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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既有战争层面的冲突也有战略利益上的合作，每一次冲突和对抗，都是双方对彼此认

识的加深，日本对于俄国的研究也是伴随着彼此利益发展和战略需求而不断深入的。本文基

于安全视域下日本对俄国的研究，立足于日本方面的文献资料，整理分析日本对俄国边疆史

地及战略层面的研究成果。做一综述，有利于梳理历史上日本对俄国研究的动力来源与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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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界的对俄研究是的研究是伴随着日俄

关系的发展而逐步深入的，1868 年日本明治维新

之前，日本学界对俄国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局限

性，对俄国研究过度集中于远东地区，对俄国的

核心区域即欧洲部分了解还不够深入。但在同一

时期，俄国学界亦十分重视对日本的研究，体现

了俄国对于日本的重视程度。明治时期之前，日

俄两国通过不断的接触而深入的了解，相对于俄

方的积极主动而言，日本由于闭关锁国的政策而

以被动和防御为主，在 1853 年美国马休·佩里

( Matthew Perry) “黑船来航”的刺激下，日本也

不得不开放国门，于 1855 年与俄国签订了 《日

俄友好条约》，开启了两国关系的新局面。

1868—1945 年是日本历史进程的关键阶段，

日本政府积极引入欧美各种制度，进行废藩置县

等行政措施改革，这些各项改革被称为明治维

新。一方面，日本政府确立国家制度，如设立帝

国议会及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 另一方面，又以

培植产业及富国强兵为国策推进，急速地发展成

近代国家。日本学界对俄国研究从认识和了解阶

段走向全面研究阶段，伴随着彼此利益发展和战

略需求而不断深入。明治维新后，日本学界对俄

国的 研 究 分 为 大 陆 政 策 和 东 方 政 策 对 立 期

( 1868—1904 年 ) ; 争 夺 中 国 满 蒙 权 益 时 期

( 1904—1917 年) ; 日本与苏联意识形态对立时期

( 1917—1939 年) ;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 1939—

1945 年) ，日本分别对俄国政治制度、历史及基

本状况，对 俄 国 在 中 国 东 北、内 蒙 古、新 疆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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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苏维埃政权和对苏作战准备进行了详尽的

研究。归根结底，日本对于大陆的渴望和俄国对

于东方的扩张在东亚地区形成了对抗，这种对抗

是日本学界对俄研究的根本动力、历史渊源和现

实需要。

一、大陆 政 策 和 东 方 政 策 对 立 期 ( 1868—

1904)

日本的“面向大陆”和俄国的 “面向东方”

在这一时期形成对立，双方冲突明显，受同一时

期中俄关系、俄英关系、俄朝关系的影响，日本

开始提出 “俄国威胁论”，认为俄国在东方的行

动对日本在大陆的行动构成威胁，为应对俄国的

领土扩张，日本在该时期提出 “征韩论”，日本

对俄国的研究是围绕着以上两个论调而展开的。

1． 俄国威胁论的提出

明治初期以来，日本开始全面研究俄国，其

中代表学者有冈义武、信夫清三郎、安冈昭男、

山室信一、池井优等，这些学者都对日本的俄国

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安冈昭男认为: “幕府末

期、明治初年至 1880 年期间，‘俄国威胁论’的

提出，其原因首先由日俄两国就北方蝦夷、桦太

领土归属问题所致。其次又因为 1860 年俄国在

《北京条约》中获得乌苏里江以东的沿海地区，

致使俄朝两国领土邻接。而 1861 年俄国军舰攻占

对马之举，则进一步加深了日本对俄国威胁朝鲜

半岛的认知。”［1］59 朝鲜半岛被日本认为是面向大

陆的重要通道，俄国接壤朝鲜让日本逐渐感受到

了其对日本的威胁。

池井优认为日本学界形成 “俄国威胁论”的

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日本与俄国在地理

地域上的接近; 第二，日本对 1861 年俄国军舰攻

占对马事件尚记忆犹新; 第三，英国的教唆，特

别是哈里·斯密·巴夏礼 ( Harry Smith Parkes)

公使对日本有意灌输的对俄警戒心的结果。池井

优在《日本外交史概说》一书中指出: “明治初

期，日本尚无独自收集俄国情报的手段，对俄国

的认识和有关俄国的信息主要来自英国和其他国

家的情报。因此，英国的巴夏礼一旦宣扬俄国恐

怖，日本对俄国的警戒心就会成倍增长，其结果

便导致了明治政府的一些要员认为，日本北方存

在着重大威胁，那就是俄国，政府必须采取必要

措施确保日本对外安全系数。”［2］34 从中可以看出，

日本“俄国威胁论”的提出还受到了俄英关系的

影响，英国希望借日本的力量制约俄国，日本也

更进一步地感受到了来自于北方的威胁。英国

《伦敦 泰 晤 士 报》伺 机 曾 刊 登 长 篇 报 道，介 绍

《俄国东方经营部署全图》，揭示俄国的企图。

2． 与“征朝论”互为表里

1868 年，日本革新派实行 “明治维新”，废

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

家，恢复天皇至高无上的统治，逐步走上对外侵

略扩张道路。在明治维新的众多元勋当中，西乡

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三人担任重要角

色，被称为 “维新三杰”。俄国威胁论提出后，

“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于 1869 年 9 月 25 日

在《朝鲜国一件侍书》中，阐述了朝鲜问题与俄

国威胁之间的关系。木户孝允认为: “眼下包括

俄国在内，其他各列强都将朝鲜视为口中之肉，

垂涎不已。为此，我皇朝应以公法维持，承匡救

扶绥之任，除此之外，别无他策可选。若皇朝将

其搁置度外，那么俄狼等强国必定乘机吞噬而

来，此为皇朝永世之大害，燃眉之急也。”［3］856 可

见日本该时期的有识之士对朝鲜问题的基本看

法。日本进一步渲染俄国对朝鲜的威胁，西乡隆

盛甚至于 1874 年 1 月宣称: “俄国今日内来袭必

定无疑，到那时，小队长要身先士卒，率领同志

勇敢作战，当今政府更要觉醒。我定要出征征讨

俄兵。”［4］64日本上下营造出了俄国和日本必将在

朝鲜发生正面冲突的氛围。

1895 年 4 月，甲午战争结束，清王朝战败，

双方签订 《马关条约》。甲午战争标志着东亚传

统朝贡体系的最终瓦解，此后日本迅速崛起，开

始以强国的身份出现。1905 年日俄战争以俄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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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而告终，俄国退出了在东北亚地区与日本的

争夺，日本吞并朝鲜只是时间问题。 “俄国威胁

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日本为表达 “征朝论”

的一种手段和方式，俄国威胁论的提出反而有助

于日本国内产生征服朝鲜的论调。进一步地可以

看出，日本在明治时期逐渐开始膨胀的扩张领土

野心。

3． 全面研究的开始

明治初期以来，日本开始全面研究俄国。文

化是安全战略研究的基础，日本学界致力于普及

俄国文化，学习俄语是了解俄国文化的基础。其

中关于俄语的普及，日本人就有编译俄语单词

书、俄语语法书、俄语学校教科书以及俄语教辅

书。其中俄语单词书详细例举了各界俄日语词汇

的对照。［5］2俄语语法书例举大量俄语语法，并以

容易教学的方式展现。［6］46 日本人建立的俄语学校

还出版了相应教科书，以通俗易懂的短句和短

文，供学生朗读背诵使用。［7］54 小柳津邦太还编著

了俄语教辅书［8］，更加深入的对俄语教学中的相

关问题做了说明，促进俄语教学向规范化和专业

化的方向发展。多部俄语教育普及和教学相关书

籍的出版发行有利于俄国文化在日本的传播，更

有利于日本人加深对俄国的认知。

军事方面，日本由于 “俄国威胁论”的提

出，日本学界开始关注俄国的军事问题，松本谦

堂著有 《俄国之大势附英法德三国形势》［9］，以

国际关系的视角分析俄国和欧洲主要国家之间的

关系，并在书中介绍了大量的俄国军备情况，如

俄国的制造军舰情况，其中包括介绍俄国的制舰

事业、新装甲舰、水雷艇、大型军舰的建设以及

巡洋舰建造设计。关于俄国海军部署问题，书中

介绍了俄国在各地建设的新军港及商港、东洋舰

队的基本情况、海军的基本实力。关于俄国陆军

部署问题，书中详细介绍了俄陆军在萨哈林岛上

的警备，并且密切关注俄军向中国满蒙地区的

移驻。

日本方面还密切关注俄国西伯利亚铁路的修

建情况。19 世纪中叶，俄国获得黑龙江以北、乌

苏里江以东的广大领土，让 “面向大陆”的日本

感到极为不安。在西伯利亚铁路修建前，俄国从

圣彼得堡到勘察加半岛之间通信，大概要花 6 至

12 个月的时间。自 1891 年正式动工以来，前后

花费了 25 年时间，才正式完成了这条西起莫斯

科、东至符拉迪沃斯托克 ( 海参崴) 的铁路建设

过程。日本学者在书中详细记录了西伯利亚铁路

工费预算超支，西伯利亚铁路的现状，对西伯利

亚中央铁路线以绘图方式呈现，同时指出在这一

时间段，中国士官接受俄国的训练。基于国际关

系的视角，书中还记述了俄土战争与英澳干涉，

以及俄国和清朝的边界变化，指出俄商积极参与

俄清之间的贸易，对于俄国国内的对日情感，书

中指出俄国存在反日的思潮，称俄国禁止日文杂

志的发行，限制日本文化在俄国的传播。［9］112

关于历史方面，日本学者占部百太郎对于俄

国近代史进行了系统性的梳理和总结。［10］218 日本

学者山本利喜雄全面详细地记述了从莫斯科公国

建 立 到 亚 历 山 大 三 世 ( Александр III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的历史，其中将彼得大帝定义

为俄国的 “改造者”，充分肯定彼得大帝改革对

俄国的影响。［11］95同时书中还涉及俄国的地理、人

种、贸易、教育、文学、宗教、艺术和军事等基

本信息。涩江保的 《俄国黑暗史》［12］则极具特色

的重点介绍俄国的发展的不利因素，其第一章

“俄国在地里上的不便”就指出俄国缺乏出海口，

冬季严寒，降水量少，以及俄国突然不适合植物

生长的自然问题，同时带有批判性的眼光指出了

俄国在各个皇储执政时期的弊端。伊地知茂七的

《俄国小史》［13］全面论述了俄国的地理环境，俄

国的起源以及各个君主当政时期，最后总结论述

了俄国的政治、宗教、教育、文学、商业和军事

情况，并在最后一章论述日俄战争开战的原因。

堀竹雄的 《俄国之真相》［14］可谓是 “百科全书”

式的叙述，全书涉及俄国各个方面，经济方面重

点介绍俄国经济、产业和财政; 交通方面重点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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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道路、河道、海运、铁路和邮电; 政治方面重

点介绍俄国的中央政府、地方政治及各党派; 宗

教信仰方面重点介绍俄国的教会组织、僧侣和异

教; 教育方面重点介绍普通教育、专业教育和女

子教育; 军事方面重点介绍俄国陆军、海军; 文

化方面重点介绍俄国艺术、文学、出版物、音乐

和美术。是全面了解俄国的重要资料之一。

《俄国亡国论》一书中，从种族、政治、教

育、宗教、经济、产业、社会各方面说明俄国内

部充满矛盾，并且指出: “俄国之国情恰如骑自

行车旅行，如果静止下来必然倾覆，因此他的领

土扩张是必然的，如果他放弃侵略中国大陆，那

他一定会被自己的内部矛盾所摧毁，因此幻想和

俄国进行谈判是不可能的，因为他的对外政策根

植于对内政策。我国必然与之一战，我国必胜，

因为俄国终将为内部革命所摧毁。”［15］132这书一出

立即被封存，最后通过交涉，改名为 《俄罗斯

论》才得以发表。

二、争夺中国满蒙权益时期 ( 1904—1917)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日俄双方围绕着中

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权益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当

两国矛盾变得难以调和时，1904 年终于爆发了战

争。1905 年，日俄缔结了《朴茨茅斯和平条约》，

但该条约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两国之间存在的矛

盾，而只能在一定时期维持现状。东京方面认为

战争将会获得胜利，未来日俄在东北亚新一轮的

势力之争是不可避免的。在俄方看来，战争双方

打成平局，俄国官方报告和政府出版物中，禁止

出现“失败”一词。在这一时期，日本学界的关

注重点在于俄国的行动是否会侵害日本在满蒙的

利益。

伴随着日本帝国的扩张主义浪潮前进，日俄

两国历史矛盾进一步加深，日本东京博文馆还在

日俄战争胜利后发布面向青少年的军国主义教育

读本 《少 年 日 俄 战 史》［16］，全 书 共 16 册，于

1906 年出版，其中不但图文并茂地详细叙述了日

俄战争的起因经过影响，还有大量的军国主义教

育内容。

1． 日本学界关注满蒙问题的源起

1823 年，日本学者佐藤信渊撰写了 《宇内混

同秘策》一书，提出 “日本是大地最初生成之

国，乃世界万国之本”，宣扬日本征服亚洲各邻

国是上天赋予的使命，而要达到此一目标，其首

要在于先夺取中国满蒙地区。其观点认为，如得

满蒙，则支那全国之衰败必当从此始，“则朝鲜、

支那次第可图也”［17］426 佐藤信渊由此成为日本喧

嚣武力入侵中国的“大陆政策”的始作俑者。与

此相对立的是，俄国修建中东铁路、 “三国干涉

还辽”等远东“新方针”对日本的满蒙政策产生

巨大威胁，“满蒙战略”这一概念由此出现在日

俄两国对外扩张政策当中，加剧了双方矛盾，导

致 1904 年日俄战争的爆发。该时期，深入蒙古各

旗的俄商不断增加，当时驻在库伦的俄国商人约

有三千六百余人; 定期往来的队商，每年亦在

七、八千人左右; 其余各地俄商及游历探险队，

每年平均总数五、六万人，俄国在外蒙势力早已

超过中国 。［18］89 这引发了日本的担忧，随后双方

陆续 签 订 四 次 日 俄 密 约 来 瓜 分 在 中 国 的 势 力

范围。

日本学界最早关于俄国干涉满蒙地区问题的

成果出现于 1913 年，是《东蒙古的真相》，该书

在 1995 年被收录到韩国景仁文化社的 《满蒙地

理历史丛书》中，可见其代表性。虽然东蒙古指

的是内蒙古中的东四盟，是日俄三次密约中划定

的日本的势力范围，但该书中仍然有大量内容提

及了俄国的势力对外蒙的渗透。书中在开篇绪论

就谈及蒙古地区的面积约为日本领土 ( 日本学者

错误认为包括中国台湾、朝鲜、库页岛南部) 的

六倍半来指出蒙古的重要性，可以看出日本学者

对于该问题研究的一种目的性。这本书在附录

“俄蒙问题和帝国”中指出，俄国对外政策是向

东方侵略态势的，对外蒙势力的渗透始于 17 世

纪，俄国早在 17 世纪就开始极力推进与蒙古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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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文化领域的交流。通过图片中的书籍目录

还可以看出，日本学界对于考察工作的详细程

度，像牧场概况图也被收录其中。作者以自身的

实地考察经历还总结了 《俄蒙条约》缔结前后俄

国对外蒙的行动，指出了俄国在军事、货币金

融、交通邮政、新闻出版和学校教育等方面对外

蒙的控制与渗透。

1927 年日本召开 “东方会议”，制定 《对华

政策纲领》，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提出 “欲征服中

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

国”。由此可见，中国的东北地区和蒙古地区进

一步成为日本世界战略中的重要部分，为了实施

侵略政策，日本官方和学者鼓吹 “满蒙非中国

论”，认为日本在满蒙具有特殊的权益和地位。

日本虽在密约中与俄国划分好了势力范围，但日

本学界却始终关注着外蒙，涌现出了一批代表学

者和研究机构。

2． 矢野仁一和内田良平的对俄思想

在日本对该问题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多位具

有代表性的学者，其提出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日本对俄对外蒙战略选择。在日俄关系的紧

张时期，以官方为背景的 “满蒙问题”研究机构

建立。

在日本学界，研究满蒙问题有两个代表性的

学者，一位是矢野仁一，另一位是内田良平。之

所以选择这两位学者为代表学者，是因为两人都

对俄国有着比较深的了解，矢野仁一的博士学位

毕业论文写的就是中俄领土争端问题，内田良平

曾深入过俄国进行实地考察。此外，两人都有多

篇涉及外蒙问题的研究成果和专著。

矢野仁一在日本学术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曾在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执教。于 1906 年应聘

来华，任京师法政学堂 ( 进士馆) 历史地理教

习。1912 年归国，在京都大学开设东洋史讲座，

1920 年担任教授。在日本侵华期间，连续发表

《满蒙藏非中国本土论》《历史上满洲的中国主权

无根据论》 《日本在满蒙的正当地位》等文章。

随着日本投降，矢野仁一于 1947 年被开除公职。

矢野仁一毕业论文就是讨论 1689 年尼布楚条约康

熙政府和俄国划定国界的细节和影响。以此为原

点，矢野仁一由中国边境的形成逐渐形成了 “中

国非国论”的主张。1921 年 12 月 25—26 日他在

《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 《中国无国境论》的文

章。在 1922 年新年号的 《外交时报》上，他又

发表了 《西藏满洲蒙古非中国领土论》，认为中

国的边境是在和列强交涉的过程中才逐渐确定

的，此谓“真的国境”［19］52。

内田良平是日本第一个深入俄国考察后认识

到革命力量的人。他认为俄国矛盾重重，借扩张

维持，不侵略必将灭亡，侵略受挫必将提前毁于

革命的问题。1897 年内田奉其叔平冈浩太郎之命

勘察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地带，途中历尽艰辛，于

1898 年进入俄国首都，详细调查了俄国的政治经

济状况，得出俄国不足惧的结论。回国后，他撰

写长篇文章《俄罗斯国内之重大缺陷》在东亚同

文会机关刊物《东亚时论》上发表，揭露俄国政

府和社会上的种种腐败现象，向日本人民宣传俄

国不过是个泥足巨人。1901 年 2 月，内田良平纠

集同伙，在东京神田锦辉馆组织黑龙会，以头山

满为顾问。其纲领规定当下之急务是先与俄作

战，将俄国从东亚击退，然后将满洲、蒙古、西

伯利亚打成一片，为日本经营大陆打下基础。

近代日本学界大部分的学者带有一定倾向性

的目光来看待外蒙问题，但仍有学者在狂热的思

潮中比较理性地看待这一问题，室伏高信在 《满

蒙论》［20］一书中就对日本国内的侵略思潮进行了

驳斥，批判日本举国上下军国主义狂热的现状，

呼吁日本国民从战争思潮中迅速觉醒，从中国撤

军才符合本民族的长远利益。

三、日本与苏联意识形态对立时期 ( 1917—

1939)

自 1917 年底以来，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

就组织武装干涉问题进行了积极的谈判，决定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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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队来负责推翻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苏维埃政

权。在日本与苏联意识形态敌对时期，日本学界

的关注重点是苏维埃政权对满蒙地区的革命输

出，在这一时期，由于俄国爆发 1917 年革命建立

了苏维埃政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俄国爆发

革命，对于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日本更加

提防。1917 年 12 月 8 日，军国主义思想家宇垣

将军在帝国陆军大学的学生面前发表了讲话。他

猛烈地攻击了布尔什维克，指责他们 “破坏存在

了数百年的帝国，践踏民主原则，建立不负责任

的知识分子和贫民的无政府主义权力体系”。由

于担心革命思想影响到日本人，宇垣将军要求建

立“铁腕政府以及拥有坚定决心与革命者也即民

族叛徒做斗争的政府”［20］58。随后日本一边大举

增兵于远东，支持俄国白卫军在远东建立傀儡政

权。1918 年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介入俄国内战。

到了 1918 年 8 月 22 日，日本已经基本控制了贝

加尔湖以东的西伯利亚铁路沿线。

1． 对苏联输出意识形态的研究

根据历史背景和研究重点，日本学界对于该

问题的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重点方向，研究重

点是对苏联将外蒙 “赤化” ( 即共产主义化) 的

研究; 对满蒙地区的战略地位以及苏联红军在该

区域军力的研究。

苏联所主导的革命输出让日本感到了担心，

这使得日本学界的研究重点转向了 “外蒙赤化”

问题研究，即苏联的共产主义思想是否会通过外

蒙影响到伪满甚至更广的地区。这一时期的研究

包括《外蒙古赤化的事情和库伦活佛的死》［21］

《内外蒙古的赤化》［22］ 《被赤化的外蒙》［23］，这

些研究都对苏联是否会向外蒙输出自己的意识形

态进行了分析和解读。

在日俄意识形态对立时期，日本学界的关注

重点在于俄国在中国外蒙的行动是否会侵害日本

在东蒙古及伪满地区的利益。研究例如 《内外蒙

古和西伯利亚方向》［24］ 《外蒙古库伦的铁业调查

报告》［25］《察哈尔和外蒙地区》［26］都是将外蒙独

立问题放日俄两国在满蒙地区利益纠葛的角度来

进行研究，此外，为了更好的了解外蒙独立问题

始末，日本学术界还对 《外蒙古和清朝的历史关

系》［27］《外蒙古独立运动的始末》［28］ 《蒙古独立

宣言后的俄中蒙关系》［29］等历史渊源方面进行了

考证和探究。在日本学界关心的战争资源利益方

面，日本对俄国的研究的重点则集中于对其在华

铁矿资源的研究，日本满洲铁道地质研究所的报

告就多次提到外蒙的铁矿资源，并指出俄国对于

蒙古的矿产资源早已垂涎已久并指出获取资源是

俄国干涉外蒙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俄国在蒙古

的行动也影响了日本在该区域铁路沿线矿产资源

的开采利益。

在这一时期，日本官方例如参谋本部和内务

省也以报告的形式来指出其对 “赤化”问题的重

视，也制定了“防共回廊”计划来限制苏联的意

识形态输出此外，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开展 “意

识形态输出”却使日本更为担心。为此日本在国

内制定了《治安维持法》，将共产主义定为非法，

为阻止苏联的 “意识形态输出”，在外则积极构

筑所谓的 “防共回廊”，以在本土之外抵御苏联

威胁。在 1927 年布施勝治的 《苏联的东方战略》

一书中，作者以实地考察的经历，通过对蒙古人

和对蒙古社会的观察，指出当时的蒙古虽然是在

徐树铮的统治下，但只是名义上属于中国实际上

苏俄的势力在蒙古占据主导地位，并且蒙古有被

“赤化”的可能。并且认为蒙古人被清朝数百年

来愚昧的统治下，很容易接受新思想的传播，这

个解读体现了日本一种稍有偏见的文明观。在

《苏联的现状资料》一书中，作者以对蒙古社会

产业形式和社会现状的调查指出 “蒙古属于游牧

民族，没有土地所有权的概念，然而蒙古的土地

又非常的辽阔，个人又没有土地所有权，个人物

资仅限于蒙古包和牛羊马等牲畜，如果将蒙古所

有的家畜物资按人头平均分配也是够分的，所以

在这个地方极其容易接受苏联的平等共产思想”。

并且作者也观察到苏军在进入外蒙后有把外蒙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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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青年集中起来进行培养教育的举动。

2． 对苏联在远东军力部署研究

在日军与苏军对抗时期，日本学界的关注重

点是战略部署。这一时期由于 1931 年日本在中国

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二战初期，日军企图战

略西进，由伪满进攻苏联控制的外蒙。日本学界

将研究重点转向了苏联红军在远东地区的部署，

以及中共在内蒙地区的活动。研究包括 《外蒙古

变成红军的根据地》［30］ 《外蒙古对日本的重要

性》［31］《外蒙的政治和军事现状》［32］ 《外蒙红军

和中国共产党的动向》［33］以及南满铁道调查部在

1942 年出版的 60 部 《苏 联 远 东 和 外 蒙 调 查 资

料》［34］。日本学界还倾向于将外蒙和新疆连带放

在一起研究，立于 《外蒙以及新疆的情况》［35］，

《外蒙和新疆部分》［36］以及 《苏联的傀儡: 新疆

和外蒙》［37］都体现出了日本学界对于外蒙问题研

究的新视角。

1935 年 1 月，苏军大量进入蒙古，其后苏联

军队沿蒙古东南边界长达 2000 多公里的范围展

开，援助蒙古边境部队，提供先进武器，并派遣

大量教官和军事顾问。由于在这一时期，日本举

国上下进入一种 “战时体制”，学界对与俄国战

略问题的研究出现了一个热潮，以苏军在远东兵

力的部署为例，日本学者就分析了外蒙的战略价

值，称苏联红军在外蒙古的兵力约两万，首都库

伦被改造成军备中心，接受苏联红军领导的外蒙

军有数十万，彪悍的外蒙军队被配备了苏联现代

化的装备。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 ( 1939—1945)

二战初期，日军企图战略西进。日本学界的

研究重点转向了苏联红军在远东地区的部署，以

及中共的活动。日本在该时期加强了对俄国的军

事战略研究，其中东京战时生活局、日苏通信

社、东亚研究所、外务省调查局和 “大东亚省”

总务局总务科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由于 1935 年红军到达陕北，1936 年春红军

进入山西，有日本学者认为中共势力的崛起对外

蒙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千叶山男在 《远东的赤化

和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动向》一书中第五章中国

共产党的动向中提道: “中共红军接近内蒙，可

以实现中共与莫斯科的联络，苏联也可以将中共

作为对日政策的一环加以利用，苏联可以乘中日

间的摩擦，从新疆和外蒙进入中国。这对于日方

极其不利。”［38］82由于日俄两国在满蒙地区的冲突

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日军和苏军在 1939 年发生了

诺门罕战役，日本学界也是对此次战役进行了关

注，指的一提的是，日本学者书中的描述 “原本

平静的满蒙国境在去年的五月十一日拂晓，外蒙

军队在诺门罕区域非法入境开始变的不平静”，

这“满蒙国境”一词的使用就可以看出日本学界

对于中国领土的错误观点，即满洲国和蒙古国，

而非东北地区和蒙古地区，此外作者还认为苏联

红军通过此次战役在远东地区建立了战略优势。

1942 年，二战进入到白热化阶段，日本南满

铁道调查部出版了 60 部 《苏联远东和外蒙调查

资料》［39］分析了外蒙古及远东地区的地形、土壤、

河川、森 林、气 候、交 通、行 政 机 关、民 事 机

关、住民、人口、宗教、种族、农业、畜牧、通

讯和军队等情报，用以日军对苏作战。日本学界

研究满蒙问题，不得不提到一个关键的研究机

构，即“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这是日本在中

国最大的 “国策调查机关”，主要负责对中国和

俄国的情报收集工作。［40］52满铁调查本部下设南满

洲铁道地质调查所、满蒙文化协会、南满洲铁道

庶务调查科、南满洲铁道经济科、南满洲铁道经

济调查会、南满洲铁道社会产业部，这些部门出

版了包括书籍和报告总计 77 部有关外蒙问题的研

究成果。

二战期间，日本学者还对苏联的民族政策进

行了研究，例如 《俄国的民族政策: 特别是回教

民族政策》［41］，分析俄国的民族构成。中亚研究

会《中亚民族问题图书》［42］研究苏联对中亚各民

族的政策，指出苏联统治下的中亚各民族存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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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的可能性，而这种分裂势力有助于日本对苏作

战。日本东亚研究所 《苏联犹太人问题调书》［43］

中详细分析了苏联犹太人与欧美犹太人的关系。

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的 《苏联内犹太民族人口职

业构成》［44］详细分析了苏联内犹太民族的基本情

况，以及犹太人和斯拉夫人的关系，日本试图从

民族问题上寻找分裂苏联的突破口。

但随着 1945 年日本战败，日军撤离中国东

北，俄国不再是日本主要的战略对抗国，满蒙地

区不再是日本的利益相关地区，日本学界对该问

题的研究也急速降温，因为失去了安全视域下实

用主义的研究特征，日本对俄国相关问题的研究

热潮才暂时减退。

结语

通过日本学界的主流观点和研究动向可以看

出，日本学界在该问题的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其

一，以日本人的民族主义立场观来看俄国问题:

日本人自认为日本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即大和

民族国家，以这个观点看待俄国问题时认为俄国

有民族分裂的可能性。其二，皇国史观下的倾向

性研究。日本从明治维新之后逐渐形成的军国主

义体制的影响下，避免不了的在学术研究的过程

中带有为皇国服务的倾向性。

安全视域下，日本和俄国在研究彼此的过程

中存在着对应性的特点，是一种同步的、交互性

研究，在 1917 年革命后苏联开始了对日本是否存

在共产主义革命输出的可能性进行研究，在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加强了对日本在伪满军事

力量部署以及日本战略方向的研究，冷战时期和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将目标转移至美日同盟关系

研究，日俄双方对彼此国家战略研究随着不同的

历史时期和阶段变化而不断体现出新的特点。

日本学界根据不同历史阶段自身的利益，对

俄国问题的关注点从俄国历史的由来，俄国东方

政策和日本大陆政策的矛盾和冲突，再到苏联在

远东地区兵力部署对日本的战略影响，体现了日

本学界不同时期在安全视域下的不同研究重点。

但不得不注意的是，日本所特有的民族观念和实

地考察的研究方法贯穿研究始终，通过梳理日本

学界对于俄国的研究，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

重新观察这一时期发生的历史事件，对当今再次

探讨俄日关系有一定的启示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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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Studies on Ｒussia during the Japanese Empi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urity ( 1868 － 1945)

SUN Jia － shen
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more than 100 years of historical evolution in East Asia，Japan’s“facing the mainland”and Ｒus-

sia’s“facing the east”have both conflicts at the war level and cooperation in the strategic interests． Each conflict and confrontation

is a deepening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two sides，and Japan’s research on Ｒussia also constantly deepens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other’s interests and strategic needs． Based on Japan’s research on Ｒus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curity

and established in Japanese literature materials，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analyzes Japan’s research results on Ｒussia’s frontier his-

tory and geography and on the strategic level，presenting a review which is helpful to sort out the source of power and realistic strate-

gic considerations of Japan’s research on Ｒussia in history．

Key words: during the Japanese Empire Japanese academic community Ｒussia secu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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