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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30-40年代的日中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
1936年，日本作家鹿地亘来到中国，他在上海受到鲁迅等中国人的影响，决心走进中国抗日战争的阵
营，并开始公开发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文章。
1938年在中国第二次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背景下，鹿地亘受到中国国民政府的聘请，作为顾问参加军
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对敌宣传工作。
期间，鹿地亘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人的帮助下，开始对日本战俘进行反战教育和训练。
1939年和1940年，鹿地亘分别在桂林和重庆组织觉醒日俘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 （以下简称
“反战同盟”）。
在对广大日俘进行反战教育的同时，他还组织了“反战同盟工作队”，并亲自率领工作队赶赴前线，
对日军进行宣传工作，收到很大成效。
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反战同盟”被解散。
然而，鹿地亘和“反战同盟”的活动，已经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和肯定，在中国友人和国际社会的
支持帮助下，鹿地亘等人继续在华展开反战活动，直至战争结束。
     本文主要叙述和分析鹿地亘在日中战争前、中、后三个时期的反战思想和反战活动，并阐发其对日
中两国及日中关系带来的影响。
战前部分自1903年鹿地亘出生至1935年，这是第一章。
这部分主要分析鹿地亘反战思想的渊源和形成过程。
战中部分自鹿地亘来华的1936年至1946年，包括第二、三、四章。
战中部分主要分析鹿地亘在华的反战活动及其给中国和日本社会带去的影响。
第二章主要论述鹿地亘来华后，与中国友人的交往和鹿地亘受到的影响。
第三章主要通过分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及第三厅的组织系统，来论述鹿地亘对教育日本人俘
虏、组织“反战同盟”的看法。
第四章主要介绍鹿地亘在桂林和重庆组织觉醒日俘成立的“反战同盟”。
战后部分自鹿地亘回到日本的1946年至1982年，即是第五章。
这部分主要分析鹿地亘回到日本后进行的反战活动和日中友好活动。
     本文注重利用第一手史料，除大量使用日本和中国大陆、台湾以及美国的档案材料外，还利用了鹿
地亘从中国带回日本的资料，即1995年整理编集的《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资料》。
此外，笔者幸运地找到原第三厅部分人员以及与鹿地亘有关人员——包括4名中国人和5名日本人，并
对他们作了口述记录，本文试着将其作为重要补充资料并加以使用。
     日中两国学者对日中战争的研究成果虽然很多，但是对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研究还比较少。
特别是对其领导人日本著名作家鹿地亘的研究更是薄弱，至今尚无全面深入的研究成果。
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鹿地亘的反战思想和反战活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而且在当前日中关系形势下，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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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鹿地亘反战思想的形成　　第二节 鹿地亘反战思想的初步形成　　在父亲严厉的家庭教
育下，少年时代的鹿地亘“刻苦学习”，先后毕业于福冈县的小仓中学（现在的福冈县北九州市小仓
北高中）和鹿儿岛的第七高等学校。
1924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系日本文学专业学习，专攻江户文学。
据濑口允子女士说，鹿地亘的毕业论文是《江户时代的文学——近松与歌舞伎》。
大学二年级时。
他参加了“东京大学新人会”（以下简称“东大新人会”），这是宫崎龙介等东京大学的学生们
于1918年与东京大学教授吉野作造一起为研究和普及社会民主主义而创办的。
大学时代的鹿地亘与前辈和同级生们，在宫崎滔天为“东大新人会”作为办事处而提供的家中（中国
革命家黄兴的旧宅）与友人们一起畅谈文学，探讨日本社会改革问题，并最终踏上了支援工人运动的
征程。
鹿地亘的同乡兼前辈宫崎龙介也是从“东大新人会”出发投身到工人运动中去的。
日中战争期间，他挺身参加了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运动，比如为了寻求停战的出路，他曾冒着生命危
险去见蒋介石。
此后鹿地亘与同乡的前辈宫崎龙介一样，也走上了反对日中战争的道路。
但两人不同之处在于，鹿地亘只身前往中国，在中国组织“日本人反战同盟”，与中国朋友们并肩作
战，抗击日本侵略中国。
　　是什么思想促使在富裕的家庭中无拘无束地长大的鹿地亘投身于反对“天皇战争”这样极端的行
动中去的呢？
　　在第二节中，将以日本的社会状况以及出于此环境下的鹿地亘的言论为中心，按时间顺序来分析
他的反战思想的形成过程，尤其是他青年时代反战思想的形成过程。
青年时代的鹿地亘在日本的活动轨跻与他后来在中国所走的道路有非常相似的地方。
　　如上所述，笔者讲述了鹿地亘故乡九州的地理条件，也就是在日本离中国最近、与中国交往历史
悠久的地理环境是否对鹿地亘的中国观产生了影响，并讲述了鹿地亘拥有身为汉学家的父亲，这样的
家庭环境和父亲对他的教育影响了他的思想。
　　那么，初中、高中、大学与青年时代，感情丰富的鹿地亘又是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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