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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俄战争后,日本创建殖民统治机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 “满铁”是以经营铁路

为主的国家控股公司,经营业务涉及众多经济领域,其中包括交通运输和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旅馆业。 大

和旅馆是“满铁”经营旅馆行业的典型代表,最具代表性的是分布于铁路沿线重镇大连、旅顺、长春、奉天、
哈尔滨等的七座旅馆。 大和旅馆以服务于日本侵略为目的,是承担特殊任务的情报机关,见证“九·一八”
事变“伪满洲国”成立等众多重要历史事件。 “满铁”不计成本经营大和旅馆,将其作为重要据点,密谋策

划侵略战争,实施对我国东北地区的殖民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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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俄战争是 1904 年至 1905 年日本和沙皇俄国

为争夺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而进行的战争。 日本

获胜后,加紧了对中国和朝鲜的侵略。 “满铁”是日

本效仿英国东印度公司而建立的殖民统治机关,替
日本政府经营侵占的中国东北地区,“经营业务大

旨分为铁道(仓库及工场包括在内)、海运、港湾、矿
山、制铁、电气、旅馆及地方事业八项” [1]51,旅馆业

是其经营业务之一。 “满铁”起初建设的大和旅馆

多在较为发达的大城市,随着侵略战争不断深入,
在占领区许多地方都建设起大和旅馆,这时不只在

大城市,而是有全覆盖的趋势。 “论旅馆,则铁路沿

线主要地方,皆有大和旅馆” [1]52。 本文主要讨论

“满铁”在大连、旅顺、长春、奉天、哈尔滨等大城市

建立的大和旅馆,这些城市的大和旅馆较其他地区

更为典型。 大和旅馆表面上看是“满铁”开办的旅

馆,但实际充当着秘密情报机关角色。 近年来,关
于研究“满铁”直接侵略我国东北地区的成果颇丰,
例如铁路、公路,水运等水陆交通业和煤、铁等重工

业方面,而对于侧面、间接反映侵略的领域相关研

究还不够深入。 通过研究“满铁”经营的大和旅馆,
可以从一个新角度反映出日本对我国东北地区的

殖民侵略。
一、大和旅馆建立及“满铁”的经营与管理

阪谷芳朗男爵认为“在新开辟地区,有设立旅

馆的必要”。 根据他的主张,满铁命令书第 3 号中

规定:“在主要车站上,为了旅客的食宿及货物的贮

藏,应建设各项之必要设备。” [2]66 对此,“满铁” 总

裁后藤新平持坚决支持的态度。 在“满洲”这个新

开发区域,要想在各方面有所发展,旅馆这个重要

设施是必不可少的。 “满铁”自开业起,即在主要车

站建立各种设施以方便旅客饮食等,并着手建造旅

馆[2]67。 “满铁”总社位于大连,在新京设有支社,奉
天、吉林、哈尔滨等地设有事务所。 “满铁” 势力集

中之处,均有规模较大、等级较高、设施较为完备的

大和旅馆。
“满铁”使用大和旅馆的名称经营旅馆业始自

1907 年 8 月,大连大和旅馆开始营业,附设洗衣部、
理发部和马车部,以给旅客提供方便[2]67。 1909 年,
“满铁”在大连市中心着手修建大和旅馆。 大连大

和旅馆是近代文艺复兴式宏大建筑,面积为 660 坪,
有 115 间客房,于 1914 年新建落成,同年 8 月开始

营业。 该旅馆内部设施均选用当时世界上最优质

的材料,不计成本,主体建筑共有四层,部分房间内

配有专门的浴室和卫生间。 1910 年 8 月,在大连郊

外风景明媚的星浦海岸开设大和旅馆和别馆[3] 。
星浦是大连市重要的娱乐场所,每年来自“满洲”及

中国内地的避暑人士日益增多,星浦大和旅馆作为

高级旅馆承担着接待旅客食宿的任务。 星浦大和

旅馆与大连大和旅馆之间每小时均有免费接送往

返的公共汽车,以供往来之便[4]515。 1908 年 3 月,旅
顺大和旅馆开始营业。 从 1907 年起,“满铁” 于长

春投资 26 万余元着手新建旅馆,在落成之前,1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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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暂以会社俱乐部作旅馆开业,1910 年 2 月

占地 400 坪的长春大和旅馆落成。 1910 年,在奉天

利用车站建筑的一部分建成车站旅馆。 同年 10 月,
奉天大和旅馆开始营业[2]67。 1918 年 6 月,旅顺黄

金台开始营业,旅馆内设施完备。 大和旅馆主要分

为欧式风格房间和美式风格房间,普遍为一人一室

和二人一室的房间,少部分旅馆内有三人一室的房

间。 旅馆在早午晚提供西式和日式餐食,部分旅馆仅

提供西式餐食,其费用较日式餐食的费用高[4]512-543。
1907 年至 1931 年间“满铁”兴建的大和旅馆内

客房数目统计如下①:
表 1　 “满铁”大和旅馆客房数　 　 　 单位:间

年度
旅馆名称

大连 星浦 旅顺 奉天 长春

营业开始日期 1907. 8. 1 1910. 9. 19 1908. 3. 22 1910. 10. 1 1908. 10. 1

1907 13 — 14 — —

1908 19 — 14 — 10

1909 47 — 15 12 25

1910 47 18 15 12 25

1911 48 14 15 12 25

1912 48 14 12 12 25

1913 49 14 15 19 25

1914 100 14 15 19 25

1915 100 14 15 19 25

1916 100 14 15 19 31

1917 100 14 15 21 30

1918 100 15 15 24 31

1919 100 15 15 24 30

1920 100 15 15 24 26

1921 100 15 15 24 26

1922 100 15 15 30 26

1923 100 15 15 30 26

1924 100 15 15 30 26

1925 100 15 15 30 26

1926 100 20 15 30 26

1927 100 20 15 30 26

∗1927 100 20 15 30 26

∗1928 100 20 15 30 26

∗1929 100 49 14 71 26

∗1930 100 49 14 71 26

1931 96 49 14 71 26

　 　 注:∗号表示年度末当时数

从上表可知,建立之初,各地大和旅馆的客房

数目较少。 随着“满铁”在附属地内各项事业的不

断发展,扩建并改造了大和旅馆,使客房数目逐渐

增多。 “满铁”通过在附属地内兴建符合欧美人审

美及生活习惯的大和旅馆,吸引各国各地的人来到

“满洲”,以带动各项事业发展。
旅馆业的营业及监督,起初是由“满铁”运输部

营业课旅馆系负责,1920 年 7 月改革机构,另设旅

馆事务所,置专任所长,以进行统一经营。 此后,旅
馆业的管理和监督权经过几次变迁,又划归铁道部

旅客课掌管。 1927 年,考虑到旅馆的特殊性,认为

单独经营能够站在自由的立场上更好地开展营业,
乃创设南满洲旅馆株式会社,资本金 800 万元,全部

由“满铁”本社出资。 从 1928 年初起,开始经营旅

馆、餐车及其他附属业务。 随着形势的变化,旅馆

业同铁道事业的关系愈发密切,产生了与铁路事业

统一经营以促进其发展的必要性。 于是在 1931 年

4 月“满铁”收回旅馆业的经营和监督权,新设旅馆

事务所统辖有关业务[2]68。 除了设置专门的管理机

构,1935 年“伪满洲国”制定《旅店取缔规则》,其中

涉及旅馆经营性质与范围、经营人资格、建筑设施、
从业人员行为及旅店的社会责任等基本内容[5] 。

日本为推行“大陆政策”,采取多种侵略方式将

我国东北变为支援侵略战争的大本营,经济侵略是

“满铁”最为突出的侵略形式之一,主要表现为在附

属地内开设大量企业,利用东北的丰富自然资源和

廉价劳动力获取高额利润,从而支援日本继续扩大

侵略战争。 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与在华外侨有着密

切关系,1914 年 80%的旅华日侨都在东北,该地区

的企业投资占日本在华投资总额的 70%[6] 。 为了

进一步吸引日侨、欧美人来到东北投资,“满铁”必

须且有义务完善相应配套设施,以服务于侵略目

的。 旅馆是提供食宿的重要场所,富商巨贾尤为重

视高级旅馆。 大和旅馆彰显出日本在东北的实力,
吸引日本国内乃至欧美人士到日本占领的东北地

区进行投资、创办工厂和开展商业贸易活动[7] 。
二、大和旅馆内发生的重大事件

旅顺大和旅馆原为俄占时期沙俄驻军司令部

首席通译官俄籍华裔纪凤台建造的私宅,1906 年

“满铁”将其收入囊中,成为其名下带有浓厚的情报

机关性质的大和旅馆。 出入旅顺大和旅馆的多为

日军军官和“满铁”高级职员,以及少数有背景的中

国人,其中包括一些妄图复辟的前清遗老[8] 。 1912
年,满清贵族兼重臣、女间谍川岛芳子生父善耆在

—690—

2022 年 3 月上半月刊(总第 158 期) 历史



川岛浪速等人的怂恿下来到旅顺,以大和旅馆为据

点,进行复辟清室和分裂祖国的活动,先后发起两

次“满蒙独立运动” ②。 1931 年,日本关东军为建立

伪政权,将溥仪秘密送到旅顺入住大和旅馆。 溥仪

在回忆录中描述“整个楼上(二楼)房间全部都包占

下来,划定为自我(溥仪)以次的这帮原班人马专门

使用” [9] 。 实际上,溥仪是被关东军囚禁在旅顺大

和旅馆的二楼。 1932 年始,郑孝胥与罗振玉和板垣

征四郎等人就成立伪国家等事宜在大和旅馆内进

行商谈,最终溥仪在日本人的胁迫之下,接受日方

提出建立“满洲国” 等一系列要求。 为了使“满洲

国”建立看起来“合情合理”,确保溥仪再度出山在

舆论上是“民心所向”,关东军先后两次授意汉奸组

织到旅顺向溥仪请愿,溥仪在大和旅馆宴请前来请

愿的各位“推戴使”,以示慰劳,随即溥仪等人离开

旅顺大和旅馆到新京上任。 可以说,旅顺大和旅馆

是“伪满洲国政权诞生的‘产房’” [8] 。
长春大和旅馆曾是长春建成时间最早、内部最

先进的近代旅馆建筑,被称为“ 满铁” 的“ 面子工

程”。 该旅馆建筑面积不足 2000 平方米,却投资

377251 日元,这在长春各类建筑工程中堪称天价,
即使在当时日本国内也不多见[10] 。 长春大和旅馆

在当时“是可以和东京的帝国旅馆相媲美的高级旅

馆”,入住其中绝非易事。 曾经在长春生活过的日

本老人栗原忠道回忆:“在这里住宿的都是政府要

员和关东军的高级军官、大公司的董事等知名人

士,因此他们的名字都要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登出

来。” [11] 1932 年为准备建立“满洲国”,日本关东军

司令部迁到长春,由于当时司令部尚未修建完成,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和他的高级幕僚等均住在大

和旅馆。 此后,接替本庄繁出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武

藤信义,依然将大和旅馆作为住处。 武藤信义和他

的幕僚们在大和旅馆内密谋设计,于 1932 年 9 月 15
日,迫使郑孝胥签署了全面出卖中国东北主权的

《日满议定书》 ③。 1936 年,植田谦吉上任关东军司

令官后,也选择入住大和旅馆。 前后三任关东军司

令官都以大和旅馆为据点,密谋策划侵略战争。
1932 年,以李顿为团长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到东北调

查,到达长春后停留一周,主要成员住在大和旅馆,
其他成员住在名古屋旅馆。 期间,他们与“伪满洲

国”及日方代表在大和旅馆内接触商谈。

奉天大和旅馆是当时奉天城内最大、最豪华的

旅馆,是专门用来接待日本上层人物的场所,如日

本国内的军政要人和达官显贵、“满铁” 及军方首

脑[12] 。 1931 年,日本关东军在奉天大和旅馆密谋

发动“九·一八”事变。 事变前夕,板垣征四郎和石

原莞尔等人每周在奉天大和旅馆至少秘密集会两

次。 在此期间,关东军参谋们制定的作战计划有

《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1929 年 7 月)、《关于满

蒙占领地统治的研究》 (1930 年 9 月)、《处理满蒙

问题方案》 (1931 年 5 月)等④,这些计划和研究都

特别强调了“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自行决定占领

满蒙之决心” [13] 。 “九·一八”事变发生当晚,板垣

征四郎将奉天大和旅馆作为临时指挥所,以关东军

司令官的名义发布进攻命令。 为筹划建立傀儡政

权“满洲国”,关东军召中西敏宽到奉天拟订“新国

家”意见书。 据中西敏宽回忆,他在奉天大和旅馆

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和升巴仓吉两个人彻夜不眠草

拟意见书。 关于这份意见书,中西敏宽认为“从结

果来看,我们认为的满洲国诞生过程大致符合我们

的意见” [14] 。 1932 年 2 月,关东军在奉天大和旅馆

内组织召开“伪满洲国建国会议”,会中提出东北四

省独立、以溥仪为元首建立“新国家”、与南京国民

政府脱离关系等事务,为“满洲国”成立提供依据。
李香兰作为“伪满洲国”宣抚工作的重要人物,奉天

大和旅馆是她的发迹地。 在奉天大和旅馆举办的

音乐会上,从小生活在中国的日本少女山口淑子因

美妙歌声和靓丽形象引起日本奉天放送局注意,此
后她被包装成中国少女李香兰,成为“伪满洲国民

偶像”。 李香兰在《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中国传统歌

曲,在“满映”推出的一系列“国策电影”中扮演中国

姑娘,帮助日本在“满洲国”宣传“日满亲善、五族协

和”理念,以掩饰侵略意图。
三、大和旅馆的性质和作用

1919 年,后藤新平游历欧美时,面对询问和质

疑日本是否企图独占“满洲”,他宣称:“我当上满铁

总裁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沿线各城市建造旅

馆。 若单是为了日本人,自然不需要这样的设备,
这主要是为了欧美人。 就是说,我们希望有很多欧

美人来满洲,同我们一道开发这一新天地。” [2]67 建

立大和旅馆是为缓和与欧美之间的关系,标榜“开

放满洲”的一种手段。 大和旅馆的“大和”二字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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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固有国名,满铁总裁后藤新平取此名的目的是

为让外国旅客加深对日本的印象,借以弘扬日本的

精神和文化,突出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3] 。 除

了在旅馆名称上花心思,旅馆的牌匾上也放弃使用

日文,皆使用英文“ Yamato
 

Hotel”。 建造大和旅馆,
其政治性远高于经济性,是麻痹欧美国家的一种方

式,为了掩盖日本妄图独占东北的野心。
后藤新平在《满洲经营策梗概》 中公然声称:

“战后满洲经营唯一要诀在于:表面上经营铁路,背
地里百般设施。”后藤新平正式就任满铁总裁后,此
主张升级为“以王道之旗行霸道之实” 的“文装武

备”殖民侵略理论。 所谓“文装武备”之中心,当然

在于广义的经济发展,但不局限于经济方面[15] 。 不

仅仅是满铁,如果满洲本身不全面发达和拥有经济

实力,就谈不上完成经济方面的“文装武备”。 后藤

新平提倡“建成广义的文化社会”,将日本的大陆政

策贯彻到全满洲民众的生活当中。 大和旅馆作为

“满铁”经营旅馆业的典型代表,在经济乃至文化领

域都承担着重要责任。 “满铁”自创业以来不顾巨

额开支,倾其全力于“满洲”开发。 旅馆业是“满铁”
经营的附属事业,与其他营利的附属事业不同,旅
馆业在长期经营中属于非营利事业。 征诸历来各

旅馆的营业成绩,每年都亏损四五万元[2]68。
表 2　 1927 年至 1935 年“满铁”经营下的旅馆营业收支情况⑤

年度 收入(日元) 支出(日元) 损(△)益

1927 年 1000860 1264944 △264084

1928 年

1929 年

1930 年

1931 年 1303095 1399852 △96757

1932 年 1837440 1925652 △88211

1933 年 2536151 2549987 △13836

1934 年 2896590 2868332 28259

1935 年 3215464 3159427 56037

　 　 从表 2 可知,1931 年后旅馆营业的收入和支出

数额明显增加。 有记载的六年中,仅有两年呈盈余

状态。 可见,“满铁”在“满洲”经营旅馆,不是为了

经济效益,更多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量。 “满铁”经

营旅馆业一直承担着亏损,但并未计较盈亏,不仅

坚持经营旅馆业,还不断扩大旅馆业规模、增加附

属地内旅馆数量。

建设大和旅馆既向来往的旅客宣布其对“满

洲”的“主权”,又对“满洲国”内的人民宣扬了日本

“大和精神”,妄图使东北人民接受日本控制之下的

“满洲国”。 采用欧式风格装潢的大和旅馆内,既迎

合欧美需求以掩盖其想要独占“满洲国”的野心,又
企图麻痹东北人民,削弱他们的反抗斗志。 建立大

和旅馆是“满铁”为服务于侵略战争,为发展交通运

输业以扩大侵略范围,为发展附属地内城市配套服

务设施以鼓励日本国内移民,实现占领东北进而占

领中国的侵略野心。
四、结语

三大臣命令书中规定:“‘满铁’从政府手接管

的或购进以及交换等得到的土地建筑物全部作为

‘满铁’财产的一部分” [16] ,大和旅馆自然也是“满

铁”的私有财产。 “满铁”作为一个以商业行为为手

段,以国家利益为目的的特殊集团,在东北实行垄

断经营,旅馆业也在控制范围之内。 “满铁”经营下

的旅馆,不仅是提供住宿和其他服务的商业性建筑

设施与机构,更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殖民统治的

秘密机关。 日本侵略者将大和旅馆作为据点,研究

如何进一步进行侵略战争、蚕食中国领土,这一个

个特殊据点覆盖在“满铁”控制的铁路沿线和附属

地内重镇,形成一个独特侵略网络,使“满铁”势力

以特殊形式控制占领区。 大和旅馆是日本帝国主

义在中国东北进行政治、经济,军事等侵略活动的

重要场所,以独特方式参与侵略战争。

注　 释:
①图表参考自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昭和十六年度统计年

报》,第 222-226 页。
②1911 至 1916 年间,川岛浪速和肃亲王善耆先后发动两次所谓

“满蒙独立运动”,这是一场旨在分裂中国的阴谋活动,后因日

本对华政策的变化,失去日本政府的支持而以失败告终。
③1932 年 9 月 15 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出卖中国东北地

区主权的非法议定书。 该伪议定的签订,使日本自日俄战争

以来,攫取中国东北权益的企图得以实现,表明东北完全被

纳入日本的统治范围。
④这一时期“满蒙问题”成为日本推进“大陆政策”的焦点,日

军制定对沈阳(奉天)、锦州、弓长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

尔、洮南、长春等要地的攻防要案,详尽地制定了日军进攻东

北的战略目标、作战计划、开战办法及政略措施等。
⑤图表参考自松本丰三:《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三十年略史》,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7 年,第 7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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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犹主义及其对以色列建国的影响

马于然

摘要:将犹太民族整体作为憎恨对象的反犹主义,是历史上一种分布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人间仇恨

行为。 反犹主义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出现,古代基督教与犹太教之间的神学冲突为反犹主义奠定了文

化根源。 中世纪以后,欧洲基督教世界对犹太人大肆驱逐、无端诽谤以及日益加剧的经济剥削,极大加剧

了两者的矛盾。 近现代以来,欧洲基督教反犹主义与种族主义一拍即合,对犹太人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宗族

灭绝式大屠杀。 面对民族危机,一些犹太知识分子开始对本民族命运进行反思与呼吁,进而产生犹太复国

主义,最终推动以色列建立。
关键词:犹太教;反犹主义;以色列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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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近 2000 年的流散生涯,犹太人在 1948 年

创立了自己的民族国家———以色列。 以色列建国

是各种矛盾斗争的结果。 究其根源,犹太教与其后

产生的反犹主义是推动以色列建国最根本的原因。
犹太教是犹太人民苦难时期的精神寄托,也是维系

犹太人民生存、发展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犹太人

几千年来受到迫害、驱逐等不公平待遇的根源。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有很多关于犹太教与反犹

主义的著作和相关论文,对反犹主义的原因、类型、
犹太复国主义以及以色列建国均有一定程度的研

究。 徐新的《反犹主义解析》介绍了欧洲基督教世

界反犹主义的产生。 英国作者沃尔特·拉克的《犹

太复国主义史》主要描述了犹太复国主义的产生和

发展。 徐新的《论中世纪犹太民族的客民身份及其

影响———中世纪反犹主义探源之一》从犹太教与基

督教矛盾冲突中剖析反犹主义的产生。 张琼的《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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