漆相卫再次赶赴东京，根据

日本特别支部党员王明哲的意见，于东京市小石川

区音羽町六丁目江户庄，正式向东京帝国大学学生

余炳文表明入党意愿。之后，在东京目白站前由刘

恩波、王明哲为漆相卫办理入党手续。1月下旬，漆

相卫手持日本特别支部向京都支部书记廖体仁开具

的入党通知书，加入京都支部。另外，对于在国内

就已参加党领导的先进组织的人员，缩短考察程序，

实现快速入党。李梦秋1929年7月在上海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青年团，直接受上海特别市党部闸北区北

四川路支部领导。9月 15日，李梦秋加入中华留日

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2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特

别支部，隶属牛込支部。23日，经常务委员会决议，

派李梦秋至社会科学研究会工作。29日，李梦秋在

“社研”第三届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组织委员，负责党

的宣传工作。

三、遍地开花：中共在日本的支部建设及支部

活动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以后，在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的领导下，地方支部开启

重建工作，如仙台支部、东京支部、神户支部及京都

支部等。除地方支部建设外，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

支部的部分女党员曾成立妇女支部，希冀在日本开

展妇女战线工作，但未能如愿。

1.仙台支部的建设及活动

仙台支部由廖涤心、夏邦奇、李宝华及庞大恩四

人共同建立，成立时间推测在 1928年 1月至 6月

间。根据庞大恩的供述，其于1928年赴仙台，经廖涤

心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廖、夏、李三人回国后，

1928年 6月至 1929年 3月，庞大恩担任仙台支部书

记，大力发展党员，壮大党组织队伍。

1927年 11月至 1928年 10月间，仙台支部以留

日仙台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向留日学生邮寄党组织

机关报刊通讯录，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漆宗兴1928
年4月抵仙台，加入留日仙台学生联合会，在庞大恩

的介绍下入党。1929年3月至6月，漆宗兴任支部书

记期间，发展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马季唐入党。

1928年3月，扶学铣经刘懋傭介绍，于京都入党。5
月，扶学铣抵达仙台，加入仙台支部。1929年6月下

旬至9月末，扶学铣任仙台支部书记，其间发展谢位

鼎、周恒恩入党。9月，扶学铣以仙台代表身份参加

了东京府下高日寺召开的社会科学研究会总联盟代

表会议。

庞大恩、扶学铣、漆宗兴均是东北帝国大学工学

部学生，三人在仙台支部期间，遵照中国共产党日本

特别支部的指令开展工作，在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

支部内部被认为是社会科学研究会派人物，主张在

贫农、雇农及中农当中发展党员。12月29日，宫城

县知事汤泽三千男致函内务大臣以“三人思想激进，

且扰乱我国治安，影响中日两国邦交”为由，将三人

驱逐出境。三人后经神户港乘船出发，返回上海。

2.东京支部下属的牛込、东亚等支部的建设及

活动

东京支部由牛込支部、东亚支部、明大支部以及

联合支部四个支部组成。1928年至1929年间，四个

支部的具体重建时间尚不明确。1927年“七一五”以

后，大阪总支部被迫中止活动，东京支部的活动似已

转入地下。散布在东京的党员则以“东京特别支部”

的名义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留日学生群众大会等，

继续进行反日斗争。目前仅能从审讯笔录中管窥

当时东京支部下属支部的零星活动。

牛込支部于 1929年 5月至 7月中旬每周在东京

牛込区喜久井町青光馆内召开支部会议。列席支部

会议的有：支部书记姚志崇，党员冯曼曼、路彦、张国

衡等。牛込支部编辑并出版发行机关刊物《火花》。

6月 23日，牛込支部组织党员在神田青年会举办的

沙基惨案纪念会上派发宣传单和小册子，开展党的

宣传工作。4月，伍博平经古杰介绍入党后，加入牛

込支部。7月至 9月间，伍博平任牛込支部书记，领

导牛込支部开展有关中东铁路问题的宣传工作，在

成城学校等宿舍区内，散发宣传册、张贴大字报及标

语，向中国留日学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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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支部在支部书记姚岸的组织下，数次召开

支部会议，研究工作任务。东亚支部有党员郑柏、韩

金元、詹忠琇、王劈铁、王慧媛、黄霭琴、张炳麟、胡晓

春等。1929 年 8 月下旬，东亚支部发展姚志瀛入

党。9月上旬，东亚支部在姚岸处商讨支部设置、换

届选举、党员职责划分及支部工作等问题。9月 17
日(王劈铁供述中称是 25日)，在支部书记王劈铁

处，姚志瀛、姚岸、黄霭琴等人商讨中国时局问题及

讨论张发奎与蒋介石部队战况问题，并指示姚志瀛

负责神田青年会馆中国学生球队的宣传工作。10月
2日，在东京府下中野町上原詹忠琇处，姚岸、詹忠

琇、黄霭琴、韩金元、王劈铁、郑柏、张炳麟、冯骥等讨

论支部书记姚岸辞职、发行支部大字报以及开展双

十节革命宣传工作等事项。

3.神户支部的建设及活动

神户为港口城市，历来商业气息浓厚。神户支

部由邓炘发起成立，党员发展及支部活动开展主要

面向商人、华商华侨及外贸外事从业人员。正式成

立时间推测在 1929年 4月前后。4月，担任神户“和

平”(ピースー)轮船公司仓库主任的苏德赐经邓炘

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月，在神户某银行任职

的杨蒂坚也由邓炘介绍入党。8月，在邓炘暗中协

助下，先后在神户商会及兰印商业银行任职的鲍绍

文经苏德赐介绍后入党。

4月苏德赐、杨蒂坚入党后，神户支部在支部书

记邓炘主持下召开支部会议，围绕宣传共产主义思

想的方法展开讨论。8月以后，神户支部指导神户社

会科学研究会进行改组。邓炘指派苏德赐担任神户

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文牍委员，负责社会主义研究材

料的搜集工作；指派杨蒂坚担任神户社会科学研究

会的教育委员，负责管理相关书籍以及书籍的选订

工作，并兼任会计和一般事务员。神户支部在邓炘

的领导之下进一步扩大神户社会科学研究会规模。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提出将进出日本的劳工群

体视作工作对象，要求各地方支部开展工人调查。

神户支部着手调查神户地区中国人相关的各种工会

的实际状况，并将宣传工作的重心转向劳工大众。

8月 31日，神户支部在神户市衣挂町进行集中学

习，支部党员一致决定开展反帝同盟运动，并针对

寄港日本的中国海员开展有关中国共产党十大要求

的宣传。9月初，神户支部向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

支部东京支部报告神户中国工人工会状况，并以信

函方式向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执行委员会请示

能否进一步对外国船舶上的中国船员展开宣传。10
月上旬，神户支部印刷《反帝宣言共产党十大要求》，

计划于“双十节”向外国船舶的中国船员及在日的中

国人派发。此外，神户支部收集社会科学研究相关

书籍材料，暗中物色优秀分子筹备成立“艺术社”，以

此作为神户支部发展党员的外围组织，壮大党员队

伍和组织力量。

4.京都支部的建设及活动

1927年 12月，于清伦、廖体仁发起成立中国共

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京都支部。同月，袁文彰经杨贤

江介绍入党，四人一同投身京都支部的创建工作。

1927年12月至1928年7月，京都支部党员在廖

体仁处、杨贤江、袁文彰处，每周召开一次支部例会，

讨论各种政治问题，提高党员自身的革命意识，同时

注重向留日学生宣传共产主义思想。1928年9月至

1929年 3月中旬，京都支部集中在杨贤江及袁文彰

处召开支部例会。

1928年 9月，于清伦被京都支部除名。1928年

12月京都帝国大学学生史殿昭，1929年3月李亚农，

4月陈焘之、漆相卫等同志先后入党，加入京都支部

并开始列席支部会议。

1929年 4月中旬开始，史殿昭担任京都支部书

记。至5月上旬，京都支部每周三在杨贤江或袁文彰

处召开支部会议。会上提出当前关键任务是召集社

会科学研究会开展革命宣传，明确革命斗争的对象

和目标，史殿昭指出：“日本帝国政府是帝国主义分

子，是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对象。而日本共产党力量

薄弱，又受到日本政府镇压。我们在日本的中国共

产党员必须同日本政府进行最大程度的斗争。”“同

时，不论是国内的国民党，还是在日本的国民党，始

终是我们眼中最大的敌人、首要的敌人，我们要集

中全部力量同国民党进行斗争!”以支部会议精神

为基础，史殿昭在东京的党员会议上也做了相关报

告，得到东京方面的支持。京都支部依据日本特别

支部中央部指令，派代表在留日学生大会春季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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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表《反对战争宣言》，并起草《反对军阀混战宣

言》。《反对军阀混战宣言》提交中华留日学生总会

审议通过后，随即向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寄送。此

外，京都支部还希望通过组织读书会向留日学生宣

传革命思想，因没有合适的场地，未能达到预期的

宣传效果。

1929年 5月，京都支部召开第一次支部全体党

员会议，明确支部的工作任务和重心仍是开展革命

宣传。5月中旬至 6月下旬，每周三京都支部转移

至京都市左京区净土寺西田町四十一番地陈焘之家

中召开支部会议。会议认为留日学生缺乏革命性，

应继续加大革命宣传力度，并将宣传规模扩大至普

通侨民群众。根据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全国

代表会议决议及中央部指令，京都支部派李亚农、陈

焘之数次出席并指导神户召开的社会科学研究会，

在会上宣传革命思想。

9月中旬，支部书记史殿昭缺席京都支部会议，

陈焘之被推选为代理书记，主持京都支部工作，并

两次同执行委员王哲明联系，汇报京都支部的当前

工作。

5.妇女支部建设及妇女工作受阻

妇女工作的开展及妇女支部创设，主要由陈淑

文、黄琴两位女党员负责进行。然而，因受众面小、

影响力不足等因素，中共在日本的妇女工作被迫中

止，两位党员也转而投身反帝运动。陈淑文从上海

文艺小学毕业后，进入爱国女子学校学习，其间与黄

锡俞结婚。1927年9月，两人一同抵达日本。10月，

陈淑文进入东亚预备学校学习，1928年 3月毕业。

1929年 4月开始，陈淑文进入明治大学法科专业女

生部一年级学习。陈淑文热心阅读《布尔塞维克》等

左倾杂志，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1928年5月，在同

乡黄新英、廖以仁等劝说下，她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

特别支部，隶属于高原寺支部。10月，又转入中野支

部。1929年4月，陈淑文组织创建妇女支部，并亲自

担任妇女支部书记。因人员较少，组织力量薄弱，

缺乏影响力和受众群体，6月上旬，在陈淑文转入明

大支部后，妇女支部也随之失去踪影。7月，陈淑文

在党员代表大会上被选举为候补执行委员，工作重

心从妇女问题转向组织领导反帝宣传工作。黄琴从

上海爱国女子学校中途退学后，于 1928年 1月抵达

日本，同丈夫冯骥共同投身革命事业。不久，黄琴进

入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1929年 6月，她加入共

产主义组织中国妇女问题研究会，在自己家中同研

究会成员讨论妇女解放及其他相关议题。因出席者

人数太少，无法继续召集日常例会，该研究会被迫解

散。7月，黄琴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隶属

牛込支部，8月，以普通党员身份转入东亚支部。在

东亚支部，黄琴暂且放下妇女工作，与其他党员讨论

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打倒中国国民党、推动和实现世

界革命等问题。至此，受相关条件限制，中共在日

本的妇女支部建设及妇女工作遇阻，只能暂告一

段落。

四、他山之石：中共在日本领导外围组织开展革

命活动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积极发展党的外围组

织，如人社、时代工程社、赤共社、中国青年艺术同盟

等，组织成立中华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及中华

留日反帝同盟。

(一)发展人社、时代工程社、中国青年艺术联盟

等党的外围组织

1.人社与赤共社

人社是以中国留日学生为主体，研究共产主义

思想的组织。1928年 10月，人社成立，由王茅原负

责总务工作。在王茅原的召集下，人社成员时常在

其住所碰面，以学术研究为名，秘密讨论时局、政治

外交及社会问题，激发留日学生的反日情绪。1929
年2月以后，王茅原同党员史殿昭、周其湛、汤雨林、

李味五等秘密接触，并以人社代表身份参加四人的

党员会议。6月26日，郑景陞在同乡陈崇仁介绍下，

加入人社。人社每周定时召开例会，组织人员开展

共产主义思想研究。8月下旬，王茅原在例会上提议

人社加入反帝同盟、参加反帝同盟领导的示威运动，

得到人社成员一致同意。加入反帝同盟后，王茅原

负责反帝同盟的总务工作。9月 4日下午 8时，在东

京银座街头，举行日、中、鲜联合反帝同盟示威运动，

王茅原以人社代表身份参加游行。反帝同盟革命任

务失败后，11月 1日，人社在王茅原的带领下，继续

反帝同盟的未尽事业，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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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支持世界革命”等口号，作为人社的行动纲

领，同时将组织全称确立为“中华留日左翼青年联

盟”(别名“人社”)。
赤共社是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成立的共产主义

组织。1929年 4月以后，赤共社改称少年共产党。

赤共社的主要成员有杨若僧、姚志崇、李光亚、聂余

统、冯洪国、张本春、张祖锴、路彦等。赤共社每周

召开一次例会，研究讨论中国政治及社会科学问

题。1929年 5月，赤共社在党员李味五介绍下集体

加入中国共产党。

2.时代工程社

时代工程社属于党的外围组织、共产主义的研

究组织，最初由党员江佰玉、杨大乾、崔仲远、刘奋吾

等领导，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同时，进行反对帝国主

义、与反革命集团斗争工作。

1929年4-5月，马贻云、杨可均等先后加入时代

工程社。根据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的指示，

党员崔仲远与刘汉章及其陕西同乡杨大乾共同策划

组织召开时代工程社正式成立大会。6月 26日，在

东京府下中野町明治大学学生江隆基住处，举行时

代工程社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杨大乾、冯润章、

江裕基、江隆基、李味五、刘奋吾、杨玉珊、韩鲁、张嘉

猷、崔仲远、曾剑君、杨可均等。大会选举刘汉章任

组织委员，杨可均任印刷委员。大会确立时代工程

社宗旨是拥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介绍并从事马列宁

主义研究，援助无产阶级革命。马贻云、张嘉猷、江

仲平等担任时代工程社的常务委员，江仲平负责总

务工作。时代工程社在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

以及党员李味五指导下开展革命活动。

8月，时代工程社成员集体加入中国共产党日本

特别支部领导的反帝同盟。8月 18日，在东京府下

大恩山的刘奋吾家中，时代工程社召开第二次大会，

杨可均、张嘉猷等人出席。当时刘奋吾既是中华留

日社会科学研究会总联盟干部，又担任时代工程社

牛込组组长。会上时代工程社成员围绕如何实现共

产主义的问题展开深入讨论。下旬，在张嘉猷家中，

党员李味五与时代工程社成员等五人共同策划时代

工程社集体参加9月4日晚8时日、中、鲜联合于京桥

银座街头举行的反帝同盟示威运动。

在“九一游行”中，刘汉章将时代工程社编为一

队，并担任一队队长。“九一游行”被迫中止后，刘汉

章与四名一队队员又参加了“九四游行”。“九四游

行”时，时代工程社由江裕基任队长，带领队员走上

银座街头，加入反帝示威运动中。另外，马贻云、江

仲平、张嘉猷、冯润章、范玉孚等则加入由日本共产

党率领的队伍中，受日本共产党领导，参与示威游

行。之后，时代工程社成员相继被捕。成员马贻云

在被逮捕前，将时代工程社的五卅纪念宣传物资及

相关宣传品邮寄回老家的友人处，避免了革命情报

泄露，为组织保守了机密。

9月24日，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执行委员会

通过决议，认为时代工程社不辱使命，已圆满完成工

作任务，可就地解散，成员并入社会科学研究会。

3.中国青年艺术联盟

中国留日青年在日本组成的中国青年艺术同

盟，受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直接领导，宗旨是

开辟艺术战线，透过文学艺术来宣扬马克思主义、共

产主义的革命思想。

根据大久保弘一的考察，中国青年艺术联盟于

1929年 3月正式成立，其前身是东京美术研究会。

原东京美术研究会的王道源、许达、李白华、沈起予、

沈学(诚)、余炳(文)等人悉数加入。成立大会于东京

神田的日华学会举行，日本艺术名流左派代表秋田

雨雀、村山知义、藤森成吉等以特邀嘉宾身份出席。

初期有成员 25人，其中党员 9人。该组织的口号是

“为争取完成无产阶级艺术运动、实现国际无产阶级

艺术战线统一”。

1929年 3月，方溶经李仲明介绍加入中国青年

艺术联盟。中旬，党员漆相卫介绍李亚农加入。李

亚农入党后成为中国青年艺术联盟的主要负责

人。6月，党员许达介绍陆巽昌加入，从事无产阶级

文学的宣传及推广工作。陆巽昌以“繁荣无产阶级

演剧事业”为目的，与许达、沈学诚等一起成立“时代

演剧社”，并在东京筑地小剧场演出。他们以学习舞

台技巧为名，结识了诸多日本左翼艺术家，一道从事

无产阶级革命活动。7月，党员冯曼曼介绍伍博平加

入。同时期，尚在川端绘画学校就读的石炼顽因崇

尚共产主义，也加入了中国青年艺术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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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根据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执行委

员会决议，中国青年艺术联盟与时代工程社、人社、

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组成中华留日反帝同盟。

中国青年艺术联盟全体成员集体加入反帝同盟，配

合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左翼无产团体，从事“打倒帝国

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收回中东铁路”的

无产阶级文艺事业，在留日学生中间继续宣传反对

国民党、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积极发展壮大中华留日

反帝同盟队伍。

石炼顽原计划参加“九四游行”，担任袭击中国

公使馆敢死队队长，因计划泄露，于9月 3日被所在

辖区大森警察署拘捕。方溶、陆巽昌等成员也遭

到日警拘捕，致使中国青年艺术联盟组织被严重

瓦解，陷入瘫痪。9月 15日，神户支部党员苏德赐

致函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东京支部，要求东京

支部协助在神户重建文艺战线上党的外围组织“艺

术社”。

(二)组织中华留日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

1926年以后，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各处校园内

以各自学校为单位组织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研究

共产主义理论，并与在日本的中国共产党联络，策划

进行世界革命。

目前可知的中共在日本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会

是 1926年由童长荣组织成立的，它以团结留日学生

及华侨、宣传马列主义为目的。而中华留日学生社

会科学研究会究竟于何时何地正式成立，尚无确切

定论。“四一二”后，该会遭到破坏。1927年八九月

间，中共东京特别支部重新成立社会科学研究社，开

始半公开活动。10月左右郑畴、陈其昌、黄利英、郑

汉先等组织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1928年 4月以

后，社会科学研究会直接在中共领导下开展工作，成

员发展至50人，其中党员27人，发行机关刊物《海外

青年》《五化》。5月，日本制造“济南惨案”。社会科

学研究社在童长荣的带领下，成立“中国留日各界反

日出兵大同盟”。日本当局以宣扬共产主义罪名将

童长荣驱离出境，东京的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活动再

次遭到严重破坏。李亚农于1928年5月加入关西地

区留日学生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并由此知晓了中

国共产党日本特别市党部的存在。袁文彰于 1927

年 12月至 1928年 7月间，负责指导中华留日学生总

会社会科学研究会。汤雨霖于1928年4月前后，在

北海道与北海道帝国大学学生周其湛、李士珽、朱大

鼎、胡成梁等五人组成社会科学研究会，发行杂志

《真面目》，宣传反帝国主义。由此可见，不论是“社

会科学研究社”还是“社会科学研究会”，起初抑或当

时并未形成统一的全国性组织，也有可能因忌惮日

本当局，加之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它在1928年5月前

后，广泛散布在日本各地，尚未形成从总部到地方的

垂直组织架构。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所藏《中国

共产党员检举关系资料》(第一～第七卷)中，最早出

现“留日中华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是马树礼的相关供

述材料，其中记载马树礼(时年 20岁)由党员刘凤冈

介绍，于1928年11月加入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

本乡部。

基于上述考察，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的成

立时间在1928年11月之前，当时已经拥有个别分支

机构，但是尚未形成统一支配日本全国各地社会科

学研究会的局面。

1929年 1月上旬，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于

东京小石川区音羽町四丁目二十一番屋号江户庄，

举行秘密会议。会议研究成立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

究总联盟，目的是联系和领导日本各地的社会科学

研究会。根据程绍襄供述，当时各地代表云集，如

京都大学郑长群、李亚农、漆相卫，第二高等学校谢

位鼎，东北帝国大学苏子衡，北海道帝国大学漆宗

兴，庆应义塾大学郑道之，东北高等工业学校房斌，

法政大学王哲明等。不久之后，第二次秘密会议召

开，由程绍襄任会议长。会议拟定了中华留日社会

科学研究会总联盟章程，制定的工作任务是联系日

本全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员。

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按照中国共产党日本

特别市党部的指示，由“研究型”转向“革命型”。房

斌、潘念之、刘汉章、崔仲远、马树礼等数次开会，决

定将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由“目前为止唯一研

究性团体”进行“活动性转化”，并派刘汉章进驻中

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列席代表大会、委员会议，

参与协会活动，协助转变立会性质。刘汉章要求中

华社会科学研究会以打倒中国军阀政府、援助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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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等为行动纲领，切实从事革

命活动。

1929年 3月中旬，在东京市外大冈山留日中国

学生所在会馆，连续两天召开中华留日学生社会科

学研究会总联盟代表大会。参加人员有房斌、刘之

汇、李亚农、廖体仁、谢位鼎、邓炘、郑长群等。大会

的主要议题是制定社会科学研究会本年度的学习任

务、拟定全国(按：指全日本)社会科学研究共同宣

言。各地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分别就各自的革命环

境、工作目标进行了报告，并同意将社会科学研究会

发展对象从中国留日学生扩大至华人华侨。

1929年3月是中国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组织人

员、队伍发展壮大的一个分水岭，迎来入会高潮。大

批的留日学生、华侨侨胞，在党员的动员下加入。中

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体制、体系趋于完备，积极

吸收成员，分配至下属各个支部。“社会科学研究会”

在留日学生中间，成为研究马列主义、传播共产主义

思想、宣扬无产阶级革命的代名词，也是诸多留学生

能够近距离接触中国共产党的有效路径。

例如，1929年 3月，杨可均加入中华留日社会

科学研究会，编入大冈山支部。伍博平经古杰介绍

加入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张国衡经古杰的

介绍，加入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编入牛込

组。4月，邹肇思在伍博平的介绍下，加入中华社

会科学研究会，编入牛込支部。4月中旬，于宣力经

同乡廖居仁的介绍，加入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

会。与党员林云青、崔仲远、刘凤冈一同开展革命活

动。大批成员的不断涌入，壮大了组织的队伍，为革

命活动的开展积蓄了力量。

1929年 5月，在东京市外池上町石川的卢建奇

居住处召开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总联盟成立代

表大会。7月，中华留日社会科学研究会在中国共产

党日本特别支部的指示下，集体加入反帝同盟。

(三)组织成立中华留日反帝同盟

中华留日反帝同盟是根据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

支部执行委员会决议，于1929年7月下旬，由中华留

日社会科学研究会、中国青年艺术联盟、时代工程

社、人社共同组建的党的外围组织。中华留日反帝

同盟联合日本左翼无产阶级组织、社团，以“打倒帝

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反对收回中东铁路”

为口号，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组织中国留日学生、华

人侨胞以及日本左翼人士，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

1929年 7月上旬，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在

东京市外中野町上原八一六番地叶仲豪处召开东京

地区夏季临时会议。临时会议直至9月初结束，其间

共进行大小会议七八次。临时会议通过政治学习提

高党员认识水平、宣传共产主义，同时决议成立一个

以中国留日学生为主体的反帝爱国同盟组织。基于

该项决议，经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指示，7月 25
日留日反帝同盟组织准备会于东京府下马込町石

原“东方”处房斌家中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房

斌、李亚农、大冈山支部全体党员等。房斌指出，依

据中国共产党指示，在共产国际指导下，为动员广

大留日中国学生、群众等开展反帝国主义运动，准

备成立中华留日反帝同盟，并将其作为反帝同盟的

下属支部。全体参会人员一致决定召开中华留日

反帝同盟正式代表大会，同日本的反帝同盟组织展

开积极联络。

7月 27日，中华留日反帝同盟正式代表大会于

东京府下杉并町马桥十四番地西湖的刘恩波家中召

开，约有20多人出席，其中包括日本国际文化研究所

本乡孝(曾化名藤村文夫)，社会科学研究会邹肇思、

刘汉章等。房斌被选举为大会主席。全体人员一致

同意组成中华留日反帝同盟，并与反帝同盟日本支

部建立联系。29日，中华留日反帝同盟发表成立宣

言和《纪念“八一”宣言》，公开发行机关刊物《反帝战

线》(每周一期)。

8月 23日，中华留日反帝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

在刘恩波处召开，约20人出席，其中包括反帝同盟日

本支部书记三浦重道，日本农劳动组合全国委员会

常任干事势田净稻(曾化名佐山)等。史殿昭、房斌

被选为大会负责人，李亚农、方溶被任命为宣传部

负责人。与会者要求进一步扩大反帝同盟规模。

大会集中讨论国民政府的中东铁路收回问题，为避

免中苏两国纷争，大会主张将中东铁路让给苏联，

坚决反对日本对中国出兵。大会决定 9月 1日中华

留日反帝同盟与反帝同盟日本支部及全国协议会

(日本)联合开展针对中国大使馆的示威游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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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九一游行”。

8月 27日，中华留日反帝同盟第一次干部会议

在房斌处召开。房斌、方溶等8名干部参加，商讨反

帝示威游行方案。该方案计划示威人群于中国公

使馆前集合，之后全体冲入公使馆内，破坏使馆内部

设施，以张月潭为代表组成敢死队负责果断采取行

动，其他人员负责宣传策应。与会干部起草题为《告

日本劳动农民诸君及朝鲜台湾被压迫人民诸君》日

文版宣传单，主张将活动影响扩大至日本普通民

众。8月 28日，杨可均、张璋、石炼顽、刘凤冈、方溶

等8名共产党员会面，详细制订了示威及袭击中国公

使馆行动计划，杨可均被任命为监视队员。8月30
日，计划泄露，房斌紧急在方溶家中召开反帝同盟第

二次干部会议。因示威游行涉及袭击中国大使馆，

日本政府要求中华留日反帝同盟立即中止实施相关

计划。与会干部分析，根据日本政府通知，袭击中国

大使馆的计划虽然中途受挫，但示威游行尚在其允

许范围之内。房斌等党员决定停止袭击中国大使馆

计划，放弃“九一游行”，改为“九四游行”，示威地点

变更为银座街头，时间为9月4日晚8时。决议通过

之后，反帝同盟向散布在日本各处的下属分支机构

下达通知，要求各分支机构配合总部，就地制定方

案、配合开展反帝同盟运动。例如，接到该通知后，8
月31日邓炘在神户社会科学研究会上提出神户支部

反帝同盟配合方案是开展针对寄港日本的船员的革

命宣传。

“九四游行”当日，余斌文、房斌、李亚农、王明

哲、方溶、史殿昭、许达、叶仲豪等党员率领各自组员

奔赴银座，沿途向日本民众派发传单，高喊“反对帝

国主义战争”“反对收回中东路”“拥护苏维埃”等口

号。游行队伍被事先埋伏好的日本警察阻挠、冲散，

大批参加游行的留日学生不幸被捕。

事件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立即

组织营救被捕留日学生。方溶、王明哲及刘汉章三

人作为中华留日反帝同盟责任人，在东京各大学校

的校舍内组织集会，发表宣言和檄文，号召中国留日

学生共赴中国大使馆及日本警视厅救出被捕学生。

目前，已发表的有关“东京事件”的研究成果中，

对于该事件中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及中华留日

反帝同盟与日本同志的联络经过，尚未完全厘清，且

有部分史实混淆之处，笔者依据《中国共产党员检

举关系资料》(第一～第七卷)对这部分内容进行了整

理，以求还原部分历史原貌。

1929年7月，国际文化研究所在东京举办“暑期

大学”，李亚农任中文讲师。他经国际文化研究所本

乡孝的介绍，认识了该大学德语教师、政治自由劳农

同盟干部井汲越次。之后，二人在东京神田区文化

学院校园内会面长谈。井汲越次提出日中反帝同盟

应当建立联络关系，因为日本的指挥部力量极其薄

弱，日本需要中国的援助等。7月25日，李亚农根据

日本特别支部常务委员古杰的指示，与日本左翼团

体进行联络。李亚农作为中方与日方的联络员，在

中国留日反帝同盟准备会中同井汲等人多次进行联

络。7月28、29日，在井汲越次家中，井汲越次、三浦

重道(反帝同盟日本支部书记)及干部一人共同起草

了《反帝支部创立宣言草案》，李亚农受邀至井汲家

中并旁听了相关审议过程。三浦建议由李亚农担任

两国反帝同盟间的联络任务。

8月上旬，在廖体仁的授意下，李亚农以中华留

日反帝同盟的名义起草《向日本工人农民之檄文》。

李亚农将印刷完成的宣传单及其他宣传物品交付其

家人，配合和资助日本反帝同盟的宣传动员工作。8
月20日，李亚农根据古杰指示，拜访井汲越次，与他

讨论中东铁路问题，并转告他中华留日反帝同盟计

划进行示威活动。21、22日，李亚农在井汲越次家

中，同井汲越次、三浦重道两人会面。三浦向李亚农

提出申请，希望允许反帝同盟日本支部参加示威运

动。李亚农转告三浦重道，以日本工会负责人的身

份，出席中华留日反帝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23日，

三浦重道及日本工会全国协议会相关人员势田泽稻

共同出席中华留日反帝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宣传

反帝运动，计划开展示威活动。会议结束后，势田泽

稻提出反帝同盟日本支部领导层力量极为薄弱，不

能独立完成指挥，(日本)全国协议会要向赤色工会国

际请示，根据赤色工会国际下达的指示再开展活

动。在接到指示后，势田泽稻会将详细情况如实转

告古杰。26、27日，李亚农两次在东京市神田区神保

町田泽咖啡屋与势田净稻会面，就示威游行事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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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联络。其间，势田泽稻将(日本)全国协议会寄给赤

色工会国际的请示信给李亚农，并且因古杰不通晓

日本文书，请李亚农代为翻译为中文。29日，李亚农

在田泽咖啡屋将信函返还给势田泽稻。

9月 1日，得到古杰许可，李亚农将党员余炳文

介绍给井汲和势田，并嘱托双方后续对接事宜。(日
本)全国协议会收到赤色工会国际的回复要求(日本)
全国协议会协助联络日本共产党，并努力配合中国

共产党完成当前任务。(日本)全国协议会开始准备

工作。与此同时，李亚农接到日方请求，因日本方面

尚未准备就绪，希望活动能够延期至 4日进行。2
日，在势田泽稻的介绍下，李亚农在东中野附近路

上，同井汲次男(曾化名中井)会面。之后，在东京市

外落合町上落合四百八十番地，李亚农同本乡孝会

面，谋划袭击中国大使馆一事，并告诉他们 4日晚 8
时许在银座举行示威运动。由此，最终确定中日反

帝同盟共同举行示威游行一事。李亚农联络完毕

后，向古杰报告，等待古杰发令。

党外工作方面除了发展党的外围组织以外，自

1929年1月以后，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先后5次
发行机关刊物《火花》，利用1928年11月7日的十月

革命纪念日，12月广州起义一周年纪念日，1929年1
月列宁·李卢第五、十周年纪念日，2月7日京汉铁路

工人惨案纪念日，3月18日上海暴动纪念日，5月1日
劳动纪念日，5月4日北京学生运动纪念日，5月7日
及 9日国耻纪念日，5月 30日上海南京路惨案纪念

日，6月23日广东沙基惨案四周年纪念日，8月1日反

帝国主义战争宣传日及9月1日国际青年纪念日等，

发表各式相应的宣言、文章，在留日中国学生间分

发、传阅，抓住机会，积极宣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

阀混战、打倒国民党及拥护共产党等。

五、隐秘与显现：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与日

共的关系

因缺乏详实的史料佐证，有关中国共产党日本

特别支部与日本共产党之间早期联络往来的具体情

况尚不明确。日本共产党 1922年 7月 15日成立之

始，屡次被日本政府强制取缔、勒令解散。1927年日

共代表渡边政之辅提出著名的“二七纲领”，即反对

日本侵略中国以及进行战争准备。此后，日共又根

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在日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并喊出“打倒天皇制、废除寄生制土地所有、实行7小
时劳动制”的口号。1928年“三一五事件”爆发，1600
名日共党员被拘捕，1929年“四一六事件”爆发，又有

1000名日共党员被拘捕，甚至连日共领导人山本宣

治也遇刺身亡。两次事件之后，在日本国内仅剩一

小部分日共党员坚持革命斗争，日共党组织已濒临

崩坏，战斗力羸弱不堪，难成气候。日共遭受日本政

府强行打压，致使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早期与

日共之间的关系显得格外隐蔽。目前只能从仅存的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党员关于日本特别支部的

成立宗旨及与日共个别党员来往记录中，略窥一二。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是中国共产党下属的

海外支部，其总目标与中国共产党本质上并无二致，

即消除剥削、消灭私有制，以马列主义为指导，以暴

力革命的方式推翻旧的世界政治经济体制，建立无

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另外，中国共产党日本

特别支部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负责中共与日共

的联络任务，加速在中日两国间开展革命，获取日共

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同时在中国革命胜利之后，中国

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策应

和援助日共推翻日本现行国体制度，消灭土地私有

制，建立民主共和政体。

1929年10月26日，日本警方就中共与日共是否

存在关系审讯了长崎支部党员李昂鸣。李昂鸣回

击道：“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同属第三国际，两

党间存在紧密联系是不难想象到的。”警部山崎继续

追问：“你是事先知道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有联

络关系才入党的吗?”李回答：“这些关系由在东京的

党员干部们决定的，我只不过断定两党间存在这种

联系，但至今并不知晓详情。我入党时充分认识到

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共产党将来或许会有某种联

系。”根据李昂鸣的回答可以推测得知的是，当时与

日共的联络可能主要由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中

央部或东京支部负责，地方支部并不直接与日共或

是日共党员接触。

根据李亚农供述，在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

的协调下，1929年中共与日共两党曾经草拟联合宣

言并最终发表在中共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上，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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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联合告中日两国劳苦民众

宣言》(后文中简称《联合宣言》)。《联合宣言》明确指

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剥削中日两国劳苦民众，是世

界无产阶级，尤其是中日无产阶级最直接的敌人。

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国民党，扶持中国反动资产

阶级，屡次出兵绞杀中国革命，同时在日本国内以暴

力方式镇压革命力量。中国国民党与日本帝国主义

沆瀣一气。中国国民党借国民政府之手屠杀数万工

农革命群众，日本政府发动“三一五”事件逮捕大批

无产阶级和进步人士。因此，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

压迫、反抗中国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统治，既是中国革

命的任务，也有助于日本革命取得成功。中日两国

无产阶级的革命在实质上是紧密相连的。中日两国

共产党是两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联合宣言》号召

中日两国的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在中国共产党

和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武装暴动，共同推翻反

动政权、终结反动统治，建立革命政府。在《联合宣

言》最后，喊出了“打倒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

政府”“打倒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天皇政府”“中日两

国的劳动群众联合起来”“世界革命万岁”的口号。

中共与日共的联合宣言同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

日本特别支部发展与日共合作关系的政治基础和基

本原则，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与日共以此为共

同行动指南，积极携手、精诚协作，致力于在日本展

开革命活动。

在反帝同盟领导下的反帝运动中，日本共产党

员率领中国共产党员及留日学生马贻云与江仲平、

张嘉猷、冯润章、范玉孚等参加“九四游行”，赴银座

的中华民国驻日本大使馆及日本陆军省官厅前进行

示威。史料中虽仅存寥寥数语，却可歌可泣，成为

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与日共一起共同抗争的历

史鉴证。

余论

1929年9月4日，日警逮捕参加“九四游行”的中

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党员嫌疑人14名。10月3日
上午，东京、札幌、仙台、名古屋及京都五市采取一致

行动，逮捕130多人。之后根据对上述地区被捕者的

审讯结果，日警又陆续在横滨、神户、长崎及冈山等

地开展了同样的行动。截至11月26日，累计逮捕人

数约 225人。关押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党员嫌

疑人95名。1931年4月28日，东京地方法院对34名
被捕的中共党员进行一审判决，对其中2人(林云青、

梅电龙)免予起诉，对其余32名(史殿昭等)以违反《治

安警察法》第二十八条为罪名，提起刑事诉讼。

从本质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在日

本被打压的根本原因在于共产主义与彼时日本国内

盛行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不相符，与日本制定的侵

略国策完全相悖，致使日本政府高度打压日本国内

盛行的、包括中国留日学生在内的社会主义运动和

共产主义运动。同时这也是日本政府“扶蒋反共”政

策演变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在日

本的革命活动迫使日本政府认为集结在中国共产党

日本特别支部周围的尽是一些“不逞之徒”、扰乱社

会安宁的“动乱分子”，特别是1927年“四一二”“七一

五”之后，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内遭到国民政府的血

腥镇压，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合法性受到日本政府的

质疑和否定，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及党员被日

本政府认定为非法党派、激进分子。这为日本政府

在日本国内大肆搜捕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党员

提供了理由和合法性支持。其次，中国共产党日本

特别支部主张以暴力革命方式推翻旧的政治体制，

在工农专制下推行共产主义，推翻封建旧制，主张工

农在政治上的平权，实现民权、反对皇权，以期建立

民主共和政体。这不仅与日本当时“皇权至上”的天

皇制度格格不入，更被视作是水火难容的极端敌对

思想。同时，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提出“反对帝

国主义、军国主义、天皇主义”，同日本国内盛行的法

西斯主义有着本质性区别以及无法调和的矛盾。再

者，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领导中国留日学生、华

人华侨在日本国内宣传社会主义，宣扬民主革命思

想，号召广大民众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积极开

展示威游行活动。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被日本

政府认为扰乱日本社会治安、密谋颠覆日本政权，极

有可能引发日本社会动荡。另外，中国共产党日本

特别支部领导外围组织计划袭击中华民国驻日使

馆，并领导反帝示威游行群众在中国驻日大使馆、日

本参谋本部、陆军省官厅举行抗议活动，致使日本政

府面临内政外交双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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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 10月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被日本

政府以“非常手段”大肆镇压，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

支部党员被拘捕。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这对中国共

产党日本特别支部来说也算得上是另一种成功，它

至少说明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在日本的革命活

动已威胁到日本法西斯统治，其存在令日本帝国主

义者惊颤生畏。中国共产党日本特别支部以其独有

方式和特殊身份在日本播撒了革命的火种，宣传了

马克思主义思想。而与日本截然相对的是，中国革

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走上了与日本侵略者抗

争的民族自觉之路。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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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期、245-35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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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社2017年版，第10页。

③王宜田、丁伟：《中共党史上的“东京事件”》，《中共党史

资料》2009年第4期；陈声玥：《1929年东京事件与中日交涉》，

《民国档案》201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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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期、245-358頁；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袁广泉

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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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

⑩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
(第 1画像目から第 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第六巻 2.其他 分割 1(I-4-5-2-1_
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参謀本部『支那共産党運動史』、242-246頁。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
(第28画像目から第41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 4(I-4-5-2-1_1_
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
(第28画像目から第41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 4(I-4-5-2-1_1_
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参謀本部『支那共産党運動史』、242-246頁。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
(第 1画像目から第 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
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参謀本部『支那共産党運動史』、242-246頁。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
(第 1画像目から第 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
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
(第 1画像目から第 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
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
(第35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

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4(I-4-5-2-1_1_2_001)(外務省外交史

料館)。
分别是北海道支部(负责人李士瘦)、京都支部(史殿昭)、

仙台支部(漆宗兴)、长崎支部(简文)、神户支部(登祝崑)、横滨支

部(香荫堂)，东京的牛込支部、大冈山支部(书记钟文)、东京联

合支部(书记刘恩波)、东亚预备校支部(书记姚岸)及明大支部

(书记左鸿暄)。京都支部下辖名古屋支部、冈山支部和广岛支

部，仙台支部下辖秋田支部、盛冈支部和福岛支部。其中，横

滨支部是 8月由潘少庭携横滨地区的共产党员组织成立的，

当时潘任横滨支部书记。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
(第 1画像目から第 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
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参謀本部『支那共産党運動史』、242-246頁。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
(第 1画像目から第 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
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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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长群，又名郑彰群，假名张启富。1931年春归国，负

责“社联”(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工作，后被捕。参见史存直：

《“社联”活动情况点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上海党

史资料汇编》第2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下，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8年版，第591页。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
(第 1画像目から第 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
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大久保弘一『赤色支那』、高山書院、1938年、86頁。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第 1画

像目から第 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

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 2.其他 分割 1(I-4-5-2-1_1_2_
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参謀本部『支那共産党運動史』、242-246頁。

7月中旬第三次党员大会上最终确定“中国共产党日本

特别支部”名称一事，在日本参谋本部调查结果中也得到印

证。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
(第 1画像目から第 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
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参謀本部『支那共産党運動史』、242-246頁。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
(第 22画像)、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

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1_2_006)(外務省外交

史料館)。
梅电龙化名高乔平于8月上旬抵达日本东京。不久就

因日本共产党事件被日警逮捕，随身携带的资金被没收。

1931年2月14日，经东京地方法院一审，鉴于无犯罪事实，撤

销其犯罪嫌疑罪名，对梅电龙免于起诉。参见参謀本部『支那

共産党運動史』、242-246頁；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

ー)Ref.B04013035700(第 22画像)、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
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
(第 1画像目から第 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
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参謀本部『支那共産党運動史』、242-246頁。

日语原文写作“筽”字，该字并无实意，笔者按照该汉字

的日音类比，推测应为监狱之意。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200
(第 2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

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3(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

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200

(第 90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3(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300

(第 46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4(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

(第 1画像目から第 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
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大久保弘一『赤色支那』、87-88頁。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600
(第 29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1(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600

(第 30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第二巻分割 1(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

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 5画像目から第 14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
(第 35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2(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52画像目から第53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37画像目から第39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 54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伍博平1928年赴日留学，入成城学校。3个月后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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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考明治大学经济史科。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
(第 34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2(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 53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20画像目から第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49画像目から第50画像目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
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
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夏邦奇，时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工学部学生。李宝华，时

日本东北大学医学部学生。庞大恩，祖籍广西兴业县，时年29
岁，日本东北帝国大学工学部学生。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37画像目から第39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漆宗兴，祖籍四川江津县，时年23岁，日本东北帝国大

学工学部学生。扶学铣，祖籍湖南省淑蒲县，时年27岁，日本

东北帝国大学工学部学生。刘懋傭，京都大学经济科三年级

学生，扶学铣同乡。

二人均为仙台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37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

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

料館)。史料中用“小雇农”一词。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 37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黄鼎臣：《从中共东京特支到反帝大同盟》，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革命史资料》

(1)，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27-42页。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000
(第52画像目から第54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
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
(第 34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2(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 48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 47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时年24岁，祖籍广东。入党前月工资150日元，相当于

日本中产阶级生活水平。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000
(第 56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1(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时年 22 岁，祖籍广东省中山村。入党前月工资 85

日元。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000
(第 57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1(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时年25岁，祖籍广东省中山村。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000
(第 58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1(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000

(第56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

検挙関係 第三巻(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原文为日语“合宿”一词。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000
(第 56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1(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000

(第 57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1(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14画像目から第17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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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

(第28画像目から第41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 4(I-4-5-2-1_1_
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
(第28画像目から第41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 4(I-4-5-2-1_1_
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 5画像目から第 14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
(第28画像目から第41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 4(I-4-5-2-1_1_
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16画像目から第17画像目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
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
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
(第28画像目から第41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 4(I-4-5-2-1_1_
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 18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 19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

(第35画像目から第3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2(I-4-5-2-1_1_
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
(第34画像目から第35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2(I-4-5-2-1_1_
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
(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2(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

(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2(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52画像目から第53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
(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2(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中国青年艺术同盟是中国留日青年在日本组成的艺术

类结社，在相关成员审讯笔录及日方官方往来电报中，名称叫

法不一。除“中国青年艺术联盟”外，又称艺术联盟、留日中华

艺术同盟、中国留日艺术联盟、中国留日青年艺术同盟、中华

艺术联盟等。依据 1929年 12月 9日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致

电日本驻中国各代理公使、驻奉天、上海、青岛、天津、哈尔滨、

汉口、广州各领事函电，参考李亚农供词，在文中统一使用“中

国青年艺术联盟”这一名称。理由一是日本外务省函电中的

调查报告时间较晚，与早期出现的名称相比，较为准确；二是

李亚农曾被选为该社负责人，其供词所述名称确信度较高。

参见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第
50画像目から第 51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

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2(I-4-5-2-1_1_2_
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B04013027700(第 14画像目から第 74画像まで)、各国共

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

割4(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大久保弘一『赤色支那』、99頁。

大久保弘一『赤色支那』、99頁。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 5画像目から第 14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
(第 34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2(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

(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2(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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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
(第 51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2(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000

(第 56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1(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参謀本部『支那共産党運動史』、242-246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著《抗战英烈谱》，第

10页。

黄鼎臣回忆，社会科学研究社分为甲、乙两组。甲组成

员日文基础好、能够读懂读通马列著作，代表成员有廖承志、

冯乃超以及东京特支主要负责人郑汉先、童长荣、黄鼎臣等。

乙组主要吸纳初到日本、不通日语的人员。见黄鼎臣：《从中

共东京特支到反帝大同盟》，《革命史资料》(1)，第27-42页。

大久保弘一『赤色支那』、99頁。

大久保弘一『赤色支那』、99頁。

黄鼎臣：《从中共东京特支到反帝大同盟》，《革命史资

料》(1)，第27-42页。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著《抗战英烈谱》，第10页。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 5画像目から第 14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14画像目から第1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50画像目から第5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
(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2(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
(第36画像目から第38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2(I-4-5-2-1_1_
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
(第36画像目から第38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2(I-4-5-2-1_1_

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

(第36画像目から第38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2(I-4-5-2-1_1_
2_003)(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
(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2(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
(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2(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 5画像目から第 14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
(第28画像目から第41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 4(I-4-5-2-1_1_
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杨可均，时年20岁，1928年4月到东京，进入早稻田大

学政治经济专业学习。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100
(第 34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2(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54画像目から第85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邹肇思，时年19岁，1929年2月，与党员古颂尧抵神户，

造访党员冯曼曼，2月 5日，到青光馆。2月 8日，进入牛込町

成城学校中华学生部，学习日语。9月16日，就读于成城学校

高等军政科。

于宣力，时年 18岁，1928年 9月 9日抵达神户，后入东

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学习日语。

廖体仁、廖以仁的胞弟。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
(第 1画像目から第 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2.其他 分割1(I-4-5-2-1_
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 5画像目から第 14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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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大久保弘一『赤色支那』、99-100頁。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 5画像目から第 14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
(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2(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
(第 76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2(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

(第 79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2(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

(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2(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4000
(第 57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

員検挙関係 第三巻 分割 1(I-4-5-2-1_1_2_003)(外務省外

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

(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2(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
(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2(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王宜田、丁伟《中共党史上的“东京事件”》(《中共党史

研究》2009年第4期)一文中多处出现日方鉴于中国留日学生

斗争经验不足，提议由反帝同盟日本支部、日本劳动动组合干

部来领导示威运动的描述。而根据史料中李亚农等人的供

述，是井汲越次认为日本领导层力量薄弱，急需中方的援助，

并主动申请参加中华留日反帝同盟组织的示威运动，且计划

实施时势田泽稻甚至认为日本领导层根本无法指挥，如何行

动仍需请示赤色工会国际总部。见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

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
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4(I-4-5-2-1_1_2_002)
(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而陈声玥《1929年东京事件与中日交

涉》(《民国档案》2014年第1期)缘起部分指出示威运动因日方

人员组织准备不足改为 9月 4日举行。根据史料前后所呈现

的内容来看，改为 9月 4日的原因是多重的，如之前“九一游

行”的失败、日本政府的阻挠等，且日方准备不足是因等待赤

色工会国际总部的指示所致。见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

ンター)Ref.B04013033800、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
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3(I-4-5-2-1_1_2_002)(外
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800
(第 4画像目)、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ノ部/中国共産党員

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3(I-4-5-2-1_1_2_002)(外務省外交

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600

(第19画像目から第30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1(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600
(第19画像目から第30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1(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27700
(第28画像目から第41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一巻 分割 4(I-4-5-2-1_1_
2_00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联合告中日两国劳苦民众宣

言》，《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5期，1929年3月。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3700
(第64画像目から第86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員検挙関係 第二巻 分割 2(I-4-5-2-1_1_
2_00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3035700
(第 1画像目から第 22画像まで)、各国共産党関係雑件/中国

ノ部中国共産党検挙関係 第六巻 2.其他 分割 1」(I-4-5-2-
1_1_2_006)(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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