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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
!

日本#满洲的记忆'

t

洲>记忆($研究会的共同研究成果!

着眼於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後从满洲返回日本的遣返者!主要利用各个

遣返日本人团体长年以来所发行的会报!考察拥有不同身份和经历的遣返者

各自记忆中的满洲&此外!本书还关心这些遣返者及其後代如何背负着满洲

的记忆!在战後的日本社会中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从
$

容上来看!本书由#

u

?记忆'
+

的记忆($" #葛藤@A记忆

'纠结的记忆($" #周
v

>记忆'边缘的记忆($三部构成&第
Q

部#

+

的记忆$!以从满洲被遣返的日侨发起的#恩给请愿运动$'抚恤金请愿

运动(

!

背景展开讨论&首先!大野绚也的,

w

後日本BCDA国策会社
t

x

>表象EF>

y

迁%一九五 y六年代>恩给请愿运动G事例B .

',战後日本国策公司#满铁$的表象与其变迁%以$0(#至$0+#年代的抚恤

金请愿运动
!

例.(一文!考察战後的#满铁$因侵略性质被政府否定的背

景下! #满铁会 $

!

职员的抚恤金等问题与政府交涉的同时!将有关 #满

铁$的记忆集体化的过程&其次!汤川真树江的,

t

洲兴农合作社同人会>

活动HIJA

w

前>表象E语K>特
z

%恩给请愿运动B着目LM .',从

满洲兴农合作社同人会的活动看战前的表象及其话语的特徵%着眼於抚恤金

请愿运动.(一文!论述满洲兴农合作社同人会在抚恤金请愿运动高涨的形

势下参与进来!?根据现实需要重构集体的满洲记忆的过程&最後!饭仓江

里衣的,

t

洲国军出身日本人>恩给请愿运动E

t

洲国-

t

洲国军像.',满

洲国军出身的日本人的抚恤金请愿运动与满洲国"满洲国军像.(一文!关

注战後被与关东军区
(

对待的满洲国军出身者&作者认
!

该群体同样陷入因

其侵略性质而无法得到#名誉$的困境!而请愿运动的受挫促使这一群体将

对满洲国"满洲国军的记忆美化!反而形成
6

烈的集体认同&

第
R

部#纠结的记忆$!从个人的乡愁或认同的角度考察满洲记忆的不

同面相&菅野智博的,语INA #安东史$%一九五y一九七年代初期

BCDA *OKPN +G中心B .',被讲述的#安东史$%以$0(#至$0%#

年代初期的*OKPN +为中心.(一文!关注曾在安东居住的"以日本工

商业者
!

主体的安东会&该文通过分析该会会报*OKPN +中的回忆
,

!

揭示安东会会员间共享的#官$与#民$双重视角下的#安东史$&佐藤仁

$+#

��

,

-

.

/



史的,QARE>语K方%大连引扬者二世>编纂物BJA

t

洲>记忆 .

',故乡的讲述方式%大连遣返日侨二代的编纂物所见的满洲记忆 .(一

文!关注从大连归国的遣返日侨二代有关故乡#大连$的记忆表述!?指出

这种集体记忆的形成!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日本殖民统治下父辈们参与的大连

开发的认同与硈赏&大石茜的,青少年义勇军>记忆%会报G通LS

{

承E

y

容.',青少年义勇军的记忆%会报所体现的继承与变容.(一文!以满

蒙开拓青少年义勇军中的嫩江训练所出身者
!

对象!一方面揭示八洲会会报

*嫩训>思T出+'*嫩训的回忆+(中共享的#义勇队精神$!同时也指

出世代更迭和个体差?下呈现的不同的记忆表述&

第
S

部#边缘的记忆$提供性
(

与民族的多样视角&佐藤量的,女学生

>

t

洲记忆%大连弥生高等女学校同
|

会? *弥生会
$

报 +>分析HI .

',女学生的满洲记忆%从大连弥生高等女学校同窗会志*弥生会会报+的

分析出发.(一文考察都市女性中女学生群体归国後如何重新经营生活!及

其抱有的满洲记忆&作者指出这些女学生中很多人十分怀念大连的都市光

景!但同时心中又充满
$

疚的杂情绪&林志宏的,冷
w

体制下BCDA大

同学院同
|

会%日本E台湾>场合.',冷战体制下的大同学院同窗会%日

本与台湾的情癋.(一文探讨#满洲国$官僚培养学校大同学院同窗会是如

何以共同的满洲经历
!

中心构建集体认同感的&另外!林志宏以大同学院校

友台湾人梁肃戎
!

个案!论述满洲生活的经历对其在日台关史上
7

生的重

要影响&森巧的,

w

後日本社会BCDA中国
}

国者GUVA记忆EF>

y

容%中国
}

国者>会E铃木则子G中心B .',围绕战後日本社会中中国归

国者的记忆及其变容%以中国归国者会与铃木则子
!

中心.(一文!关注不属

於任何组织"以个人身份被遣返回日本的群体'自称
!

#中国归国者$(&本

文围绕中国归国者会会长铃木则子的生涯展开!该会不仅促进#归国者$们

互相帮助!还积极开展中日友好交流等活动!共享记忆的同时不断向社会输

出新的#中国观$&

本书除了以上论文之外!还在各部份附加专栏!对於理解满洲记忆补充

更多样的视角&尹国花的,间岛中学校出身日本人>访中E访韩.',间岛

中学出身日本人的访中与访韩.(一文探讨在中日韩间跨境流动的日本人的

记忆特点&本岛和人,

t

蒙开拓
~

#集
~

自
G

$>语KE #沈
�

$%久保田

谏RWE>出会T .',满蒙开拓团#集体自
G

$的讲述与#沉默$%与久

保田谏先生的相遇.(一文讲述经历过战後满洲移民集体自
G

事件的一位日

本人的战後人生体验&安冈健一,OA自分史BJXA

t

洲>记忆E地域史

��

$+$

,

-

.

/



研究>可能性.',一个个人史所见的满洲的记忆与地域史研究的可能性.(

一文旨在挖掘个人史"家庭史的丰富性!进而发挥其对於所在地域历史研究

的重要价值&甲贺真广 ,OA牧师国际移动E教会Y

Z

[\

�

]%^_`

a-

t

洲-日本.',一位牧师的国际活动轨?与教会网络%美国"满洲"

日本.(一文讲述一位日本牧师家庭跨地域的生活经历!这段记忆对於基督

教史和移民史的研究也颇有价值&最後!安藤恭子在 ,_b

c

^

�

者dJ

S

t

洲.',媒体工作者所见的满洲.(一文中指出!作
!

一名报导记者应

肩负起关注和报导遣返者的责任!

!

这些曾遭遇苦难的人们发声&

有关遣返者'日语% #引扬者$(群体的研究!中国学界给予的关注向

来不多&日本学界也是近年才开始展开深入研究!其中兰信三从社会中人的

流动'兰信三编!*帝国崩
�

EeE>再移动%引扬f"送还"FLM残留+

东京%勉诚出版!"#$$年("坂部晶子从记忆多层性的角度'*#

t

洲$

�

�

>社会学%植民地>记忆>HSg +!京都%世界思想社!"##*年(展开

研究&在美国学界!玉野井麻利子OF?G?BH4-?34TH9K+B"$7K&?-F;*+2)&)+

&%3 K&%6*#$.& .% A"-)G&$!&?&%ME>*>%&%&L-*:A(69:5< >DE7K7::N6(99M"##0;和

华乐瑞3+>6:0755M,*+% =B?.$+1"B+-5"B+F<+?&)$.&)."% &%3 <+.%)+/$&)."% .%

A"-)G&$!&?&%M47=B6:)$(LE76A76) -*:A(69:5< 89:74(*5(6M"#$#;都关注政

治"种族"性
(

等因素与记忆形成的关!指出满洲记忆中所包含的 #帝

国$要素与战後日本重建单一民族国家的需求的突&前者加入相关中国平

民'收养日本孤儿的家庭等(的记忆!提供对照的视角)後者的研究则探讨

战後文学"歌曲等艺术作品中的遣返者形象&

在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书具备的学术意义至少可以概括
!

以下三点%

第一!通过对个体的满洲记忆及其战後生活的连贯考察!从微观视角呈

现遣返者记忆的多样性&本书通过丰富的个案研究!展现公司职员"商人"

军人"学生等不同群体的满洲记忆!同时也关注因性
(

"民族或社会身份等

而被忽视的边缘群体的记忆&微观视角细化遣返者群体
$

部的差?!打破过

去研究中遣返者的满洲记忆多
!

#悲惨$" #苦难$的印象!生动呈现出陷

於#加害$与#被害$双重身份困境中的人们记忆的多样性&本书的研究无

疑是对该时期宏大历史
T

述的深入展开&

第二!呈现战後日本社会的满洲记忆如何被不断重塑的杂过程&本书

的个案
#

明战後日本社会的满洲记忆?非单纯的个体记忆!在因#加害者$

的身份被政府有意忽视或被社会舆论否定时!部份遣返者通过不断调整共同

记忆的表述方式!与主流记忆对抗!以确立其自身的价值&此外!这种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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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不仅体现在同代人身上!还体现在代际交替中&例如!大连遣返日侨二

代对於满洲记忆多表现
!

乡愁3*>957%$:7;!且这种记忆的背後暗含着对父辈

们在满洲所做的#建设$感到自豪的情感'佐藤仁史文()八洲会会员间传

承的#义勇队精神$虽然被抽象
!

集体记忆的标?!但在代际更迭中!两代

会员分
(

基於各自不同的满洲体验对该精神的
$

涵作出不尽相同的诠释'大

石茜文(&总之!随着主体"社会环境"表述目的等因素的变化!记忆在传

承的过程也不断地经历着重塑&而探讨记忆重塑的原因!正是深入理解历史

的关键&

第三!本书搜集和运用大量收藏於个人或民间组织'同窗会等(的珍贵

史料!其中尤以会报
!

主要形式&正如佐藤量在序章中所
6

调的!会报是一

种主观性很
6

的史料!需要结合时代背景弄清作者意图才能做出正确的解

读&本书的个案研究皆践行这一方法!

!

如何利用会报这种史料进行记忆研

究提供可参考的范本&

在讨论本书的学术价值後!本人认
!

以下两个角度似仍有深入探讨的馀地&

第一!对於第
S

部份#边缘的记忆$中#边缘$的理解&该部份所涉及

的个案研究中!有人数极少的曾在大同学院学习的台湾人'林志宏文(!也

有以个人身份处在社会底层的群体'森巧文(&而?据较优社会资源的都市

女学生'佐藤量文(是否可以作
!

边缘群体看待则有待商榷&这便涉及到一

个问题!即本身作
!

社会边缘群体的遣返者
$

部!是否进一步存在#中心$

与#边缘$的地位区
(

&如若存在!其导致的话语权的不平等是否对#满洲

记忆$的整体表述造成影响0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二!有关记忆与遗忘的两面性&本书从遣返者的视角!探讨满洲记忆

如何被保存下来!进而影响他们在战後的生活!?指出这种记忆在战後遭到

冷落和遗忘的际遇&本人认
!

这种遗忘从反面
#

明战後日本社会对於集体记

忆存在一个选择与重建的过程&例如!玉野井麻利子指出中日恢复邦交後出

现以重?遣返路瞃
!

主题的旅?业3=(=>6< :*)&956< (!而这种旅?不仅表达

一种#乡愁$!更用这种#乡愁$的记忆取代日本帝国侵略满洲的记忆&那

)

在类似的记忆重建的过程中!主流的集体记忆如何与满洲遣返者的集体记

忆发生突!两者又是如何各自变化"共存至今的呢0对於这些问题的探

讨!或许有利於加深对满洲记忆与战後日本社会之间的错杂关的理解&

辛孟轲

一桥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研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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