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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本研究相关的论文主要有: 张劲松: 《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述略》，《日本研究》，2001 年第 4 期; 米彦军: 《日本特高课

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10 年第 2 期; 付红红: 《日本情报工作历史考察》，《西安政治学院院报》，2015 年第 4 期; 周浩、刘

强: 《日本情报文化: 源流、特质与影响》，《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7 年第 1 期等。

② 本文所使用的吉林省档案馆藏“思想对策”档案，较为全面地记录了“思想对策”实施下的各种活动。选择运用这部分档案来考察关

东宪兵队特务系统针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实施的情报搜集活动，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一是档案的原始性，“思想对策”档案是关东宪兵

队特务系统自身所记录的，对考察其情报搜集主体、手段、内容及影响等都是一手资料; 二是档案的稀缺性，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针对中国

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实施的情报搜集活动基本上是秘密进行的，现存的中方史料不足，有关其手段、内容等方面的记录缺乏系统性与全面性，

而这部分档案则能够填补此方面空白。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日伪档案是殖民侵略者所记录的文件，其中不乏诋毁中国军民、夸大自方战绩

的记录，因此本文在引用中会注重与中方史料进行比照求证，以期较为全面、正确地反映这段历史。

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
在东北沦陷区实施的情报搜集活动

———以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情报搜集活动为中心

戴 宇1 ，柳泽宇2

( 1.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中心; 2. 吉林大学 东北亚研究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 要: 1935 年秋季，关东军出台“思想对策”，并指定由关东宪兵队统制实施。由此，关东宪兵队特务

系统建立。该特务系统使用多种手段搜集各方情报，尤以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为重点目标。关东宪兵队特务

系统针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情报搜集活动，一方面，使关东宪兵队基本掌握了不同活动区域的中国共产

党东北党组织的情况，另一方面为关东宪兵队实施集中逮捕和武力“大讨伐”等镇压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对中

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关东宪兵队的情报搜集等活动并不能击垮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中

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所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斗争最终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关键词: 关东宪兵队; 特务系统; 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 “思想对策”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殖民统治者在东北沦陷区内的情报搜集活动颇为猖獗。1935 年 8 月“思

想对策”出台后，关东宪兵队组建了由其统制的特务系统，猖狂地指挥日伪宪警进行情报搜集等特

务活动，而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便是其重要目标之一。
目前学界关于关东军系统的情报搜集活动，主要探讨的是奉天特务机关、哈尔滨特务机关、保

安局所从事的特务活动，而有关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活动尤其是其针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

情报搜集活动，则罕见相关研究成果。① 而对此进行研究，不仅能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

罪行，还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所领导的抗日斗争。基于此，本文将在解

读吉林省档案馆藏“思想对策”档案的基础上，② 结合中方相关资料，论述分析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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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及其针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所进行的情报搜集活动的主要内容、手段和破坏性等。

一、“思想对策”的实施与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建立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暴露出独占中国的野心。1935 年开始策划“华北自治”，企图将华北五

省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辖之下分离出来。① 为实现其侵略野心，日本将伪满洲国作为其“大本营”，

迫切需要保证伪满洲国治安的“稳定性”。从 1935 年秋季开始，通过军事“讨伐”与政治镇压相结合

的方式，日本在伪满洲国推行“治安肃正”，出台“思想对策”，以“彻底普及‘满洲国’王道政策”②

的名义构建思想领域的防卫机制，对共产主义等“有害思想”进行监控与镇压，同时对普通民众实施

思想控制。为有效地推动“思想对策”的实施，关东军给予关东宪兵队指挥其他警务机关的权力，关

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组建有了权力支撑。
关东宪兵队获取指挥其他警务机关的权力后，在伪满洲国各地设立以日本宪兵为中心的“警务

联络委员会”，这是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最初形式。这个特务系统的组建几乎将所有日伪宪警都

聚集在关东宪兵队的周围，“彼此相互协助，彻底消灭潜入地下的在‘满’共产党”。③ “中央警务联

络委员会”委员长由关东宪兵队司令官( 时为东条英机) 担任，各地委员长由宪兵队长、分队长、分

遣队长、分驻所长分别担任。在各级委员会中，日本宪兵是实际联络者。
“警务联络委员会”成立半年后，关东宪兵队开始筹划将统制权更为稳固的“警务统制委员会”

作为其特务系统的新形式。1936 年 4 月 1 日，“警务联络委员会”改称“警务统制委员会”，关东宪

兵队得以“合法”地控制各地各级宪警与行政机关。对此，1936 年 5 月 16 日，东条英机称，“警务

联络委员会”在执行“思想对策”过程中所发挥的联络作用“尚未达到期望的水平”，有必要“进一步

加强统制力度”。④

在这个特务系统中，关东宪兵队起到了“大本营”的作用。为此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于 1935 年 8
月对内部设置进行了调整，下设总务、警务二部，警务部下设第二、第三两个课。各地宪兵队本部

设特高课，各地宪兵分队、分遣队设“特高系”。1940 年 5 月，关东宪兵队组建了一支特殊宪兵队，

即“思想宪兵队”。“思想宪兵队”在新京、奉天、大连、锦州、哈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设有 7
支分队，实际上就是“统一的侦察网”，一方面“加强‘满洲’的思想防卫”，另一方面“确立将来战争

发生时的思想、情报、宣传、谋略之基础”。⑤

此外，在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中最为“活跃”的是“特务警察”。1936 年 4 月，关东宪兵队司令

部提出，警察机构要利用广泛、密集的监控网，“经常搜集‘匪’情，为‘满’军警行动提供依据”。⑥

1937 年 5 月，伪满洲国“民政部”警务司长大岛陆太郎提出，要扩充强化“特务警察”的力量，以此

对抗不断发展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⑦ 1937 年 7 月，伪满洲国“治安部”下设警务司，警务司下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 修订版) ，解放军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53 页。
( 伪) “蒙政部”: 《康徳二年秋季治安粛正工作二伴ウ思想対策要綱》( 1935 年)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档案号:

J0315 － 0007 － 0808，吉林省档案馆藏。
《宇津木孟雄笔供》( 1956 年 6 月 1 日)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

案资料选编·伪满宪警统治》，中华书局 2001 年版，第 135 页。
( 伪) “中央警務統制委員会”: 《中央警務統制委員会議事要録書類綴》( 1936 年)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档案号:

J0315 － 0007 － 0798，吉林省档案馆藏。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 《思想宪兵队编成要领》( 1940 年 5 月 30 日)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

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宪警统治》，第 228 页。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 《1936 年 4 月至 1939 年 3 月警宪治安肃正计划大纲》( 1936 年 4 月 10 日)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

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宪警统治》，第 66 页。
大岛陆太郎: 《在第五次警务厅长会议上司长的训示》( 1937 年 5 月 2 日) ，( 伪) “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编刊，吉林省公安

厅公安史研究室、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编译: 《满洲国警察史》，内部资料 1990 年版，第 4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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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特务科，“首都警察厅”下设特务科，伪满各省警务厅也下设特务科，各县警务科则下设特务股，

“特务警察”的力量自上而下地得到扩充强化。1937 年 12 月 1 日，在东北的所有外务省警察与关东

局警察均转入伪满洲国警察系统，“特务警察”的力量得到进一步扩充强化，其重点任务亦有所调

整，转为“对民心动向的考查，民众安定的维持以及不法分子的搜查”等方面。① “特务警察”情报搜

集的重要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例如，根据 1943 年伪满洲国“警务总局”特务处特高科汇

总的《特务汇报( 第四号) 》记载，“特务警察”除直接侦察“最近‘满洲党’及抗联‘匪团’”的相关情报

外，还对“民心动向”和“‘国内’邪教秘密结社”的情况等进行侦察，以此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

所争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象进行情报搜集。②

除关东宪兵队与“特务警察”以外，该特务系统还辖有其他日伪宪警机构，并在计划制定、人员

配备、情报报告等方面都呈现出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特点。关东宪兵队依据关东军的治安方针制定

“思想对策”的年度与月度计划，并设置情报搜集目标，要求各地宪兵队“要以本队兵力为骨干，在

始终一贯的方针下由干部施行一元化统制，要建立有组织、有联系、且持久的侦谍组织”。③ 在日

本宪兵的指挥下，“特务警察”等宪警机构共同实施情报搜集和镇压活动。此外，对于情报内容，关

东宪兵队要求“每月月末进行调查，次月 10 日之前必须报告至司令部”。④

关东宪兵队之所以要建立这种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特务系统，主要因为“思想对策”是以共产主义

等“有害思想”为目标设定的一项镇压计划，而在这些“有害思想”下开展的抗日运动都是有组织性

的，且其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因此，必然要求各地日伪宪警达成统一，共享情报。以中国共产党东

北党组织领导的抗日运动发展情况来看，1935 年 7 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实行反法西斯

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政策，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在会上做报告，号召各国共产党“在无

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⑤ 在这种重大策略转变之下，中国共产

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结合中国的现实需求起草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

全体同胞书》( 史称“八一宣言”) ，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⑥ 1936 年 2 月 10 日，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拟定了《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

指出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重大意义，同时决定将东北人民革命军改为

东北抗日联军。2 月 20 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杨靖宇等人的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

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称“我东北抗日联军随时准备参加全体统一之抗日联军军队编组”，并欢迎

东北各反日武装军队参加东北抗日联军。⑦ 同时，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在各阶层与各群体之间广

泛发展抗日组织，这种发展形势让关东宪兵队十分担忧，认为“在‘满’共产党的活动虽然在表面上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 伪) “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司”编刊，吉林省公安厅公安史研究室、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编译: 《满洲国警察史》，

第 306 页。
荻野富士夫: 『特高警察』、岩波書店、2012 年、154 頁。
《関東憲兵隊思想対策服務要綱ノ件》( 1942 年 7 月 24 日) ，関東憲兵隊司令部: 《関東憲兵隊服務令達集》第二巻第十類，

1943 年，第 2 页。
《関東憲兵隊高等警察事務規程制定ノ件》( 1942 年 7 月 24 日) ，関東憲兵隊司令部: 《関東憲兵隊服務令達集》第二巻第九

類，1943 年，第 47 页。
［苏］季米特洛夫: 《关于法西斯的进攻以及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斗争中的任务( 摘录) 》( 1935 年 8

月 2 日)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 《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 17 卷《共产国际、联共( 布) 与

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 1931—1937)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2 － 103 页。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八一宣言) 》( 1935 年 8 月 1 日)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2 页。
《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1936 年 2 月 20 日) ，中央档案馆等编: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46，内部资

料 1990 年版，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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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恢复了平静，但是对其地下秘密活动仍需保持警惕”。① 可见，一个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特务系

统是日本殖民统治者所需要的。

二、针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进行情报搜集活动的主要内容与手段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建立工作非常重视。1921 年至 1923 年，中共北方区

委派遣时任区委及北方劳动组合书记主要负责人的罗章龙前往东北考察工运并筹备党组织的建立工

作。② 1927 年 10 月，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成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在东北地区发展的序

幕。此后，各级党组织进行改组，党团员人数不断增加，截至 1930 年 8 月，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

织已有 2 个市委、1 个特委、4 个县委、8 个特支。此外，中共北满特委下还有 2 个县委和六七个特

支，党员、团员各 1000 人左右，在农村、工厂、学校共设有 180 多个党团支部。③ “九一八”事变

后，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率先号召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参与、指导和援助抗日义勇军

工作，健全党组织，组建红色游击队。1933 年 1 月 26 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出《中央

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 史称“一·二六指示信”) ，提

出了反日斗争是东北党组织的基本革命任务，并要求在东北实施全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策略，④ 这对

指导东北党组织转变斗争策略起了重要作用，为东北地区从土地革命斗争转向反日民族革命斗争提

供了有效的政策契机。⑤ 此后，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组建了东北人民革命军，并与其他抗日武装

组建攻守同盟，开始成为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但是，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政策之间的分

歧使上下层统一战线无法有效融合。⑥ “八一宣言”促进了东北地区抗日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宣言

强调建立包括上层在内的统一战线，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

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⑦ 都

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从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范围。此外，自人民革命军组建之后，

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始终重视军队干部队伍建设，强化纪律性和纯洁性，有效地增强了人民革命

军以及东北抗日联军的向心力、凝聚力，这也是东北党组织不断走向成熟的关键因素之一。⑧

不断走向成熟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成为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情报搜集的重要目标。1936 年
4 月，关东宪兵队将“思想对策”划分为“恒久性思想对策”和“一般性思想对策”，前者任务重点为
“在‘满’共产党”，后者为所有抗日组织。⑨ 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针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进行了

大规模的情报搜集活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 伪) “中央警務統制委員会”: 《中央警務統制委員会議事要録書類綴》( 1936 年)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档案号:

J0315 － 0007 － 0798，吉林省档案馆藏。
高月泽: 《第一个踏遍黑土地的共产党人———罗章龙纪事》，《党史纵横》，1999 年第 4 期，第 16 － 17 页。
《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给中央的报告———关于八月份党、团和群众组织情况》( 1930 年 9 月 9 日) ，中央档案馆等编: 《东北

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5，内部资料 1988 年版，第 297 － 298 页。
《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 1933 年 1 月 26 日)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

组编: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47 页。
东北党组织从土地革命斗争到反日民族革命斗争的转型之路曲折且艰难，“一·二六指示信”只是提供了一个政策契机。

有关此问题，参见刘会军、白路: 《中共东北党组织由“苏维埃运动”到“反日民族革命”转型的路径》，《中共党史研究》，2019 年第

6 期。
参见何志明: 《中共中央、中共代表团与满洲省委: 围绕东北抗日统一战线的多边互动( 1931 － 1936) 》，《抗日战争研究》，

2017 年第 4 期。
《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八一宣言) 》( 1935 年 8 月 1 日) ，中央档案馆编: 《中共中

央文件选集》第 10 册，第 521 － 522 页。
东北党组织主要通过抽调和选拔的方式增加干部数量，并对干部进行系统教育和训练，维护了干部队伍的纪律性和纯洁

性。有关此问题，参见刘会军、武洋: 《东北抗日联军干部队伍建设述论》，《史学集刊》，2019 年第 6 期。
( 伪) “中央警務統制委員会”: 《中央警務統制委員会議事要録書類綴》( 1936 年)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档案号:

J0315 － 0007 － 0798，吉林省档案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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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内容上看，针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实施的情报搜集活动主要是围绕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

织的活动形式进行的。关东宪兵队司令部于 1941 年 6 月 24 日汇编的《思想对策月报》就反映了这一

点。此份月报形成时，日本正积极准备武力扩张与对美战争，“‘满洲’由反苏联的前进阵地变为日

寇南进和‘日美战争’的策源地”。① 在这种情况下，东北党组织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本策略，

以“掌握现有东北抗日联军游击队的领导”“恢复和重新建立各地方党的组织”、发展“城市和乡村的

群众抗日救国运动”及“发挥游击运动的实质作用”等为主要任务，详细规划了在城市、游击区等各

个地域的工作，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②

对此，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思想对策月报》中进行了专门记录，内容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

东北抗日联军针对日本士兵与“移民”所进行的反法西斯和反战的宣传，以及针对伪满洲国士兵和当

地民众所进行的抗日救国宣传等内容。比如，《思想对策月报》记录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 5 月

24 日在北安地区给日本士兵及日本“移民”发放宣传文的内容: “日本法西斯军阀是诸君的敌人，他

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发动了侵略战争”，呼吁日本士兵与日本“移民”“终止强盗战争、反对讨伐，为

建立日本人民共和国战斗”。③ 第三路军还于 5 月 24 日在北安地区给伪满洲国士兵和当地民众发放

了两份宣传文，号召士兵“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伪满洲国”，号召民众

“作为中国人要奋起反抗，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④

另一类是关于东北抗日联军开展的抗日游击活动。《思想对策月报》记录了王明贵、金日成等抗

联指战员的活动轨迹: 王明贵率部 54 人于 1941 年 3 月 6 日 5 时左右在孙吴县进入伪满; 金日成率

部 29 人于 4 月中旬进入伪满，在珲春县内开展“扰乱治安”等抗日活动。⑤ 在这些指战员的指挥下，

东北抗日联军于 1941 年 5 月进行了 20 次游击活动，《思想对策月报》记录了每次活动的交战时间、
地点、概况、双方损失等详细情况。⑥ 必须指出的是，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除了直接搜集东北党组

织的相关情报外，还尤为关注沦陷区中国人、朝鲜人表达的各种不满言论以及社会上“具有不稳定

因素”的言论，认为其是“在战时或对‘满洲国’防卫上有可能逐渐发展成重大漏洞的各种思想策

动”，⑦ 特别担心这些言论是由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策动”所致。比如，此份月报记录了中国

人的不满言论: “得到的配给粮食还不足需求的四分之一”; 黑河市的许多民众“因为粮食困难而诉

苦”，“对政府咒骂和诽谤的言论”增加，关东宪兵司令部认为这种不满言论容易被“在‘满’共产党”
的“经济谋略”所利用。⑧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对上述情报内容加以统计分析，报告至关东军司令官，

同时抄送至各地宪警机构，以及朝鲜、华中、华南等宪兵司令部。
由于情报内容涉及领域广泛，内容庞杂，关东宪兵队指挥日伪宪警定期开会讨论，编写小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中共北满、吉东党组关于政治问题讨论案》( 1941 年 5 月 26 日) ，中央档案馆等编: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27，

内部资料 1988 年版，第 132 页。
《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的新提纲草案》( 1940 年 2 月 2 日 － 3 月 19 日) ，中央档案馆等编: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

甲 29，内部资料 1989 年版，第 94 － 104 页。
関東憲兵隊司令部: 《思想対策月報提出ニ関スル件報告( 通牒) 》( 1941 年 6 月 24 日) ，吉林省档案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编: 《关东宪兵队报告集》第 1 辑第 12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4 页。
関東憲兵隊司令部: 《思想対策月報提出ニ関スル件報告( 通牒) 》( 1941 年 6 月 24 日) ，吉林省档案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编: 《关东宪兵队报告集》第 1 辑第 12 册，第 125 页。
関東憲兵隊司令部: 《思想対策月報提出ニ関スル件報告( 通牒) 》( 1941 年 6 月 24 日) ，吉林省档案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编: 《关东宪兵队报告集》第 1 辑第 12 册，第 120 － 122 页。
関東憲兵隊司令部: 《思想対策月報提出ニ関スル件報告( 通牒) 》( 1941 年 6 月 24 日) ，吉林省档案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编: 《关东宪兵队报告集》第 1 辑第 12 册，第 128 － 136 页。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 《思想对策服务要纲》( 1940 年 5 月)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 《日

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伪满宪警统治》，第 216 页。
関東憲兵隊司令部: 《思想対策月報提出ニ関スル件報告( 通牒) 》( 1941 年 6 月 24 日) ，吉林省档案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编: 《关东宪兵队报告集》第 1 辑第 12 册，第 149 － 150、15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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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断探讨情报搜集的手段。最终确定的常用手段主要有以下三种。
第一，使用密探。东北沦陷期间，几乎每一名宪兵与“特务警察”都有自己的密探。1941 年 6

月，日伪在一本小册子中这样写道: “利用密探是查明共产党及反‘满’抗日团体相关情况所要采取

的首要手段。”①

然而，密探鱼龙混杂，情报内容也不可尽信，因此，在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内部，针对是否应

该使用密探，以及如何使用密探的问题出现过很大分歧。1936 年 5 月 30 日，“中央警务统制干事

会”干事长荻根丈之助称: “不可过分相信间谍与密探的报告，要在搜集确凿的组织系统情报与证据

资料之后再着手逮捕。”②同年 8 月 13 日，荻根又强调，针对密探“应该采取严格的人事录用标准，

并在录用后给予监督指导”。③ 虽然密探存在种种弊端，“但因‘满洲国’是语言、风俗完全不同的多

民族共存的‘国家’，使用密探也是万不得已，不过要注意人选，并对其进行监督”。④

为此，关东宪兵队“严格规定”了密探的“录用”条件。密探被划分为“基本密探”( 即固定使用的

密探) 和“临时密探”( 即临时使用的密探) 两种。前者是密探中的“统领者”: 一方面“在地方居民阶

层中搜集能够录用为临时使用的密探的人选资料”; 另一方面“监督临时使用的密探，并扩张密探

网”。后者一般为“精通当地情况，且与情报搜集目标人物生活区域相同”之人，在搜集情报的同时，

还要实施“破坏‘匪团’中枢”等特务活动。这两种密探构成了密探网，为了对其加以控制，关东宪

兵队在密探网中推行连坐责任制，以各地区的行政区划为基准，以屯为单位，组下设班，各组都有

连坐责任。⑤

密探具备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等“优势”，可以为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提供较为细致的情报。从
“录用”条件与控制手段来看，使用密探是最为常用的情报搜集手段。

第二，利用叛徒。因在情报搜集方面有“先天优势”，叛徒受到了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格外重

视，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比如，1937 年 1 月，磐石中心县委书记陈文彬与青年部长兼

团县委书记宋明植被捕，二人供述了磐石、伊通地区党组织的相关情况，关东宪兵队由此针对“南

满”地区党组织实施了集中逮捕。
为了有效地利用这些叛徒，关东宪兵队将其编入“特别工作队( 班) ”，让他们潜入抗日组织之

中，妄图从内部进行瓦解。所谓“特别工作队( 班) ”，即在实施某项“思想对策”的具体活动时，设

置一个特别机构来专门负责。其指挥者是宪兵或警察，下辖的“特设队”队长与队员则均为叛徒，主

要实施“搜集‘匪贼’情报，提报关东军讨伐队”等特务活动。⑥ 为了更好地搜集情报，关东宪兵队还

规定了队员的录用标准: 一是“与目标‘匪’⑦具有一定关系的‘匪’首干部及成员”; 二是“近期的归

顺者、被逮捕者，并且是干部或残存分子信任的原目标‘匪团’中的成员”; 三是“对目标‘匪’反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関東憲兵隊教習隊: 《思想対策ノ研究———対共匪特別工作実施要領 其一》( 1941 年 6 月)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

档案号: J0315 － 0008 － 0311，吉林省档案馆藏。
( 伪) “中央警務統制委員会”: 《中央警務統制委員会議事要録書類綴》( 1936 年)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档案号:

J0315 － 0007 － 0798，吉林省档案馆藏。
( 伪) “中央警務統制委員会”: 《中央警務統制委員会議事要録書類綴》( 1936 年)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档案号:

J0315 － 0007 － 0798，吉林省档案馆藏。
関東憲兵隊教習隊: 《思想対策ノ研究———対共匪特別工作実施要領 其一》( 1941 年 6 月)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

档案号: J0315 － 0008 － 0311，吉林省档案馆藏。
関東憲兵隊教習隊: 《思想対策ノ研究———対共匪特別工作実施要領 其一》( 1941 年 6 月)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

档案号: J0315 － 0008 － 0311，吉林省档案馆藏。
関東憲兵隊教習隊: 《思想対策ノ研究———対共匪特別工作実施要領 其一》( 1941 年 6 月)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

档案号: J0315 － 0008 － 0311，吉林省档案馆藏。
指日伪宪警计划逮捕镇压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员及抗联战士。———引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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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厌恶的‘匪’首干部”; 四是“目标‘匪’的亲戚、朋友、兄弟、敬重者和崇拜者”。① 可见，叛徒

掌握重要情报，并熟知当地地理、风俗和人情等情况，同时在党组织内部有熟识之人，为此关东宪

兵队对其大加利用，以搜集重要情报。
第三，秘密实施邮政检查。“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控制了东北地区的邮政，针对电报、电话、

书信和刊物等进行秘密检查，以搜集情报。“思想对策”出台以后，关东宪兵队愈发加大邮政检查力

度，于 1936 年制定实施《战时通信检查规定》，在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成立中央检查部，各地宪兵队

及宪兵分队成立地方检查部，秘密检查往来通信。
有关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情报是邮政检查的重点目标。自 1936 年 6 月开始，在哈尔滨宪

兵队的统制下，日伪宪警以哈尔滨为中心，对牡丹江、齐齐哈尔、新京、吉林、奉天、大连和锦州

等地区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成员实施了集中逮捕，致使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一度陷入瘫痪状

态，这其中的很多情报便是通过邮政检查发现的。1936 年，哈尔滨宪兵队秘密实施邮政检查，历时
1 个月左右发现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秘密联络点与负责人，进而查明了东北党组织的联络网，

实施了集中逮捕，并将情报汇总为《满洲支那共产党的活动》这一小册子，将其作为研究如何镇压中

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重要参考资料。②

三、情报搜集活动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所造成的破坏

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情报搜集等活动加大了关东军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所领导的抗日活

动的破坏和镇压力度。对此，各地党组织在特务系统组建之时就有所察觉。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在
1935 年 9 月指出，日伪在哈东地区进行的秋季“大讨伐”“是空前残酷和毒辣的”，使用“欺骗、软

化、军事、政治恫吓威胁［等手段］”来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收买大批奸细、探狗、坐探或便

衣队”混入党组织，开展情报搜集及刺杀党员干部等活动。③ 中共吉东特委在 1936 年 3 月对 1935 年

工作进行总结时也指出，1935 年秋季日伪实施的“讨伐”与此前“方式完全不同”，主要体现在“专打

山林队，不打抗日军”来“个个击破”等方面。这种不同以往的方式给东北地区抗日武装部队造成了

巨大损失，吉东特委因叛徒向敌人提供情报而遭到了巨大的破坏。④ 中共东满省委也曾提及，在
1935 年秋冬季“大讨伐”中，与关东军共同行动的还有由“宪兵、警察、一大批侦探、间谍、特务人

员”等组成的，主要从事情报搜集、政治诱降等特务活动的“政治、特务工作班”等人员。⑤

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情报搜集活动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巨大破坏性集中体现在两个

方面。
其一，关东宪兵队基本掌握了不同活动区域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活动状况与其执行的路

线方针等情况。
针对不同活动区域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关东宪兵队依据搜集的情报，将其划分为两类:

一是在游击区活动的党组织; 二是在日伪统治区活动的党组织。前者一般是以“半公开”的形式活

动，“在思想上领导‘共匪’，同时还得到‘共匪’的武装掩护”; 后者一般是“以地下组织的形式进行

潜伏活动”，他们组建基层组织并“扩大与强化党组织和外围团体”，开展抗日活动，有时也发动

①

②

③

④

⑤

関東憲兵隊教習隊: 《思想対策ノ研究———対共匪特別工作実施要領 其一》( 1941 年 6 月)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

档案号: J0315 － 0008 － 0311，吉林省档案馆藏。
全国憲友会聨合会編纂委員会編: 『日本憲兵正史』、全国憲友聨合会本部、1976 年、764 － 765 頁。
《中共珠河县委关于目前哈东政治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 草案) 》( 1935 年 9 月 10 日) ，中央档案馆等编: 《东北地区革

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38，内部资料 1990 年版，第 221、223 页。
《中共吉东特委一年来的工作报告———关于特委遭破坏经过、统一战线工作和反日“讨伐”经验教训等》( 1936 年3 月8 日) ，

中央档案馆等编: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35，内部资料 1989 年版，第 178 － 180 页。
《中共东满省委魏拯民等给中共中央、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的信———关于满洲目前游击运动的新特点及迫切的要求》

( 1936 年 2 月 20 日) ，中央档案馆等编: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22，内部资料 1988 年版，第 18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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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武装暴动———赤化革命”。关东宪兵队还对两者领导下的外围团体实施侦察，发现它们均“受

共产党的思想领导及影响”，同时为共产党提供“物质与精神的支持”。①

针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在各阶层与各群体中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方针，关东宪兵

队掌握情况如下: 对于农民阶层，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利用”他们对土地、农作物收购、物资分

配、劳动力征募等问题的不满，激发他们的抗日意识; 对于工人阶层，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主要

是“利用”其对恶劣生存环境与受到的非人待遇的不满，动员他们加入抗日斗争中; 对于伪满军警，

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或是通过传单“宣传煽动”，或是通过“散布流言或歌谣”等方式，“激发军警

的民族意识，使其加入武装统一战线之中”。②

从上述内容来看，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搜集的情报虽与东北党组织的实际情况有些许差异，且

多有诋毁之词，但可以看出，关东宪兵队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了解和掌握了在不同区域活动的中国共

产党东北党组织的活动状况及其所执行的路线方针等情况。
首先，关于在不同区域活动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活动状况。如关东宪兵队分析，中国共

产党东北党组织在游击区与日伪统治区都设有党团组织，并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活动。从“九一八”事

变至 1936 年 1 月，中共满洲省委领导各级党组织在游击区发展武装抗日力量、在日伪统治区各阶

层与各群体之间大力发展党团组织。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中共满洲省委撤销，东北党组

织改组，设置中共南满、中共东满、中共北满、中共吉东四省委以及中共哈尔滨特委，独立领导各

路东北抗日联军开展武装游击斗争，同时加大了对日伪统治区各阶层与各群体的统战工作力度。
1940 年秋天后，东北抗日联军虽然相继到苏联进行整训，但依然领导东北地区武装游击斗争，并发

展群众力量，配合与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
其次，关于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执行的路线方针。关东宪兵队所分析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

织在各阶层与各群体中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方针，与东北党组织体察民情，充分利用一切

机会激发民众抗日民族意识的工作方针基本一致。比如，中共南满第二次党代表大会确定中共南满

党组织的战斗任务之一就是“巩固扩大东北抗日联军”，为此需要“采用灵活的游击战术扩大游击区

域”，同时，“动员群众积极来拥护、帮助抗日联军”。③ 此外，此次会议还对在各阶层与各群体之

间广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式进行讨论。比如，在士兵工作中，要“估计‘满’兵对抗日救国

的同情和对日‘满’匪人的不满”，然后由地方党部和抗日联军的政治部通过“打入内部或利用社会

亲属、封建等关系”进行宣传动员; 在开展“城市的反日战线”工作中，要“抓紧广大群众对日‘满’
匪贼的一切不满与忿恨的情绪”，对其开展充分动员，“将各界真诚抗日救国的民族组织起来，武装

起来”。④

其二，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情报搜集活动为关东宪兵队实施集中逮捕以及关东军实施武力
“大讨伐”等镇压活动提供了重要线索，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阻碍了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的发展。
一方面，关东宪兵队依据搜集的情报，实施集中逮捕。从关东宪兵队针对“南满”地区党组织的

逮捕行动，便可以看出关东宪兵特务系统的情报搜集活动给“南满”地区党组织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如表 1 所示:

①

②

③

④

( 伪) “鉄道警護総隊総監部”: 《思想対策指導資料( 第四十九号) ———思想対策大要》( 1941 年 1 月)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

档案》，档案号: J0315 － 0007 － 0807，吉林省档案馆藏。
関東憲兵隊司令部: 《思想攻防戦ノ考察》，《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档案》，档案号: J0315 － 0010 － 0031，吉林省档案馆藏。
《中共南满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1936 年 7 月 7 日) ，中央档案馆等编: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33，内部资料

1989 年版，第 142 － 143 页。
《中共南满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 1936 年 7 月 7 日) ，中央档案馆等编: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33，第 143 －

1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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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关东宪兵队针对“南满”地区党组织实施的主要集中逮捕行动

序号 时间 目标 逮捕人数 概要

1
1936 年 7 月 ～
1937 年 9 月

柳河县委 85 人

1936 年 7 月开始，“长岛工作班”① 在山城镇通过秘密侦

察、审讯被捕者等手段窥视到了柳河县委的情况。“山城

镇地方警务统制委员会”指挥日伪宪警共逮捕党团员 25
人、抗日武装人员 60 人。被捕人员包括柳河县委书记冯剑

英等重要党员干部。

2
1936 年 11 月 ～
1937 年 2 月

磐石中心县委 210 人

1936 年 7 月，舒兰县日伪宪警逮捕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

第一师王向阳，得到了伊通、磐石地区潜伏共产党员的相

关情报。当年 11 月，“新京地方警务统制委员会”指挥日

伪宪警以磐石中心县委为目标，逮捕了党团员及抗日人员

75 人，加上 7 月份逮捕的 6 人，共计 81 人。1937 年 2 月，

日伪宪警又在磐石、伊通、西安地区实施了一次集中逮

捕，先后逮捕了 129 人。

3 1937 年 3 月 抚松县委 16 人

1937 年 3 月，由于叛徒出卖，中共抚松县委书记许士凤等

16 名党团员被捕，抚松县委遭到破坏，抗日救国青年团抚

松县委亦遭到破坏。

4 1937 年 10 月 长白县委 30 人

1937 年 10 月，由于叛徒出卖，日伪宪警在长白各地先后

三次实施逮捕，县委书记权永碧、副书记李悌淳等人被

捕，县委与两个特支均被破坏。

5
1937 年 10 月

4 日 ～ 5 日
抚顺特别支部 30 人

1937 年 6 月左右，奉天宪兵队得到了抚顺特别支部的相关

情报，命令特高课组织日伪宪警进行侦察后，逮捕了特支

负责人张佐汉等 30 人。

资料来源: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

次大惨案》，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74 － 105、144 － 156 页;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吉

林历史》第一卷，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326 － 328 页。

如上所示，关东宪兵队通过搜集大量的情报，对“南满”地区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外围

团体进行了连续性的破坏。“南满”地区的地理位置，在经济、政治、军事上都很重要，是中国共产

党东北党组织抗日的主要阵地。② 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利用多种方式在“南满”地区

实施情报搜集，先后对柳河县委、磐石中心县委、抚松县委、长白县委、抚顺特别支部等进行破

坏，导致大批党团员被捕。同时，还对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领导的外围团体进行破坏，导致“南

满”地区党组织在伪满官吏、伪满军警、工人、农民、商人、师生等各阶层与群体中发展的抗日力

量被破坏殆尽。
除了对“南满”地区党组织实施集中逮捕，关东宪兵队还对“北满”、吉东等地区的党组织进行

了严重的破坏。1936 年 6 月 13 日，日伪宪警在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牡丹江等地实施集中

逮捕，共逮捕 213 人，其中 40%为教育工作者。③ 1937 年 4 月 15 日，日伪宪警对哈尔滨为中心的

①

②

③

“长岛工作班”，是以时任奉天宪兵队山城镇宪兵分队工作班班长岛玉次郎的姓氏而命名的“宪兵特别工作班”，1936 年以

后主要活动在通化一带，班中成员主要是日本宪兵和“特务警察”，并网罗大批叛徒。参见傅大中: 《关东宪兵队》，第 134 － 150
页。

《中国共产党全南满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决议》( 1934 年 11 月 5 日) ，中央档案馆等编: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33，

第 35 页。
《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纪要》( 1936 年 7 月 6 日) ，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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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党组织实施集中逮捕，逮捕了 500 余人，① 哈东特委被破坏到“无法收拾”的程度，② 甚至波及

大连、柳河、磐石、奉天等地党组织，东北大城市和城镇中的党组织遭到重大破坏，活动变得十分

艰难。1938 年 3 月 15 日，佳木斯宪兵队、汤原宪兵队指挥宪警破坏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和吉东省

委，逮捕了党团员和抗日民众 300 余人，“被捕判徒刑者甚多，组织全部被破坏零散，无法收拾”，③

使得“松花江下游地区党的活动处于完全瘫痪状态”。④ 1943 年 3 月，日伪宪警制造了“巴木东事

件”，在巴彦、木兰、东兴三县破坏抗日救国会 14 处、青年义勇队和农民武装队 13 支，逮捕爱国

志士 662 名。⑤ 这些集中逮捕都是在关东宪兵队的指挥下，依据搜集到的情报实施的有严密计划的

行动，疯狂镇压了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杀害了众多抗日志士与普通民众，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受了巨大损失。
另一方面，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的情报搜集活动，在关东军实施“大讨伐”这一武力镇压的过程

中，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这从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野副昌德统一指挥日伪军警在 1939
年 10 月至 1941 年 3 月期间实施的“野副大讨伐”⑥中可以反映出来。

首先，关东军通过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提供的情报，基本掌握了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在游击

区与日伪统治区都设有党团组织，并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活动等情况。特别是“长岛工作班”在镇压柳

河县委过程中诱降了冯剑英等人，此后又诱降了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程斌等重要干部，这就使日本关

东军掌握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军事部署、部队建制等重要机密，为其“大讨伐”计划的制定提

供了重要线索。其次，关东军在“野副大讨伐”过程中还在司令部以日伪宪警为基础组建宪兵部、警

察部，以及“特别工作队”，借此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直接从事情报搜集、政治诱降等活动。⑦ 这些

活动导致“野副大讨伐”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性，使“东南满”地区的抗日军民遭受了深重灾难，

一路军一些将士壮烈牺牲。

结 语

从 1935 年 8 月开始，为了从思想上击败共产主义等“有害思想”，关东军出台“思想对策”，并

授予关东宪兵队组建由其统制的特务系统的权力。该特务系统几乎囊括所有日伪宪警力量，具有高

度集中的一元化特点，采取使用密探、利用叛徒、秘密实施邮政检查等多种手段获取最具价值的情

报。在这些手段的运用下，关东宪兵队基本掌握了不同活动区域的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的活动状

况及其所执行的路线方针等情况，并依据这种情报实施严密的集中逮捕行动。这对中国共产党东北

党团组织，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破坏性，造成了大量抗日人员伤亡。同时，

这些情报还服务于关东军指挥的“大讨伐”，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直接参与“大讨伐”之中，开展情

报搜集、政治诱降等特务活动。这也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造成了东北抗日武装人

员的大量伤亡。
关东宪兵队特务系统实施的情报搜集活动并不能击垮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及其所领导的抗日

武装。中国共产党东北党组织所开展的抗日武装斗争与群众运动，作为中国人民不屈强虏，坚决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肖炳龙、王习文: 《“四·一五”大逮捕》，孙邦主编: 《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2 页。
《中共北满省常委会的补充报告———关于北满省委的产生及发展经过问题》( 1940 年 12 月 30 日) ，中央档案馆等编: 《东北

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27，第 81 页。
《中共北满省常委会的补充报告———关于北满省委的产生及发展经过问题》( 1940 年 12 月 30 日) ，中央档案馆等编: 《东北

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27，第 81 页。
彭施鲁: 《我在抗日联军十年》，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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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大讨伐”》，中华书局 1991 年版，第 4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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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最终取得伟大的抗战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

贡献。正如毛泽东所说: “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

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

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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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ctivities Carried out by
the Spy System of the Kwantung Kempeitai in Occupied Areas in

Northeast China: Focusing on Its Activities of Intelligence
Collecting Aiming at the Northeast Party Organization of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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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Institute for Northeast Asia，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China)

Abstract: In the autumn of 1935，the Kwantung Army issued ideological countermeasures and designated
the Kwantung Kempeitai for unified implementation． Thus，the spy system of the Kwantung Kempeitai was
established． The spy system used a variety of means to gather intelligence，especially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Northeast party organization of CPC． Through a series of intelligence activities，the Kwantung Kempeitai
basically mastered the situation of CPC party organization in Northeast area，and thus provided important
clues for the repressions by the Kwantung Kempeitai，which caused great damage to the Northeast party or-
ganization． However，the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other activities of the Japanese invaders can not com-
pletely defeat the Northeast party organization of CPC． The Anti-Japanese struggle in Northeast China led by
the party organization finally made a great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Key words: the Kwantung Kempeitai; spy system; the Northeast party organization of CPC; ideological coun-
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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