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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7月30日《申报》有一则短讯：“东北中

学生，及高小学生，多不谙本国史地，颇为苦闷，故

对本国史地、本国文字，程度甚差，均须从头学起，

而年事渐长者，尤感焦急。伪满时代，日人‘思想

管束’极严，不准说‘中国人’，只准说‘满洲人’，否

则就要吃耳光。”①日本占领东北十四年间所推行

的历史教育，“使我们国家纯洁的儿童，毫不知道

祖国的历史和现状，从很幼小的时代便想使其忘

掉祖国的观念”。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③，日

人深谙此道，通过编织一套“满洲史”体系，取代原

先国民党所宣扬的国史，通过各种渠道，将中国

“他者”化。既往研究往往取一种或少数几种伪满

历史教科书，从中摘录相关叙事，谴责日伪篡史，

斥为奴化教育。④其局限有两方面：其一，伪满发

行的历史教科书数量不少，但多不易寻见，研究者

在没有充分掌握完备的史料基础上，仅据少数若

干种教材为基础展开讨论，无法清楚反映伪满历

史教科书在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难免以偏概

全。其二，伪满的历史教育，假使站在中国立场

看，自然是奴化教育，这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但我

们的研究若停留在谴责层面是不够的。“满洲国

史”写什么(记忆)以及不写什么(失忆)，是基于何种

意图，认识其叙事逻辑比控诉更为要紧。本文广

泛搜集伪满十余年出版的各种历史教科书，以“国

史”为中心，首先重建伪满国史教科书的演变过

程，概括各个阶段的特点；其次分析伪满国史的叙

事结构，揭露其意图；最后论述伪满历史教育的效

果，以及中国为“清毒”所作的种种努力。

一、规程与教材

“九一八”事变前，日人在东北执行文化侵略

政策最初局限在旅顺、大连租借(关东州)及南满铁

路沿线各地，并不能遍及整个东北地区。当时日

本在关东州和南满铁路附属地为中国学童办了不

少公学堂(小学校)，以教授日语为主，历史科目教

材最初多采用中国编纂的教科书，如商务印书馆

出版的历史教材，然多不合日人之意。为了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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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实行殖民教育，1922年“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

编辑部在大连成立，专门负责编弓公学堂教材，涉

及中国史、日本史、西洋史。以 1923年“南满洲”

教育会编辑部编《公学堂历史教科书》为例，卷一

系中国史，与一般中国史教科书不同的是，有关东

北地区历史颇多，如第十二课“上代满洲”、第十六

课渤海、第十七课辽、第二十课金、第二十八课“明

代之满洲”。中国近代史涉及日本者，叙事多不

实。不过，彼时日本尚不敢像“九一八”事变后那

样明目张胆篡史，颠倒黑白。伪满建国后，“南满

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的历史教材经过改编，通

行于整个东北地区。⑤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除重要城市及安全区

域外，东北各学校大都停办，悉数被日人控制，取

缔或删改教科书。1932年3月1日伪满成立，各地

学校次第恢复开学，当局密集颁布各项措施，控制

教育。奉天教育筹备处即刻拟定初高小学必修科

目教学用书删正表，通令各县遵办。其中史地二

科拟暂采用商务印书馆以前出版之新撰教科书，

“其内容有与时势不合处，略加删正，另拟临时删

正表，以资参考”。同时备注说明，除了表列删除

者外，如教员发现字句间仍含有排外意味者、各科

书内关于各种制度与名词以及“我们”“我国”等字

样有与时势不合者，得随时酌量“改正”。⑥

日人害怕“曾受排外教育之学生，思想犹有不

稳”，4月1日要求东北地区学校，“暂用《四书》《孝

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等一律废

止”。⑦6月18日伪民政部训令“对于排外教材，切

实取缔，以一民志，勿得任意妄为，淆惑观听”。⑧6
月25日又训令“废止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

家建国精神相反之教科书或教材等项”，要求各学

校“认真实行，勿稍疏忽，并将中等学校用教科书

删正表迅即呈部一份，以凭考核”。⑨此外，奉天教

育厅令社会教育科派员分往各学校，一一调查有

无含有排外思想之图书，以资查封取缔。⑩据说国

统区书报如《大公报》《益世报》《申报》《世界日报》

《晨报》等禁止输入东北，中国各书店出版的新思

潮书籍，俱在禁查之列，三民主义课本及“反动思

想”的书籍均被销毁。

1932年 3月伪满民政部设立文教司，着手编

纂各种教科书。其间各校如采用自行编纂的教

材，须经文教司核准，方可施用。1932年 7月 5
日，文教司升格为文教部，“谋国家教育之统一彻

底”，从事编纂“王道主义”教科书。在文教部国

定教科书短期未完成之前，只好采用审定教材。

当时省城各小学被迫开学，限用 1923年以前商

务、中华两书局出版的旧教科书，须删除其中与国

家观念有关系及国耻事迹，始准教授。如修身、国

语教科书，经重加删订才能使用，而历史、地理两

科教材则根本改造，完全新编。1935年11月文教

部统计，凡含有反满排日、三民主义、社会主义以

及论及中国较多的教材都不被认可，涉及修身、伦

理、心理、论理、教育、国文、英语、历史、地理、算术

等教材总计156册，其中历史教科书有19册。

除了陈衡哲《西洋史》上册被认可之外，商务、

中华两书局出版的大量历史教科书，都被日人视

为排外课本，禁止使用。举证“不认可事由”，多涉

中日关系，为日人不愿面对或承认的事实，如古代

日本曾朝贡中国，或兵败中国的史实，以及近代以

来日本侵华。例如，金兆梓《初级中学用新中华本

国史》第一册举证三条：第94页“至如日本自东汉

时通中国，南北朝时始入朝贡于南朝，及唐破其援

百济兵于白江，震于唐之声威，特置‘遣唐使’朝贡

中国，且迭派僧侣学生至中国留学，一切制度亦取

法唐制，于是中国文化又东被日本三岛”；第96页
“何谓遣唐使？并述日本与中国之关系”；“编辑大

意”谓“尤其是帝国主义之侵略，本书于此等处，特

为注意”。吕思勉《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

史》谓“灭百济，败日本援兵”，“败日兵于是平壤”，

“日本遂灭琉球，以为冲绳县”，傅运森《共和国教

··125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3.7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中国现代史

科书西洋史》下卷谓“我国之东三省”，傅运森《共

和国教科书东亚各国史》谓“倭人即今日之日本

也，其史籍自古无考”，“封秀吉为日本王”等，都是

日人“不认可事由”。奉天省公署训令各学校对

于不认可各书绝对禁用，所准用者，除国定教科书

外，限自认可书名表内采选，“至于认可或否，尚未

判定之书，非经呈请审查认可后，不得擅用”。

伪满国史教科书大体经历四个阶段：

(一)初构期(1932-1934年)。为解决历史教科

书问题，1932年 4月“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

部迅速推出《历史教科书》，上册“满洲史”，下册

东洋史、西洋史。同年 8月奉天省教育厅图书编

审委员会出版《历史教科书》，第一、二册“满洲国

史”，第三、四册东洋史，“满洲国小学校用”，文教

部审定，在东北地区得到推广。它们均脱胎于

1923年“南满洲”教育会编辑部编的《公学堂历史

教科书》，不过奉天省教育厅版开始受 1932年文

教司编著的《满洲建国之历史的意义》影响，“去中

国化”叙事比“南满洲”教育会版强些。略它们的

特点则为：(1)“满洲史”从中国史中剥离出来，建构

成独立的历史单位。(2)中国史和日本史混编在东

洋史，既无单列的中国史，也无独编的日本史。

(3)教材命名为“历史教科书”，还没有明确提出“国

史”，“满洲国史”尚处于初构阶段。(4)日人意志在

历史教科书中表现得不算彻底，与后来赤裸裸宣

传所谓“建国精神”“日满一体”仍有距离。(5)涉及

近代中日关系，叙事多不实。

(二)形成期(1935至 1937年)。1934年伪满改

制帝国，历史教育强化了日人意志，要求本年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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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学校一律使用文教部订定教科书，“向王道教育

之迈进”，但没有按预期实现。1935年1月14日，

文教部规定，高级小学始设历史课，“以教授国史

及东亚史之大要，阐明建国精神，使体得国体之意

义，养成国民之志操为要旨”。第一学年为国史

大要，第二学年为东亚史大要，皆每周2课时。此

前允许使用中华民国发行者的各种教科书，以

1935年 12月末日为时间节点，“逾期严禁使用”，

1936年开始“须一屡采用新编书籍，无论国文、地

理、历史其他一且，均系由文教部、帝国公民教育

会新近编纂出版之书籍方为合格”。1936年度文

教部公布国定教科书，有高小历史教科书三种：

《国史教科书》《日本史教科书》《东亚史教科书》，

分别在第一、二、三学年使用。初中历史教科书三

种：《国史教科书》《日本史教科书》《西洋史教科

书》，分别在第一、二、三学年使用。

文教部发行的国史教科书之特点：(1)明确“国

史”，不再用“历史教科书”或“满洲史教科书”，以

强化自我本位的主体立场。(2)科目区分更加具

体，不像之前“满洲史”、中国史、日本史、西洋史统

括在“历史教科书”名义之下，而各自独立编写。

(3)突出日本史，中国史放置于东亚史而被“他者”

化，视为外国史。叙述中多不再使用“中国”，而用

“支那”代替(高小国史仍用中国，初中国史、东亚

史统改为支那)。日本史比中国史更为重要，高小

和初中皆要学习，而中国史以东亚史名义仅存于

高小。1937年 6月文教部虽出版了《初级中学校

东亚史教科书》，但此时已颁布新学制，这本教材

很可能没被使用。(4)贯彻日人意志，国史教科书

近半篇幅叙述仅三年的“建国后史”，而另半则书

写三千年的“建国前史”。(5)改白话为文言。

(三)弱化期(1938-1942年)。为了更有效管控

教育，1937年10月10日民生部颁布各级国民学校

规程，初等教育分为国民学校(4年，相当于初小)、
国民优级学校(2年，相当于高小)，取消单列的历史

课，将历史纳入国民科。国民科统合修身、国语、

历史、地理、自然等，混合讲授，“期人格全一的陶

冶”，但实际以“国民道德”为主，历史所剩无几。

国民高等学校(4年)、女子国民高等学校(3年或 4
年)属于中等学校，则有历史科目，“以使知历史上

重要之事迹，理解社会之变迁及文化发展之过程，

尤应阐明建国之本义及日满两国之关系，鼓舞爱

国心，养成其为忠良国民之信念为要旨”，讲授“建

国前史之概要、建国之由来及自建国迄现今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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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及日本历史，并与我国及日本有重要关系之外

国历史之概要”。第一学年教授“满洲历史”、日

本历史，第二学年讲授日本历史、世界历史，中国

史被放置在世界史，以东亚史名义存在。历史教

育在新学制中被弱化，符合新学制“着重职业与技

术的训练，而限制其哲理与政治的训练”总意图，

日人希望东北青年接受粗浅的技术训练，成为“忠

良国民”，便以使唤。

新学制教科书分两种：(1)有民生部大臣著作

权之教科书(国定教科书)；(2)经民生部大臣检定之

教科书(检定教科书)。吉林师道高等学校教授斋

藤茂编写的《国史》(1938年)、《日本史》(1938年)和
《世界史》(1940年)，属民生部检定教科书，适用于

国民高等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学校，在东北地区被

广泛采用。其中，《国史》仅38页，而同套教材《日

本史》有103页，《世界史》则有139页(第一部东亚

史第 1-81页，第二部欧美史第 82-139页)，如此

“厚日薄满”，若比较之前文教部同级教材《初级中

学校国史教科书》有 230页，《初级中学校日本史

教科书》仅 92页，说明“国史”在伪满历史教育中

的地位不断被弱化，几乎形同虚设，有被日本史覆

盖之势，甚至不及东亚史(中国史)。然而，斋藤茂

《国史》在“去中国化”方面较之前却更甚，公然主

张历史叙事不必“固执偏依于史实”，可以篡改

历史。

(四)消解期 (1943-1945 年)。为适应战时需

要，1943年 3月伪满修改学校规程，将国民道德、

地理、历史并入“建国精神”科，混合讲授。“建国精

神”科分“国本”和“国势”，后者大体是原来的历

史、地理教育。1944年文教部出版的《建国精神

(国势)》，适用于国民高等学校、女子国民高等学

校、师道学校。有关史地共四章：世界各国、亲邦

日本、日本与东亚、“满洲国之诞生”。“亲邦日本”

和“日本与东亚”两章相当于日本史，极尽夸饰、颠

倒之能事，约120余页；“满洲国之诞生”一章相当

于“满洲国史”，仅 60余页，前者篇幅是后者的两

倍。伪满的“本国史”居然不及日本史重要，足见

伪满实无国格，只是日本之傀儡。至于中国历史，

完全被抹去。关于“满洲国之诞生”，内容虽单薄，

但立场和观点并无改变，仍强调自古以来“满洲”

独立于中国，明代势力只达到“满洲南端的一部，

有如建国于中国的汉唐之号称支配我满洲时相

同”，“金元等起于北方的势力，长驱余势，有君临

中国的时候，而自南方兴起的国家，未曾有过支配

我全满的史实”。

综上，伪满国史教科书的演变有以下特点和

趋势：其一，所谓“国史”，是从中国史分离出来，建

构成独立的“满洲史”，旨在虚构伪满建国的历史

依据；其二，中国历史不断被压缩、淡化，外国史

化，最初以“东洋史”或“东亚史”形式保留部分中

国史，但至1943年被取消；其三，日本史不断被加

强，完全取代中国史，以凸显“日满一体”，甚至有

覆伪满国史的迹象；其四，历史教育虽是日人推行

奴化教育的手段之一，但从历史课程被大量压缩，

“国史”被取消，与地理合并为“地历”科，乃至最后

统合到“建国精神”科来看，日本不仅希望东北人

民遗忘祖国历史，最好连“满洲国史”也一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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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日满一体”的真实意图是让满并入日，沦为日

本的属国。日人之所以一开始积极建构“满洲

史”，是为了对抗中国史，如果面对日本史，“满洲

史”则没有必要存在。在伪满，以日本史作为国

史，以日语作为国语，正是日人所期待的。事实

上，日本在东北的历史教育，先炮制“满洲史”，进

而欲以日本史取代之，紧密配合日本对东北的侵

略政策(先独立后吞并)。日本原想在东北重演侵

吞朝鲜的故技，但最终战败，其野心没有实现。

二、叙事与意图

伪满国史是日人基于伪满建国的需要而建构

的一套历史叙事，形成于文教部发行的国史教科

书，此后不同时期的各种“满洲史”虽详略不同，但

基调前后如一，有相对稳定的叙事结构。下文不

对各种各样的“满洲史”或国史教科书作“面面俱

到”的分析，仅概略勾勒其叙事中存在的几个延续

性的取向，如“三千年之独立历史”“日满一体”“去

中国化”“王道乐土”等，希望从中了解伪满国史主

要“说什么”以及“何以如此说”。

第一，“三千年之独立历史”

制作一套连续的、有别于中国史的“满洲国

史”，既为伪满建国提供历史依据，又是规训东北

青年“忘掉祖国”的工具之一。伪满《建国宣言》谓

“满蒙各地，属在边陲，开国绵远，征诸往籍，分并

可稽”，认为历史上的东北很早就独立开国，“实

有三千年之独立历史”，时而并入中国，时而分

离，表明现实中的伪满建国是合理的、自然的行

为。高小国史称：“历史上建国于满洲者甚多，若

渤海，若辽金清，均以独立之国家，与中国本部相

抗衡。以强劲之民族，与中国民族相折冲。以卓

著之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交换。是我满洲实有完

整之国家、传统之民族、固定之文化也。”初中国

史从历史、疆域、民族、政治、文化诸方面观之，指

出伪满“具备大帝国之资格与要素”。就民族习

俗言：

全满民族，古称肃慎，风俗礼教，殊于他方。

历挹娄、夫余，以迄契丹、女真，社会习俗，未尝或

改。有清崛起长白，入主支那，而于满洲故地，犹

沿旧俗，未尝齐以强同。是知满支两国迥殊，借有

机缘、必树异帜。

就地理关系言：

汉取辽东，唐灭高丽，统驭未久，乃致沦胥。

良以榆关以东，自成部落，远隔支那，别为一邦。

汉唐之盛，能取而不能守，则天堑所限，岂可强得。

就历史成例言：

往者肃慎建国于不咸山，朝鲜建国于辽东，夫

余建国于北满，高句丽建国于丸都，前燕建国于龙

城，渤海建国于忽汗，契丹建国于临潢，女真建国

于会宁，满清建国于赫图阿拉。其小者保聚一隅，

传祚数百，其大者肇基此土，进据支那，王业之兴，

匪伊朝夕。

以上三条是伪满建国的远因，高小国史也有类似

的说辞。伪满学校升学试题“我国建国远因是什

么”，标准答案为“地理上和中国相离而独立，历史

上和中国相并而发展”。

为了重新规划东北青年的历史意识，植入东

北古来非中国领土的观念，强化“满洲是满洲人的

满洲”，首先，日伪需要在东北这块土地上编织一

线相承的、原生的、光荣的历史文化传统。斋藤茂

《国史》开篇就说：“满洲之历史，原始于今之三千

年前，若以地域观之，北起黑龙江阴，西迄大兴安

岭，东至长白山脉，南达海岸地方，此广大之地域，

即满洲也。”历史上“此幅员庞大满洲之居民，概属

于以牡丹江一带为中心，东至日本海，西迄东蒙古

大平原地带之肃慎族。昔之所谓挹娄、扶余，及靺

鞨、渤海等，以及近世之女真、金、清等，皆与肃慎

同族，而于人类学上则属于通古斯民族也”。不

管各族群在血统上是否有裔传关系，均按照时间

先后硬凑成一个民族系统。从地域(与中国“无

关”，为另一国家)与种族(不同于汉族，为另一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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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两方面定义伪满的特殊性，与中国和汉族全无

关系。

伪满重视古迹、古物、名胜、天然纪念物调查，

“俾知我国古代固有之文化与历史之关系”。发

掘东北本土的历史文化资源，剥离中国元素，从精

神层面定义“满洲”的独特性，强化独立建国的历

史渊源和正当性，这是日人建构“满洲国史”不可

或缺的环节。民生部“满洲帝国教育会”曾悬赏征

集“满洲(内含蒙古)之传说”原稿，其趣旨谓：

欲追求文化之起原，与获得民族之精神，无如

通晓其国中乡土所传之传说。夫我满洲国，袭有

独特之文化发展，固不待论。虽于将来，亦有大可

发展之兴运。然而于传说一节，或如我国向来一

般所传，或于纸面散见，所谓满洲国之固有者，乃

多为由其他国家之输入，此点诚为吾等遗憾之

事。今拟为我满洲文化稍事贡献，故于此际，由广

大之满洲全土，征集我国独有之传说，加以检讨，

以完成决定版之满洲传说，切望热心诸公，或考查

乡土之古志，或推敲记忆之古说，对本计画，奋起

应征是荷。

其应征规则特别提示“满洲国独有者(免用由

支那输入者)”，反映日人急切割除东北与中国的

纽带关系。奉天省教育厅编《历史教科书·满洲国

史》、文教部《国史教科书》把高句丽始祖朱蒙传说

写进课本，作为伪满“独特”文化之一，企图建构

本土记忆。然而，傅斯年《东北史纲》指出朱蒙神

话与商代“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传说导于一源，

是“东北部族与中国历史之为一事”的力证，双方

争夺历史记忆可见一斑。

伪满国史教科书插图颇多，涉及古物古迹、人

物肖像、历史地图、历史事件等，配合文字叙述，其

背后同样嵌入政治意图，以凸显“国史”的论述主

旨。历史教科书多附长城、好太王碑、东京城址、

上京五凤楼址、契丹字碑、辽中京大定府内大塔、

金之上京故城、辽上京之石佛、辽阳白塔、前卫城

蒙古斜塔、奉天北陵等，这些被视为“固有”文化，

对于“国民性之涵养、学术之研究、文化之启发上，

实具有重大关系”。伪满国史教科书都会述及长

城，并有插图，看似与“去中国化”相悖，实则不

然。“满洲国史”利用长城是为了暗示自古以来关

内关外有别，“旷古英杰之秦始皇帝，竟尔统一中

国，但满洲及蒙古方面，虽以彼隆重之威望，尚不

能使之隶属势力圈，反为防御蛮夷北狄之侵入中

国，建筑天下著名之万里长城，与北狄为境界”，由

此引申：“现今之满蒙，于二千年之前，似已明示非

中国之领土矣。此后中国人，以长城迤内称为中

国，将长城迤北视为化外之地，认为夷狄蛮奴之居

住地域，全然无所顾虑”。借此我们才能明白日

人之所以热衷讲长城的真正用意，是为了强调长

城以北自古以来被中国人视为化外之地，不是中

国领土，故伪满建国与中国无关，其疆界应以长城

为限。

其次，汉文化被淡化处理或抹杀汉族的影响，

从文教部国定的国史教科书，到民生部审定的斋

藤茂《国史》，“去中国化”取向一贯且不断被强

化。文教部“国史”对箕氏朝鲜、卫氏朝鲜、汉武帝

开四郡，略有叙述，尽管仍称“对于我满洲独立国

家之资格，固毫末无损”。但斋藤茂《国史》对上

述内容仅用一句“当通古斯及蒙古族活跃之时，汉

民族亦自中国本部徙居于南满及朝鲜等地矣。如

箕子之古朝鲜、卫满之朝鲜，以及汉之四郡，皆属

此也”，轻描淡写地略过。东汉末年，汉人公孙度

割据辽东，文教部初中国史尚有专节叙述，而斋藤

茂《国史》则全然不提。

奉天省教育厅编《历史教科书》第十八课“金

的文化”，承认“女真旧无文字，金太祖始命人仿汉

字楷书，因契丹字制度，创造女真字。……女真文

字虽经创制，但流行范围甚小，任用官吏纯以汉文

为标准，金的君主亦多从事于汉学提倡甚力。现

今所存金人的著作例如《全金诗》和《金文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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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字非常光华流丽，实足以代表金代汉文学的

发达”。嗣后斋藤茂《国史》讲“金之文化”，刻意

回避汉字的作用，只说“创女真文字”，对中国文化

作负面论述：“斯时之金人，渐染中国之风习，而流

于奢侈懦弱矣。世宗甚忧之，乃提倡保存国粹，振

兴女真语学校，亲幸上京，告戒宗室，而于服装歌

舞，则亦莫不尽力督励焉。”总之，为了突出“满洲

国史”的原生性，日伪费尽心思，抹杀事实，斩除东

北与汉文化悠久而密切的关系。

“去中国化”不仅体现在伪满国史，还反映在

东亚史和日本史教科书。斋藤茂认为自来东亚史

以中国汉族为中心，忽视他族，皆以蛮族目之，“然

以世界史的见地观之，此决非正当之史观。汉民

族势力衰微时，他民族国代之而兴，而文化之交流

与发展，亦多在此期转换。汉民族以中华民族自

尊之迷梦，须彻底觉醒，观元清两代更明了矣”。

这一论述如结合当时日本侵华的时代背景，实则

暗示日本作为“他民族国”代中国而兴，入侵中国，

反而会激活文化，促进东亚的进步。日人的东亚

史叙述恶意压制中国，抬高非汉族和其他国家的

地位。唐代文化对日本产生过深刻影响，日人对

此态度微妙曲折。文教部高小东亚史尚承认“唐

之盛时，所定制度法令，多为后世模范。当太宗之

世，日本舒明天皇遣使入唐修好，玄宗之世，渤海

武王亦遣使入唐修好。嗣后两国之遣唐使、留唐

学生，络绎不绝。于是唐之文化制度，遂传入我国

及日本”。但斋藤茂《世界史·东亚史》一方面说：

“日本及东洋诸国，或采唐制，或以唐制为参考而

创己国之制度，此种事实颇有重大之意义。”但他

话锋马上一转，“唐时因西域及南方诸国之文化输

入，受其影响甚大，故唐代文化亦不能为汉民族所

独创之文化”，又谓日本吸收唐文化，“以创新的

日本文化，取其文化之本质。而如此同化，决非尽

染唐风也”。斋藤茂叙述日本史受汉文化的影

响，一方面承认这是事实，他方面强调“日本国民

性之特质中有一强大之同化力，不仅佛教且能摄

取儒教，且将此完全变为自国化”。且不说此论

在学术上是否成立，日人企图贬低汉文化的阴暗

心理则昭然若揭。

第二，“日满一体”

伪满国史一方面是“去中国化”，对汉人在东

北的活动和作用尽量抹杀，另一方面“发明”历史

上日本与东北的关联，尤其强调“满洲”之所以有

“满洲”，完全端赖日本的援助。借助编纂自古以

来日满密接的史实，说明两者亲如一家，一德一

心，那么日本在东北的种种侵略活动，似乎便拥有

了合法性，乃是自家的事情，中国政府反被视为外

人，“断无干涉之资格”。首先，从种族上宣扬“满

洲族”与日本同属于通古斯种，是“与汉人种完全

相异之民族”。或谓日满同种，“其语源大概与我

大和民族相同，彼等之语法，非如汉民族或欧美人

种之倒叙语，乃为顺列语”。高小国史称“我国历

史上之民族以通古斯族为主”，“满洲族通称为通

古斯族”，暗示日满本一家。

其次，凸显历史上日本与东北的亲密关系。

日人积极寻找东北与日本“交通”之史迹，尤其与

古代渤海国的关系，伪满国史对此大肆渲染，配有

“渤海日本交通图”。高小国史列“渤海与日本之

交通”，初中国史有“渤海与日本之关系”，一再夸

耀日本对渤海国文化的贡献，露骨地说：“当一千

年前，而两国使臣，竟能横断恶风巨浪之日本海，

而达到满日最初亲善之目的，实为可惊可喜之

事。是则今日满日之同心偕力，有若一家者，可谓

基于历史上之必然性也。”此种论调也出现在文

教部高小日本史，谓渤海国与日本“亘二百余年，

国交敦睦。今满日两国所以有不可分之关系者，

实非偶然也”。至于其他时代，原本与日本无涉，

日人只好捏造史实以充数，如金与日本之关系，谓

“无公开之交通，仅传闻直接或间接曾有往来”。

伪满国史既“发明过去”，又“规避过去”。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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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元寇”的叙事，颇能反映这两种叙事之间的紧

张。在伪满国史叙事中，元代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应从正面加以叙述，惟元代曾远征日本一事，不仅

不能为“日满一体”增色，反而造成两者的对抗，故

文教部高小国史、日本史皆不提“元寇”，而初中国

史仅有一句“惟两次欲征日本，皆被惩而还”，高

小东亚史照抄初中国史，初中东亚史也仅“元室

遣忻都、范文虎先后寇日本”一句，简之又简。然

而，为了照顾“日满一体”而放弃利用“元寇”所释

放的历史力量，日人并不情愿。斋藤茂的历史教

材对此着墨颇多，因为“元寇”事件在日本史脉络

中可以说明“国威因之发扬”，“养成举国一致、坚

忍不拔之精神”，故站在日本史立场有“记忆”的

价值，但对伪满国史而言则需要“失忆”。

最后，掩饰侵略为自卫和开发。文教部初中

国史谓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政治思想远大，“恒

以开发满韩富源、维持东亚和平为相当责任”。

日俄战争是日本“拂十万之生灵与数十亿万金之

牺牲”，才“救出满洲于暴俄之毒手”，“因为日本

和俄国有这一次大牺牲，才把这东亚的和平确实

保全，不独使俄国畏惧，就是英美德法等的侵略亚

细亚也都被阻止，清国才免去瓜分的大祸，且能使

轻视有色人种的欧美人等，从良心上反省，并促进

亚细亚民族的奋起，实在都是依赖日本胜俄的成

绩”。斋藤茂同样厚颜地说中日(甲午)战争、日俄

战争，“皆为日本赌国运，守护自己之生命而决死

之正当防卫战争也”，日本在朝鲜、满蒙的侵略行

动，被美化为“从事于和平的建设事业”，“热心开

发满洲”，使之成为“乐土”。日本虽保持在伪满

的权益，但与其他列强不同，“乃根据日华共存共

荣之精神，而以开拓满蒙文化、振兴产业为目的，

努力经营，以期满蒙天地之繁荣及光明”。由此，

伪满要求东北人民“绝对不忘日本的恩德”。

第三，丑化中国，唱衰中国

日本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中国乃至东亚的救

世主、恩人、开发者，大言不惭说：“东洋固为东洋

人之东洋。倘东洋诸国拥日本为盟主，对于世界

和平与世界文化上，必有最光荣之贡献，西洋诸国

亦当悟此为合理之事也。”他方面则丑化中国、唱

衰中国，使东北民众对中国产生恶感和离心力，转

而绝对服从日本，成为日本的忠实奴仆。伪满历

史教科书刻意将中国污名化，如谓甲午战争“始于

清国之挑战”，“不通知日本而出兵”，“清不觉

悟，益行增兵，以威胁日本，于是两国起有冲

突”。伪满建国的近因是所谓的军阀暴政，将张

作霖、张学良父子主政东北渲染为虐政。张学良

否认日本在东北的权利，居然被日人斥为“倒行逆

施”。伪满建国正是“推翻虐政，拔出水火”。

1937年爆发卢沟桥事变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为

与日本战而费十年之久各处构筑坚固之阵地，养

精蓄锐，备置兵器。如斯准备战争、挑拨战争者乃

国民党政府也。日本决无战意”。

对新文化运动，“狂妄之徒因社会思想之骤

变，竟倡导废弃礼教，打倒廉耻，推翻孔孟。于是

支那现代之风俗，竟与国运同坏”。肆意诋毁中

国政府，“因为建设共和制，废却数千年的君主政

治，反倒失掉了国家的治安，屡起政变，仿佛像走

马灯一样。……这民国二十年间的历史，真是混

乱不休的啊”。至于南京国民政府，“因循无措，

讳病忌医，更欲仰赖欧美鼻息，而行其反满排日之

政策，以致外强中干，国是日非，将来危害于东亚

之和平者，正不知伊于胡底”。斋藤茂《世界史》

谓：“满洲事变后，北部支那渐次动摇，中部支那之

共产党匪及其背景之苏联之动向亦在可虑，加以

财政已陷于穷途，中国之政情直若蹈虎尾而履春

冰矣。”又说：“中华民国其领土虽甚广大，因其政

府指导国民之大方针误谬，国情浑沌，不知所止，

今也日临分裂之渊矣。”暗示东北人民，中国今后

更趋分裂，国运日坏，不如“与日本同心一体，为增

进东亚和平、人类福祉计，更当日夜悬心一意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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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更为可笑的是，斋藤茂认为国民政府执行

反满抗日政策，才导致“隐忍自重之日满两国，卒

至无可奈何挥泪而起者”。斋藤茂《日本史》无耻

地说“满洲国”与日本同心协力，高扬正义之旗，

“将四亿无辜之同胞救出于赤魔之手中，向明朗亚

细亚之建设，须粉身碎骨勇往迈进为要”。日本

俨然不是侵略者，而是解放者了。

第四，“王道乐土”

伪满国史虽以教科书形式呈现，但也具有国

史通常所发挥的“定位”功能，指示未来的去路。

“王道乐土”是日人为东北民众提供的“画饼”，即：

凡在新国家领土之内居住者，皆无种族之歧

视、尊卑之分别，除原有之汉族、满族、蒙族及日

本、朝鲜各族外，即其他国人愿长久居留者亦得

享平等之待遇，保障其应得之权利，不使其有丝

毫之侵损。并竭力铲除往日黑暗之政治，求法律

之改良，励行地方自治，广收人才，登用贤俊，奖

励实业，统一金融，开辟富源，维持生计，调练警

兵，肃清匪祸。更进而言教育之普及，则当惟礼

教之是崇，实行王道主义，必使境内一切民族熙

熙暤暤如登春台，保东亚永久之光荣，为世界政治

之模型。

这是伪满《建国宣言》向东北民众承诺的理想。文

教部、民生部编写的国史教科书用近半篇幅叙述

“建国后史”，不厌其烦地大谈各项“建国之成

就”。斋藤茂说：“新国家之建设，以王道为本义，

而以道德仁爱为基础，本五族协和、世界大同之精

神建设真诚之乐土，以期人类之福祉，其理想之高

远，于中国五千年历史中未曾一见，即于世界历史

上亦可谓新事业之创造也。”对于东北人民来说，

“今新邦施行王道政治，三千万民众如处于春风和

煦之中，而不欲光阴之速去”。这种虚幻的表相

不仅通过各级学校向东北学生灌输，更发动宣传

机器，借助五花八门的形式，向东北人民及亚洲其

他国家广播，对一般民众颇具欺骗性。

三、遗毒与清毒

日人所宣扬的“满洲国史”，企图将东北从中

国历史和地理上割裂出去，东北学生对此印象深

刻。穆景元在伪满受过高小教育，他控诉日人的

奴化教育，其中论及的《国史》正是文教部高小国

史。他回忆：“日伪当局篡改中国历史的目的，可

谓居心险恶，妄图使中国学生忘掉自己的祖国，忘

掉祖国的文化，否认自己是中华民族中的成员，以

消除在心灵深处对日本侵略者的敌视心理，使日

本建立的伪政权合法化。”彼又说：“日伪当局为了

欺骗青少年学生，拥护伪满傀儡政权，接受日本帝

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千方百计制造谎言，指鹿为

马，真是煞费苦心。”历史科只是日人奴化教育的

场域之一，但它所起的负面作用却不可小觑，结合

国文、修身还有歌曲等其他方面，穆氏认为“在麻

醉、欺骗和毒化学生方面，起着极坏的作用，使相

当一部分人，在思想上丧失斗志，真的忘掉了自己

的祖国，忘掉了亡国之恨，从而认敌为友，甘受其

殖民统治”。

徐德源在伪满经历小学、中学和大学，回忆当

年受教育的情形，言及历史教育：“我还清楚地记

得，日本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制造伪满洲国，就采取

篡改历史的手段，将自先秦时期以来早已成为中

国不可分割组成部分的东北地区疆域和历史从统

一的中国分割出去。”他所读的是斋藤茂《国史》，

“这本所谓《国史》，与我在私塾读过的《三字经》所

记的中国历史朝代完全不同，没有讲中国历史上

中原王朝的朝代，而是按东北历代部族和民族政

权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渤海、契丹和辽、女真和

金、蒙古和元、满族和清的系统，不让人们知道商

周、秦汉、隋唐等中国朝代，不知道中国；将伪满洲

国的建立说成是历史的当然继承”。他的回忆除

个别失实外，大体准确无误。

亲历者的口述虽各有不同，但他们似都清醒

地认识到伪满国史的政治意图，即让东北青年“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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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或干脆不知自己是中国人、自己的祖国是中国，

妄图驱使他们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奴仆而不自

觉”，然奴化教育实际效果则是“枉费心机”，因为

“日寇占领东北长达十四年之久，也无法改变中国

人民心中深沉的爱国情绪”。诸如此类的亲历者

回忆，不免有后见之明的嫌疑，恐是事后经过再教

育、再认识的结果。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当年东北

学生是否普遍有此觉悟，实在令人生疑。日人的

文化渗透千奇百怪、无孔不入，十四年不短，学生

被反复洗脑，不知不觉中形成“我是满洲国人”意

识，而对中国历史文化所知甚少，若说他们仍深怀

中国认同，那倒是不可思议的事。据1944年从东

北沦陷区逃归内地者讲，东北“廿岁以上的人，虽

然不忘祖国，而廿岁以下者均不自知为中国人，家

中长辈亦不敢向其说明”。时人或顾及东北人民

的感受，含蓄地说：“在敌伪统治十四年以后，东北

的一部分人民，在言论、行为、思想方面，无意之中

受一些奴化教育影响是可能的。”伪满历史教育

的隐性“毒素”，东北学生未必有深入的认识。

东北光复后，1945年蒋介石在“九一八”广播

训词中，指示东北文化建设的原则：“东北文化必

须重新建立。因为这十四年来，日本在我东北同

面积极施行他的奴化教育，学校教师多用日人，课

本图书且用日语。一面对于原来的知识分子，任

意摧残迫胁，其目的在要根本消灭我国的文字和

文化。现在我们要彻底解聊这一种桎梏，要使东

北的文化重新为我们国家民族整个文化的一部

分。”重建东北文化的第一步是“清毒”，这几乎是

社会各界的共识，“在沦陷期中，侵略者在我们的

国土上曾施行什么样的文化教育政策？换言之，

也就是我们一般青年同胞的心灵中已渗入什么样

的毒素？因为当前教育政策实施的第一步，无疑

地是要纠正过去已经培养成熟的谬误思想，肃清

欺伪宣传所遗留下的毒气，而下药是要对症的，在

未开方定药之先，病源所自，病因所在，当然非得

诊查清楚不可”。1946年4月10日《中苏日报》社

论谓：“东北为日伪统制之时，曾努力摧残中华民

族的文化，而建立殖民地的文化。消灭东北人民

的民族思想，改篡东北使用的文字语言，限制东北

人民的教育程度。十四年来，几已使东北成为特

殊的一种文化。东北少年和青年，久经日伪奴化

教育者，虽其爱国心极为强烈，而对于中华祖国之

历史文化诸观念，却至模糊难辨。这是近日亟应

努力纠正的事。”中共在东北的观察也是如此，

“青年学生普遍缺乏中国历史、地理知识，国文程

度很差”。

如何清除毒素？国民政府除了改学制、换教

科书、禁映有毒影片，还有以下手段：一是甄审教

师。从民生部编印的各种教科书内容看，日人对

东北文化侵略，已普遍深入各科目，一般教师濡染

既久，习与性成，不破则不能立，所以训练教师必

须着重检讨敌伪教育，除了必需的政治科目以外，

尚须包括全部学校科目，方能达成任务。二是批

评敌伪教育文化，印为专集，颁发各级学校。“学校

教科书中的国民道德、女子国民道德、满洲国历

史、日本史、世界史为需详加疵摘，因为这些科目，

就是敌伪用以奴化学校青年的主要科目。这种责

任，由谁来担负呢？照道理说，应该是由省教育厅

编译处来担负的，事实上恐难胜任，所以，最好是

由教育厅延请学者，组织专门委员会，分工合作，

由教厅供给敌伪时代各种教育资料，并负责为之

出版”。中共在东北通过开办教师讲习班、设立

编审委员会、编辑小学教材及审查中学课本等举

措，清除敌伪奴化思想。

国民政府确有组织授意学者撰文批判伪满历

史教育，作为清毒方法之一，但受国共在东北爆发

内战的影响，这项工作似没有充分开展。目前所

见批判文章很少，如李广平在《中苏日报》发表《斥

敌伪捏造之“满洲国”历史——评斋藤茂著〈国民

高等学校国史教科书〉》和《再次斥敌伪奴化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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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历史教育——评斋藤茂著国民高等学校教科书

〈世界史〉与〈日本史〉》两文，集中批露斋藤茂三种

历史教材，“不但是削足适履，删除一大部分历史，

以适合伪满的国情，而且指鹿为马，捏造了很多史

事，以适合统治阶级者——日本人的需要”，其用

意则在“以侵略国的文化消灭被侵略国的文化，并

歪曲、删改其历史，使被侵略和被灭亡国家的人

民，初则忘掉了侵略者、统治者的狰狞面目，而以

敌为友；再则进而为数典忘祖，忘记了祖宗的深仇

大恨，而认贼作父”。傅正在《益世报》发表《日本

在伪满之历史教育》，除了批判稻叶岩吉《满洲国

史通论》一书曲笔失实，近半篇幅回溯甲午战争以

来日人研究东北史地的情形。东北学生事后回

忆之所以能对伪满国史有较清醒认识，与彼时社

会各界积极批判日伪历史教育应有关联。

清除毒素最直接的方式是销毁伪满历史教科

书，就像当初日伪焚烧国民党的教科书一样，文教

部、民生部出版的各种教科书在日伪投降之后，不

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在两党所控制的地区应主

动销毁过伪满课本，至少国民政府教育部曾多次

严令全国前敌伪时代中小学教科书一律销毁，“以

免毒素流传”。

如何重建东北文化？《中苏日报》发表社论，响

应蒋介石的呼吁，提出东北文化建设从四方面加

以努力，除了(2)肃清“协和语”、禁止日常使用日

语，(3)提高教育程度，发展民权思想，培植政治能

力，其他两条与历史教育直接相关：(1)确立中华民

族历史一元、文化一同的民族主义思想。“东北古

代的肃慎，是中华民族中的一宗族和一分支，由河

北、山东迁来。东北近代的开发，完全是河北、山

东‘走关东’的人民的伟绩，今日东北人民的祖先

大抵均在于关内，今日东北人民的风俗习惯、语言

文字，大抵均为关内文化之移植，仅少数游牧蒙民

及游猎满民，尚保持因地理环境而致的特殊风习，

但这种特点亦为中华民族各宗族所本有的文化。

东北少年和青年应该赶快学习祖国的历史与文

化，在民族思想上守护东北这一个重要的边疆”。

(4)我们要表扬地方忠贞，提倡民族气节。箕子退

居朝鲜，管宁避世辽东，东北自古为忠贞所居之

地。即在日伪严密统制、百计屈辱、残酷镇压之

下，东北犹有不少忠义贞节之士，作抗日义勇军的

壮烈牺牲，作反日地下运动的艰苦工作，或者埋名

隐姓遁迹自全，或者幽镇铁窗，坚贞不屈，他们是

天地的正气，今古的完人，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东北同胞的代表人物，今后东北处于国际关系的

枢纽地，东北同胞尤应激发忠贞，爱护祖国，以凛

然不可淫、不可移、不可屈的精神，为中华民族保

持其固有的浩然之气。这两方面的工作，最初似

有所落实。1946年熊式辉(东北行营主任)发起成

立“东北史地学会”，其初衷有感“东北青年过去受

敌伪教育，多有将中国历史地理歪曲编纂者……

成立东北史地学会，阐扬中国历史地理之正确认

识，并矫正敌伪之歪曲宣传。此外，更发扬东北之

先贤先烈史迹”。据悉有二百余人请求入会，在东

北各地成立分会，发行小册子，搜集乡土教材及歌

曲、戏剧等教材。稍后东北政局动荡，该学会没

有进一步作为。

结语

不论古今中外，“历史”一向被各种政治势力

视为可资利用的统治工具，进入近代社会尤其成

为一个敏感的议题。不论哪派政治力量控制某一

区域，即刻刷新当地历史教育，禁毁旧课本，编审

新教材。日本在东北殖民统治的十四年，历史教

育是整个殖民统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不同

时期殖民政策影响教育政策，进而作用于历史教

育，最后又反映在历史教科书；反过来，历史教育

的演变正可透视日人的政治意图。考察以伪满国

史教科书为中心的历史教育，本文形成以下几点

初步的认识：

第一，在伪满的历史教育中，中国史的位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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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被边缘化，乃至最后消亡，而伪满国史一开始是

为了配合独立建国的需要被建构出来，在日本侵

略者的意识中，“满洲国史”的使命是暂时的，最终

以日本史代替之，符合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步骤。

制作“满洲国史”只是日本掩盖侵吞东北的文化策

略而已，并非真正希望东北人民树立“满洲是满洲

人的满洲”之国史意识。

第二，伪满国史的内在结构，一方面凸出三千

年独立史，他方面摆脱中国史的束缚，融入日本

史，最后虚幻“王道乐土”的未来想象。这套历史

叙事深深植入东北中小学生的历史意识，对他们

的日常行为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支持了日本在

东北的殖民统治。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强烈批

评伪满的历史教育，并为清除日人遗留的历史毒

素，采取了各种措施，可见日本在东北实行奴化教

育的成效，不仅达到了“去中国化”的目的，而且将

日本史扩张为历史教育的中心，令“满洲国史”形

同虚设，最终达成日本认同意识。

第三，日本学术界对“满洲”史地的认识，经过

层层转化改写，产生大量普及性的教科书和通俗

读物，反复强调东北不属于中国领土、日满亲善、

“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为“满洲”作出何等

牺牲和贡献等陈词滥调，不仅在东北地区广为传

布，也在日本得到流行。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各界

对中国历史尤其东北史的认知，与战前日人积极

“分裂”中国历史的各种史论存在“学缘”关系。

伪满虽早已成为历史，但其“国史”却是“活着的过

去”，它的幽灵未尽消亡，经过学术语言的伪装，至

今仍寄宿在部分人的历史世界。

注释：

①《东北中学生及高小学生多不谙本国史地》，《申报》

1947年 7月 30日，第 5版。按：众所周知，伪满洲国不是一个

独立国家，只是日本操控的一个傀儡政权，故本文相关表述应

加上“伪”字，无伪字则打双引号(凡行文中使用“满洲国”“满

洲国史”“满洲史”等字样)，史料引文则免。

②兰亭：《东北的教育问题》，《凯旋》第1卷第4、5期合刊，

1946年6月10日，见辽宁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编：《辽宁教育

史志资料》第4集，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8页。

③龚自珍：《古史钩沉二》，《龚自珍全集》第1辑，上海：上

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2页。

④国内讨论该题的仅有东北地区高校的若干篇硕士学位

论文，不论资料搜集和研究深度都显不足，故不加举证说明。

台湾周婉窈《历史的统合与建构——日本帝国圈内台湾、朝鲜

和满洲的“国史”教育》(《台湾史研究》2003年第 10卷第 1期)
一文第七节论伪满历史教育，论及的教材有1923年“南满洲”

教育会编辑部《公学堂历史教科书》、1932年“南满洲”教育会

教科书编辑部《历史教科书》、1935年文教部《高级小学校国史

教科书》及其《教授书》、《高级小学校东亚史教科书》，而新学

制之后的国史教育，作者未掌握相关史料，所论不免有误。日

本磯田一雄《皇民化教育と植民地の国史教科書》(浅田喬二

編著：《岩波講座近代日本と植民地》4《統合と支配論理》，東

京：岩波書店，1993年)、清水美紀《1930年代の「東北」地域概

念の形成——日中歷史學者の論爭を中心として—》(《日本

植民地史研究》2003年第15號)，虽略有涉及伪满的历史教育，

但仅讨论教育政策，或着重梳理“东北”概念，完全没有利用伪

满历史教科书。伪满历史教育或历史教科书在海内外学界一

直没有产生有分量的专题论文，应与史料受限有关。

⑤关东州有独立的教育制度，不受伪满影响，但伪满建国

后，两者有关“满洲史”论述却高度一致。如1935年“南满洲”

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编《满洲历史教科书》，作为关东州普通

学堂的历史教材，开篇即谓“满蒙地方，自古便是独立的地域，

满洲族、蒙古族、汉族，兴亡迭代，造成特殊的历史”，第 11节
“满洲帝国和东洋和平”说：“满洲无论在历史上或是地理上

说，和中国是不能混为一体的。在满洲兴起的诸民族，虽曾完

全征服过中国，可是，从没完全受过中国的支配。……勇健刚

强的满洲民族，久具独立的特性，虽遇时势不利，处在山间的

要害地，亦决不为中国势力所屈服。”(“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

编辑部：《满洲历史教科书》，大连：东亚印刷株式会社，1937年
第4版，第1、89页)

⑥《奉天教育筹备处拟定初高小学必修科目教学用书删

正表同令各县遵办原文》，《满洲报》1932年 3月 4日，第 3版。

按：1932年6月24日奉天省教育厅又公布《初级中学教科用书

临时删正表》，涉及的历史教科书是金兆梓《初中本国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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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世界史》，凡是“吾国”“我国”均改为“中国”，“辽宁”改为

“奉天”，与民族主义有关的文字，如“元政府如何压抑汉族”、

“明中世以还国势之衰替与日本有莫大之关系”、“汉族之抵抗

精神”、“此可见文字狱之一斑”等，日伪要求删除。(辽宁省档

案馆编：《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

版社，1999年，第122-135页)
⑦《各学校课程令用〈四书〉〈孝经〉讲授之件》，陈叔达编：

《满洲帝国文教关系法规辑览》，长春：“满洲帝国教育会”，

1937年，第156页。

⑧《取缔排外教材之件》，陈叔达编：《满洲帝国文教关系

法规辑览》，第157页。

⑨《令关于废止三民主义党义及其他与新国家精神相反

之教科书之件》，陈叔达编：《满洲帝国文教关系法规辑览》，第

156-157页。

⑩《奉教育厅严禁排外图书等》，《满洲报》1932年 7月 3
日，第3版。

《奴化教育之实施》，《大公报》1934年9月18日，第14版。

《编纂各种教科书文教司着手进行》，《盛京时报》1932
年5月20日，第4版。

1937年 7月 2日文教部一度被撤销，并入民生部，1943
年4月1日又恢复。

“满洲国”通信社编：《大满洲帝国年鉴》，长春：“满洲

国”通信社，1944年，第537页。

文教部编审官室：《教科书审查报告书》，长春：文教部

编审官室，1935年，第7-12页。

文教部编审官室：《教科书审查报告书》，第52-62页。

《伪满奉天省公署训令颁布文教部编认可教科书与不认

可教科书一览表》，《辽宁教育史志资料》第3集上，第289页。

“南满洲”教育会《历史教科书》于1932年12月再版，在

初版书名“历史教科书”前添加“新满洲”，并注明：“满洲国小

学校高级用”，文教部审定。

“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历史教科书》(上册，大

连：“南满洲”教育会教科书编辑部，1932年，第4页)写到扶余，

承认扶余“因为接近辽东，受汉族的文化，所以他们的制度也

很完备”，这不合《满洲建国之历史的意义》“去中国化”原则，

奉天教育厅图书编审委员会《历史教科书》(第2册，沈阳：奉天

省教育厅，1932年，第6-8页)论及扶余便回避汉文化的影响。

奉天省教育厅图书编审委员会《历史教科书》第4册谓

“南宋的文化，东渐而入日本，其中最显然的，就是禅宗和制陶

器制茶的方法，在日本文化史上，有莫大的贡献”。(第 18页)
这与文教部、民生部历史教材为了“去中国化”而尽力抹杀汉

文化的影响有所不同。或说“以语体代古文，遂行于全国，为

中国文学史上，别开一新纪元”。(第48页)这与1935年文教部

教科书主张王道主义、采用文言也完全对立。

《全满教科书统一下学期使用新书》，《盛京时报》1934
年6月9日，第4版。

《伪满文教部训令关于小学校教科规程之件》，《辽宁教

育史志资料》第3集上，第325页。

《中小学生用教科书须用新式课本》，《大同报》1936年
3月10日，第3版。

《康德三年度国定教科用图书目录》，文教部学务司总

务科编：《满洲国学事要览》，长春：文教部学务司，1936年，第

88-95页。

海藻编：《满洲帝国建国精神要览》，长春：益智书店，

1935年，第196页。

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 1辑，长春：

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519页。

《东北文化建设》，《中苏日报》1946年4月10日，第2版。

武强主编：《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1辑，第70页。

斋藤茂：《国史》，长春：“满洲”图书株式会社，1938年，

“内容之特色”，第 3页；斋藤茂《日本史》亦谓“勿固执偏依于

事实”。(斋藤茂：《日本史》，长春：“满洲”图书株式会社，1938
年，“内容之特色”，第3页)

文教部：《建国精神(国势)》，长春：“满洲”图书株式会

社，1944年，第197页。

关于伪满国史教科书的叙事结构形成的理论渊源，拟

另文专论。

文教部：《初级中学校国史教科书》，长春：康德图书印

刷所，1936年，第166页。

文教部：《初级中学校国史教科书》，第4页。

文教部：《高级小学校国史教科书》，长春：康德图书印

刷所，1935年，第1-2页。

文教部：《初级中学校国史教科书》，第155-156页。

文教部：《高级小学校国史教科书》，第63-64页。

李世卿编：《国优学生常识宝库》，长春：启智书店出版

部，1943年，第74页。

斋藤茂：《国史》，第 1-2页；奉天省教育厅图书编审委

员会：《历史教科书》第1册，第2页；文教部：《高级小学校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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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get the Motherland": On the National History Textbooks of Manchukuo
Li Xiaoqian

Abstract：The national history textbook of Manchukuo is a set of narratives constructed to cooperate with Ja⁃
pan's colonial rule in northeast China, emphasizing that Manchukuo has a history of 3,000 years of independence. Ad⁃
vocating for the "unity of Japan and Manchuria", it ugly China and illusory Manchuria, turning Manchukuo into a
"kingly paradise", which is the product of the conspiracy of the two circles of Japanese politics and science. The histo⁃
ry of Manchukuo originally existed to counter Chinese history. Therefore, its mission is temporary. Japan's ultimate
goal is to expand Japanese history into the center of Manchukuo history education, invalidating the history of Manchu⁃
kuo, to disciplin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in northeastern China to form a sense of Japanese identity
rather than to achieve Manchukuo identity. The discourse on the history of Manchukuo not only transformed the histor⁃
ical understanding of the youth in northeast China, but also had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future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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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满蒙同胞援护会，1970-1971年)，参与编写人员几乎都

曾在伪满各部门担任过要职，“满洲国史”叙述全然复制之前

的历史观点，出版后得到了日本首相、大臣等达官显贵的积极

推介。晚近日本右翼史家宫胁淳子《这才是真实的中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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