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18 

一方的误解和错觉带来的恐日感，最后发展到排日、抗日，因思想倾向而想象为是一种共产主义

与法西斯主义之间的对立。结果使得支那大陆的三千余万回教徒，尸横遍野、气息奄奄，一直处

于被圧迫的境地。”
1
 

 说卢沟桥事变来自于中国人对日本的误解，这当然是佐久间的一面之词。但他毕竟说出了一

些事实真相：如果为侵略战争所利用，最后付出惨痛代价的，的确只能是“回教徒”自身。就像

对外高喊着支持蒙古民族解放，私下里却千方百计阻止一样，
2
 日本在战争期间之所以关心中国

的“回教徒”，只是为了帮助推进侵略战争，丝毫没有帮助“回教徒”的目的，这是一个无法否

认的事实。 

结语 

    1938 年 7 月，日本前驻外特命全权公使笠间杲雄在日本外交协会第 266 次例会上发表了

《时局与回教》的演讲，他根据自己作为日本代表在土耳其、波斯、阿拉伯、埃及等国工作过的

经验，针对当时日本国内的伊斯兰教热，就“回教工作”背后隐藏着的日本人以为自己才是伊斯

兰教社会救星的想法，进行了严厉批评：“大家都以为不仅是支那的回教徒，甚至世界上所有的

回教徒都在仰仗着日本人，希望得到一些什么帮助。而事实上，这些民族并没有仰望东方，借助

日本的力量恢复民族独立的想法。都说日本是东洋的盟主，（日本——引者）自己也确实有做盟

主的心情，但是对方并没有请求（日本——引者）一定担任这一角色。关于这一点，如不清楚认

识，将来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之所以会成这样，完全是来自于日本人至今为止的傲慢。”
3
 

   其实，日本在中国的“回教工作”遇到了许多中国“回教徒”的抵制。但是为推进侵略战争，

日本军方发动宣传工具大肆鼓吹“回教工作”的成就，实是自欺欺人。例如，在“在北京茂川机

关”的指导下为日本侵略战争摇旗呐喊的“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就被宣传为是一个极为活跃的

“回教”团体。可事实上，在一位冷静的日本外交官眼里，那里不过是一片“门前罗雀的回教联

合委员会”的景象。
4
 

    “回教工作”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帮助了日本的侵华战争？日本的关心究竟蒙蔽了多少“回教

徒”，实在值得怀疑。然而，日本为什么会产生在侵略战争中利用“回教工作”的念头，却值得

深思。毫无疑问，侵略者们曾经认为，如果能够制造一个“共同的回教空间”，就能够覆盖住中

国“回教徒”的“国家意识”；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让“回教徒”们以为日本理解、同情并且

会保护“回教”和“回教徒”，他们就可以更加容易地跨越被侵略国家的门槛，并且达到占领或

分裂中国的目的。但是，侵略者们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广大伊斯兰教信众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成

员，向来都是反对外来侵略的，而他们自己在主动接触“回教”和“回教徒”时却明显地带着日

本国家色彩和侵略目的，因此，真正信任日本的中国“回教徒”并没有几人，“回教工作”在进

入 1940 年代以后也渐趋式微。尽管如此，受到刺激的中国国民政府，也不得不针对边疆民族和

信仰伊斯兰教民族集团，发起了又一轮确认近代国家主权范围、建设中华民族国家的运动。
5
 

 
                                                        
1
 佐久間貞次郎：《回教の動き》，東京：春日書房，1938 年 9月，85 页。 
2
 《対蒙政策要綱》，昭和十三年十月一日，外務省記録/Ａ門 政治、外交/１類 帝国外交/１項 対支那国/

支那事変関係一件 第十八巻２８。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2030550400。 
3
 《時局と回教》，昭和十三年十月，外務省記録/Ａ門 政治、外交/３類 宣伝/３項 啓発/本邦対内啓発関

係雑件／講演関係／日本外交協会講演集 第五巻７１。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2030922100，文件名为《時局と回教(前特命全権公使、笠間杲雄)》。 
4
 《済南発閣下宛電報第五二号ニ関シ》，昭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外務省記録/I 門 文化、宗教、衛生、労働

及社会問題/２類 宗教、神社、寺院、教会/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回教関係 第二巻３．中国 分

割 2。外務省外交史料館藏。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B04012550500。 
5
 《白崇禧ノ日本軍西北工作妨害》，内閣/各種情報資料/各種情報資料/各種情報資料・支那事変ニ関スル各国

新聞論調概要。JACAR 系统查询编码 A03024015400，国立公文书馆所藏。该文件未注明时间，但是从本文内容

及同卷前后排列其他文书上来看，应该是昭和十三年五月间的档案——引者。该资料在 JACAR系统上件名为《米

国 白崇禧ノ日本軍西北工作妨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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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20 世纪上半期日本的中国回教民族政策述论1 

 

曾凡云2 

 

[摘要]  利用民族问题“肢解”中国，历来是日本侵略中国的一贯政策。进入 20 世纪后，日本

人“独具只眼”，看出了中国回教民族对于实现其“东亚政策”的重要性。因此日本各界不遗余

力，纷纷起来调查研究中国回教民族，在国内和中国建立了各种“回教”团体组织，利用种种借

口分化、拉拢个别回教民族分裂分子，挑起民族矛盾，企图分裂中国，进而实现其征服中国的“东

亚政策”。 

[关键词] 日本；中国；回教民族；政策；述论 

 

近代以来，日本侵略中国，其一贯手法就是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辅以政治手段，即扶植傀儡

或挑拨民族矛盾，从而达到“以华制华”之目的。因此扶植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建立傀儡政权、

挑拨中国各民族间矛盾便成为实现其“东亚政策”的重要手段之一，“因为这些少数民族的运动

对日本的军事行动、占领区的统治以及抵抗汉民族主义的斗争有着非同寻常的作用。”3 在中国，

由于回教民族4人口众多，分布广泛，所处地理位置又极其重要，而国民政府错误的民族政策又

导致回汉两族之间矛盾不断，隔阂严重，这就使近代以来致力于“扬国威于四海，拓波涛于万里”

的日本看出了“制定恰当的回教政策对于日本的东亚政策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5 为此，日本

政府和民间都不遗余力，在中国“回教”问题上下足了功夫。关于 20 世纪上半期日本对中国回

教民族政策的研究，学术界有了一定的成果，其中以王柯和安腾润一郎为代表6。他们主要依据

日文档案资料为依据进行讨论，对中国大陆当时出版的伪回教组织出版的刊物很少利用，鉴于此，

本文将把中文资料与日文资料结合起来对此再做一番探讨。 

 

一、20 世纪上半期的日本对外“国策”与中国回教民族 

 

明治维新后，随着近代天皇制的确立，日本对外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此后，日本政府的对

外“国策”就是把明治天皇揭橥的“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总战略一步步付诸实施。

进入 20世纪后，日本在其“功利主义的亚洲外交战略”
7
指引下，开始把“经略大陆”这一“国

策”付诸实施。为早日实现吞并中国，把“大陆政策”进一步向前推进的“宏愿”，日本一方面

以武力为后盾，不断寻找借口，借以挑起战争，进而占领中国；另一方面则妄想以政治手段不战

而控制全中国，即利用民族分化之方式，使各个民族分别独立，脱离中央政权，任其宰割，以实

现其“经略大陆”这一重要“国策”。 

                                                        
1 本文刊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104-114 页。文中黑体字为本《通讯》编者所加。 
2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2010 级博士生。 
3 [日]安腾润一郎, “Japan’s “Hui-Muslim Campaigns” in China from the 1910’s to 1945”, 《日本中东学会年报》2003, 

(18-2): 21. 
4 本文所谓的回教民族，是指当时日本对于中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的称谓，在当时日本各种文献以及中国

出版物中，对于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经常称呼为“回教”，有时也称为“回族”，所以本文题目沿用“回

教”来指代伊斯兰教（穆斯林）；而下文中的“回教徒”是指日本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人士的称呼。 
5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 大日社, 昭和 13 年. 2. 
6 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87-105 页。 
7 王屏，《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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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明治末年，日本民间部分人士就对中国回教民族产生了“浓厚兴趣”
1
。然而这种“兴

趣”的产生，从一开始就不是出于宗教信仰，完全是出于官方目的，即实现其“国策”的要求
2
。

进入 20 世纪后，日本政府和军部也开始行动起来，积极鼓吹要以中国“回教”为中心制定对华

政策，即要求日本应该“树立回教政策为重要国策之一”。对此，日本矶谷廉介少将在谈及回教、

回教徒、回教国家的回教民族以及宗教问题时，毫不掩饰地声称：“应从政治与宗教两方面加以

观察，日本既欲为东亚之盟主，则对于树立回教政策为重要国策之一，殆无疑议”。3 少壮派军人

板垣征四郎少将对此也表现出了相同的观点。他认为，“以近东与南洋为中心之回教问题，对于

日本之南进政策，应成为极重要考虑之议题，并应有以解决之。”4 

在政府方面，陆相荒木贞夫认为，日本应以“确立根本的东亚政策为当前急务，其中树立恰

当的回教政策又特别急切”。鉴于“回教徒”问题对于日本具有特殊性，他主张“通过拨发经费

与扩大预算等方面着手支持从事回教政策之人士。”5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回教”运动，日本内

阁于 1936 年通过了《对中国实施策略的议案》。该《议案》指出，鉴于中国各少数民族大多分布

在边疆，因此要加紧“对边境的调查（如对四川、甘肃、新疆、青海等派遣资源调查队等等），

借以实施分裂政策”6。七七事变后，为了加快分化回教民族、灭亡中国的步伐，在日本发动全

面侵华战争一周年之际，日本五相会议又作出了关于《适应时局的对中国谋略》的决定，其纲要

要点之一就是“推进回教工作，在西北地方划定由回教徒形成的防共地区。”7 

总之，就日本利用中国“回教”阴谋来看，日本早已发现了中国回教民族的力量，因为无论

它们所谓“东亚政策”“西进政策”还是“亚洲门罗主义”“大亚细亚主义”，都必要作一番联络

“回教”的功夫，而“回教民族，素以东亚之西北角为根据地，其为事实所难磨灭之优点。旧政

当权，对此非但加以藐视，且而时加以摧残。”8因此，当处心积虑对外侵略之日本认识到中国回

教民族对于其实现“大陆政策”的重要性后，国内各界便着手组织各种团体、研究会，对中国回

教民族问题进行调查研究，以服务于其对外侵略之国策。 

 

二、调查研究中国回教民族，希图为其“国策”服务 

 

在日本民间，着眼于中国回教民族问题者众多，“其中尤以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及浪人会

首领头山满为最著。”而对中国回教民族调查最为活跃的当属黑龙会的川村狂堂、涛秀成及浪人

会的佐久间贞，他们三人在中国多年从事回教民族调查研究，有的长达三十余年；有的创办杂志，

“倡导回民应以取得政权为前提，以权利为急务，以政府为攻击之目标”的蛊惑性宣传；有的鼓

励回族同胞组织“大回回国”，阴谋肢解中国。9 

                                                        
1 据记载：明治 33 年（1900），日本黑龙会首领内田良平，与浪人会首领头山满共同策划于东京，派黑龙会川村

狂堂由大连来华，经东三省到北平（在北平加入回教），经察、绥到内蒙，再由河套到新疆，返西安后，又到

青海，再经河州（临夏）到兰州、西安，经汉中到成都、西康、云南，返回重庆后，经湖北、江西、安徽、江

苏、浙江、福建，最后到达广东。历时三十余年，几乎游遍全中国，调查中国回教，研究中国回教种种问题。

（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上海: 商务印书馆，1943 年，第 2 页）。 
2 自称穆斯林人的日本学者若林半，一语道破了日本各界对中国回族产生“浓厚兴趣”的实质。他说：“日本的

回教政策，是皇家经略亚细亚的根干，于膨胀日本的发展上，在政治与经济方面有着不便明言的重要性”。（肖

鲁，“日本对东方道德宗教的扒手行为”，《新华日报》1942-05-26 (4).） 
3 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上海: 商务印书馆，1943 年，第 5-6 页。 
4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 昭和 13 年，4. 
5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 昭和 13 年，4. 
6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 8. 日中战争 1》，东京: みすず书房，1965 年，367. 
7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 1840-1945 下卷》，东京: 原书房，1969 年，389～390. 
8 西北回教联合会会报编辑室编，《西北回教联合会一周年纪念号》（出版地不详），西北回教联合会本部，1940.15. 
9 杨敬之，《日本之回教政策》，上海: 商务印书馆，1943 年，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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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回教民族地调查研究，日本政府及军部从一开始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是因为日本

对于“回教”地关注，原本就与他侵略亚洲的目的有关。1 明治 38 年（1905）5 月，樱井好孝接

受外务省的秘密命令，前往新疆至蒙古一带地方进行旅行和视察，于次年 12 月返回日本，“行程

约二万余千清里”。他在向外务省提交的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内蒙和新疆的地理位置，行政、交

通状况，人种、居民成分，宗教信仰和商业物产以及气候等。2 1910 年，日本外务省调查员中久

喜信周，对河南省的“回教徒”也进行了详细调查。3 此外，在大正三年（1914），日本陆军大学

毕业生若林九满也被派到中国湖南游历，要求他以湖南为中心广泛结交中国回教徒，鼓动中国回

教徒活跃起来，以作为制定日后对中国政策的“资本”。4 

而一向积极推行侵华政策的关东军自然也不甘示弱，1935 年 7 月 25 日，关东军参谋部提出

《对内蒙措施要领》（绝密），为了达到分裂中国各民族的目的，其中特别规定“为了笼络回教徒，

要仔细了解其风俗习惯，首先取得他们的好感，再给以必要的援助，终于促进满蒙回教徒的团结，

努力设法利用集体力量。”5 并于 1936 年 5 月关东军召开幕僚会议上，详细确定了《西北施策要

领》，确定了利用回教民族分裂中国的阴谋。 

日本参谋本部，对于我国西北情况也甚为注意，不断派出间谍公开或秘密前往回族集中聚居

的西北地区进行调查。据《华北日报》报道，1934 年“四月期间共派四次，计一月派臼田中佐、

远藤主计，二月派谷萩，三月派川本少佐，四月派柴山、坂庭、西村。以上人员均领有公安局护

照，其未领护照赴西北调查者甚多。”6 

同时，一些著名的日本“支那回教”问题研究专家也在日本政府或军方资助下来到中国，“不

辞辛苦”的奔赴中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回教民族问题。1935 年 9 月，著名“中国回教”问题研

究者若林半在其弟子陪同下，花费两个多月，游历了中国中、东部地区的绝大部分的大、中城市，

详细“调查中国的回族政策及状况，并与之进行联络”。然而此次“美其名曰”的调查及旅行费

用却是来自外务省出的“补助费（500 元）”。7 

在调查结束后，若林半详细阐述了日本与中国回教民族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现在日本、

满洲国有百四五十万回教徒，中国有七千万回教徒，回教徒居住在一起，结成一大集团。制定对

中国的政策与对回教徒的政策之间具有奇妙之处，因为这是真正认识中国的证据。”8 所以，他认

为正确认识回教世界和制定恰当的回教政策，这对于日本“国策”来说是一件紧急重要的事情。

因此他强烈要求“政府从速制定具体的对华回教政策，并要热心且忠诚的实行”，而且要“国民

意志坚定，信心百倍，甚至认为为此付出生命也是理所当然的”。9 与此同时，伪满洲国侍卫官长

工藤忠君也以民间人士的身份曾在中国各地“长途拨涉”，精密调查研究“中国回教”，并成为了

研究“中国回教”的权威者。他认为关于“中国回教”政策的研究要急切进行，不能怠慢，因为

这是“事关国家的百年大计，应当不断努力推进。”10 

可见，日本各界对中国回族进行调查研究的目的，不仅具有“雷同性”，而且具有“煽动性”，

                                                        
1 [日]臼杵陽，《殖民地政策学から地域研究ヘ》，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 (5):

第 89 页。 
2 [日]樱井好孝，《蒙古视察复命书》，明治四十年一月，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

中心（JACAR）（http://www.jacar.go.jp/chinese/center/center.html）电子版，查询编码 B03050331800. 
3 中久喜信周调查，《河南的回教徒》，明治 43 年 10 月，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JACAR 系统电子版，查询

编码 B02130561900，B02130562000. 
4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 昭和 13 年，1. 
5 [日]小林龙夫等编，《现代史资料 8. 日中战争 1》，东京: みすず书房，1965，494. 
6 “参谋本部派员调查我西北”，《华北日报》 1934-05-11(2). 
7 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 年第 5 期，第 90 页。 
8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 昭和 13 年，41. 
9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 昭和 13 年，2. 
10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 昭和 13 年，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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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中国回教民族的关注“原本就与侵略亚洲的目的有关。”因此，在日本各方看来，从事“回

教”运动不单于宗教运动上有重大意义，举凡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外交上都有密切关系，因为 

“回教”从根本上可以说就是“中国的一个分裂因素，值得日本积极加以利用”。1 

 

三、建立各种“回教”研究团体与组织，研究、分化中国回教民族 

 

鉴于中国“回教”问题与日本国策息息相关。因此在日本国内，首先是一些学者、半官方人

士成立了“回教圈考究所”及“大日本回教协会”等“回教”研究团体，对“回教”问题进行系

统研究与宣传。 

日本本来并无回教民族，它的宗教是大和教。但为了侵略中国的需要，日本全国上下却盛行

着“回教”热。为系统研究“回教”，1938 年 4 月，日本学界“回教”研究专家大久保辛次、小

林元、松田寿男等在国内组织了旨在研究世界回教的“回教圈考究所”（后改称“回教圈研究所”），

并发行月刊《回教圈》。该研究所主要任务就是收集世界各国“回教”资料并进行研究，尤其对

中国回教民族现状、国民政府对回教民族政策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9 月 19 日，以陆军大将林

铣十郎为代表的陆军将领和黑龙会等右翼势力成立了半官方性质的伊斯兰教政策研究中心——

“大日本回教协会”，出席该会开幕式的有林铣十郎、川岛义之两大将及小笠原长生子爵等官界

财界人士 200 余名，近卫首相、贵众两议院议长皆送来祝词2。作为“调查和执行回教对策的专

门机关”，该“协会”创办《回教世界》刊物对各国“回教”进行系统研究，其宗旨是融合“回

教”诸国，为其军国主义所用。1939 年 11 月“大日本回教协会”主持“回教圈展览会”时，又

借机举办“世界回教徒大会”，以宗教感情联络世界回民。 

除了部分学者及半官方人士组织的“回教圈考究所”及“大日本回教协会”等回教研究机关

外，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外务省、陆军省以及海军省相关人员亲自组成的“回教研究会”（又称“三

省回教研究会”）和“回教及犹太教问题委员会”，这两个“回教机关”的共同特点就是以“中国

回教”为主要研究目标。 

由于“回教研究会”与“回教及犹太教问题委员会”所具有的特殊军方背景，因而对于利用

中国“回教”问题来服务于中日战争大局的作用就显而易见了。所以在这两个“回教机关”召开

的历次会议上，报告内容的绝大部分都是关于中国“回教”的。今冈十一郎在“回教研究会”召

开的一次会议上就一语中的，强调指出了中国“回教”在与日本“国策”上的关系。他指出：“随

着日支事变后形势的发展，今后我国将会实现从北支到内蒙，进入新疆，进而再进入中央亚细亚

的大陆政策”，所以应该充分理解“回教”的重要意义。3 而“回教及犹太教问题委员会”在 1938

年 8 月向内阁总理大臣提交的《关于树立回教对策的报告》中也再次强调中国“回教”问题对于

中日战争的重要性。该《报告》强调指出，“与分布在亚细亚大陆回教徒建立友好亲善关系，足

以确保从背后对支那进行牵制”；同时该“问题委员会”更是毫不隐瞒日本对“回教”的根本目

的，即“在于获得回教徒最有力同情者的名分，以有益于对外经纶，尤其是帮助对英、对苏、对

支那国策的顺利实施”；而“从现实来看，它还是建立处理支那边境问题根本对策的火烧眉毛的

                                                        
1  1922 年 8 月，大林一之（军方委托进行研究人员）在其所著的《支那的回教问题》中就其研究中国回族的目

的写到：我认为，富于煽动性，并具有雷同性，在特殊地域里成为特殊潜在势力的支那回教，在现今的形势下

就是支那的癌症。但是，除非到了支那自身被解剖手术切开之时，是无法将其剔除的。而因其病情发展缓慢，

若没有来自外部的冲击就不会发生急激的病变。……因而，支那的回教，根据对它如何进行利用，可以使其在

调整整个远东问题上发挥出一种有力的作用。（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 2009,（5）: 

89.） 
2 [日]回教考究所编，《回教圈月刊》第一卷四号，东京：四海书房，昭和十三年十月，40. 
3 《回教研究会、外务省欧亚局第一课今冈嘱讬报告》，昭和 12 年 12 月 6 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JACAR

系统电子版,查询编码 B04012533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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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要务。”1 可见，这些“研究会”“委员会”就是日本“肢解”中国的重要宣传舆论机关。 

此外，日本还在国内组织人员翻译古兰经，并大批印赠；开办经堂学习，招收中国回族学生，

截止到 1933 年 4 月，就从中国招生了 250 余名回民留学日本2。1938 年 5 月，日本在东京建筑一

政治性清真寺——东京清真寺。在其落成典礼时节，便盛大招待世界回教代表，特别邀请伪满洲

国皇帝溥仪的哥哥溥光夫妇“作为回教的坚定信仰者”，去东京代表“满洲国回教徒出席了东京

回教礼拜堂的开堂仪式”3。一时间，“日本之与回教，回教之在日本，俨然呈现东方回教民族复

兴迈进的中心势态。”4 

与此同时，日本在中国占领区内也大肆策划成立各种“回教”组织，挑拨回汉民族矛盾，企

图分裂中国。“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扶植满族废帝溥仪在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政权，开启了

利用中国少数民族分裂中国的先声。对于人口众多，占据重要地理位置且又与中亚、西亚各国具

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中国回教民族，日本“用心之笃，爱护之热，希望之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

地步。因此，扶植、拉拢个别回教民族分裂分子，成立各种“回教”组织一时风起云涌。1934

年 2 月 17 日，在日本顾问提议下，伪满洲国在首都新京成立了“伊斯兰协会”，这是日本在中国

策划成立的第一个“回教”组织。“协会”成立后，由日人川村狂堂主持、管理满洲回教徒，他

到处鼓吹“以回教为国家之重要分子，不特能为满洲建全之国民，抑且能为世界和平之领导”5，

煽动回教民族独立建国以割裂中国。7 月 3 日，日本关东军策划组织成立了囊括全东北的“满洲

伊斯兰教协会”，在其成立一周年之际时，在东北已有 10 个办事处，166 个分会。61936 年 11 月，

日本将“满洲伊斯兰教协会”改为“满洲回教协会”以利于其宣传。平津沦陷后，日本于 1937

年 8 月在天津策划组织“天津回教会”，10 月 24 日又在北平策划组织“北京回教会”。为了加强

各回教组织的联络，1938 年 2 月 7 日，日本又策划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国回教总联合

会大会”，日本陆军特务部部长喜多诚一少将以及大使馆森岛参事参加，该联合会“最高指导者”

是北京特务机关长茂川秀和。大会决定组织“中国回教总联合会”，于华北、西北、内蒙古、华

中、河南、西南等地各设联合总部。在华北联合总部下，于北京、天津、济南、太原、张家口、

包头设置区本部。7“中国回教总联合会”宗旨为“提倡东亚精神、积极进行防共”8。该“联合

会”还于 4 月 9 日决定设立“回教青年训练所”，加强对回教民族青年的统治。在日本支持下，

该“联合会”迅速扩张，仅仅一年时间，就成为一个拥有 389 各分会的庞大组织。9 

此外，1938 年 11 月，日本在张家口张罗成立“西北回教联合会”。在包头、广州、张家口、

承德等地相继组织了“蒙疆回教联合会”“广州回教协会”“中国回教青年团”“西北回教民族文

化协会”“防共回教徒同盟”等等“回教”组织。在教育方面，日本通过改组“西北学院”，创设

“实践女中”等方式拉拢回教民族同胞实现“回民在建设东亚新秩序中的义务”。10总之，这些“回

教”组织共同的宗旨就是：加强“防共阵线”，打倒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拥护“友邦仗义兴师”，

实现 “中日共存共荣”。 

 

                                                        
1 《关于树立回教对策》，昭和 13 年 8 月，外务省记录，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JACAR 系统电子版，查

询编码 B04012533600. 
2 “日本野心”，《京报》, 1933-04-4(2). 
3 [日]大日本回教协会调查部编，《回教要览》，东京：天一出版社, 1943.48-49. 
4 唐震宇，“东亚新秩序与回教徒之自觉”，《回教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40-03.7. 
5 “伊斯兰协会已批准成立矣”，《盛京时报》1934-02-18(3). 
6 回教圈考究所编，《回教圈史要》，东京：四海书房，1940(1):300. 
7 “中国回教联合会宣言打倒共产主义”，《盛京时报》1938-02-08 号外(1). 
8 [日]回教圈考究所编，《回教圈月刊》第二卷第一号. 东京: 四海书房，昭和 14(1).9. 
9 中国回教华北联合会总部，《中国回教联合会第一年年报》，第 93 页。 
10 唐震宇，“东亚新秩序与回教徒之自觉”，《回教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4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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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罗个别回教民族分裂分子“反苏”“反共”“反蒋”，妄想“共存共荣” 

 

中国西北地区，在地理上与苏联接壤，是路陆连接中亚、西亚及苏联的重要通道，因此地理

位置极其重要，可以说无论由国际上还是国内上来观察，实为决定东亚和平之关键。因此，通过

“回教徒”和“回教工作”，向中国西北地区扩张，对于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十分重要。所

以，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日本大本营陆军参谋部第二部就已经制定了一份《关于支那进行长

期抵抗的情势判断》的军事机密文件。在文件中列举了很多条可以促使国民政府崩溃的策略，其

中第六条为：“致力于怀柔西部内蒙古及西北地区的回教徒，扶植亲日反共反国民政府的势力，

以阻止苏联经外蒙及新疆方面输送兵器和军需物资。”1[33]而“日本国际协会”也提出了类似的对

于时局的对策2。因此，日本各界打着“共存共荣”的幌子，积极进行网罗、拉拢个别回族分裂

分子的各种活动。 

首先，日本各界打出“反苏”“反共”“反蒋”的口号，借以拉拢“西北五马”3为其所用。

在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内有一种说法，他们认为“回教徒”因其宗教信仰与汉族不同，因此“先天

就是反共的”，而具有亲日感情。同时，日本认为具有强大实力的回教民族军阀，即“西北五马”

与国民政府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易于拉拢。4 为进一步分化拉拢马姓军阀，日本于 1938 年 5

月 7 日成立了“防共回教徒同盟”团体。在成立大会上发表的《伊斯兰教徒反共同盟宣言》中向

“西北五马”呼吁：“位于支那边境西域的五马联盟应该与南方的土耳其遥相呼应，高举反共运

动的烽火，切断苏联对支那的红色通道，击破蒋介石容共政策的最后抗日据点。在此基础上，我

等回教徒同志以神国日本为盟主，为了亚细亚文明的复兴，为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结成

伊斯兰教徒反共同盟。”5 

鉴于“西北五马”对于日本的“国策”具有如此重大意义，因此加强对“西北五马”的拉拢

成为其对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一方面，日本打着“回人治回主义”，软硬兼施，拉拢一些阿

訇、教长等，要他们呼吁“‘西北五马’在友邦日本协力之下，建设西北回疆乐土。即以西北陕、

甘、宁、青、新五省为范围，以全体回民为基础，以其部下为中心势力，拥戴一有利首领，建立

一回族新式政权，而为东亚防共之一环。”6 另一方面，重点拉拢掌握宁夏、青海命运的马鸿逵、

马步芳。因为宁夏、青海地处北接蒙疆，东南与甘肃、陕西连接，前面是黄河，背靠贺兰山，地

处西北交通要地。对于日本的“西进政策”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对此，日本驻沪总领事日高信

六郎在向广田弘毅外相上报的电文中指出：“如果驯服了青海的马步芳，切断从哈密经兰州至西

安的通道，就因此切断了苏联向汉口政府提供武器的道路，就等于掐住了汉口政府的命门。这件

事不仅可以加快事变的解决，而且也可以阻止赤化势力依托这个通道东进，因此是一个十分切合

                                                        
1 《关于支那进行长期抵抗的情势判断》，昭和 12 年 11 月 23 日，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REEL NO.A-0221. 

JACAR 系统电子版，查询编码 B02030548200. 
2 1938 年 4 月，“日本国际协会”提出了《对支时局对策》，其中第六项对策就是“推进怀柔边境民族及回教徒工

作”。（王柯，“日本侵华战争与‘回教工作’”，《历史研究》2009,（5）: 103.） 
3 所谓“西北五马”，此处是指盘踞在中国陕西西部、甘肃、宁夏、青海及新疆一带的马鸿逵、马鸿宾、马步芳、

马步青、马仲英。他们都是回族且拥有军事实力的人物，他们支配着中国西北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大权，是

决定中国西北命运的主要人物。因此，他们受到了日本的密切关注，对“西北五马”的起因，变迁、现在的动

向以及国民政府对“五马”的联络工作都进行及积极地研究，妄图分化“五马联盟”及国民政府与“五马”的

关系。（[日]外务省调查部编，《回教事情》第一卷第一号, 昭和 13 年 5 月 23 日. 14-24.） 
4 日本回教圈考究所编的《回教圈史要》中，对于“西北五马”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就认为，“很明显，居住在支

那西北角受马姓军阀统治的回教徒，未必会倾听按照赤化音符吹奏出来的抗日笛声。”（回教圈考究所编，《回

教圈史要》，东京：四海书房, 1940, 293.） 
5 《第一八号（别电、部外极密）》，昭和 13 年 5 月 9 日.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JACAR 系统电子版，查询

编码 B04012550300. 
6 张洪涛，“西北于防共上之重要性”，《回教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9-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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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的措施。”1 

对此，广田外务大臣也认为应对于支那事变直接产物的“西北回教圈”，即“五马联盟”的

动向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应该“利用宗教目的”来巩固“五马联盟”，使其从事“防共”“反蒋运

动”。2而在日本的蛊惑宣传下，马鸿逵在其控制的“宁夏省回教协会”的会议上，每次报告的主

旨皆是“防共”，在其制定的宣传口号上也每次都有“共产党是回教的敌人”标语，煽动回教群

众仇恨共产党。3 而一些受其迷惑的个别回教民族分裂分子也积极宣扬“反共”“反蒋”、响应与

日本“紧密提携”、“共存共荣”等言论4。民族分裂分子张洪涛便是追随日本叫嚣的代表人物，

他在《回教月刊》上发表了大量反动文章“大声疾呼”要联合“五马”势力，进行“反共”“反

蒋”。他指出：“现欲求中共赤化势力根绝，则非捣其巢穴，断其联络不为功。西北既存有五马势

力，且俱为反共之有力者，如能以宗教之关系，促其联合，加强‘回族势力地带’，而为铲共之

中坚。盖如斯匪但阻断苏俄势力之前进，并可包剿中共于陕北一带。中共既除，‘赤色路线’塞

而不通，则蒋介石政权定随此崩溃。如是，西北即可明朗，而东亚之和平不难以实现也。”5 

其次，网罗、扶植个别回教民族分裂分子，组织各种“回教”团体，充当其“防共”工具。

据当时日本人实地调查，当时回教民族人口占中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显然是一大势力，而且“回

教徒”具有很强的团结力，因此事实上成为左右中国的重要“潜势力”。从中国的西北边境到西

南边境都与世界回教的中枢相连，因此应该进行仔细观察和研究。在中国，“回教徒”主要分布

的西北边疆，即新疆、青海、甘肃、陕西、山西、河北一带，因此“回教徒”应成为“防共”的

坚强壁垒。6 荒木文相在众议院会上对如何利用“回教”进行反共问题也进行了解释，他指出：

“对于回教问题，回教信徒，数及数亿，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且其信徒在东洋特多，概努力于

反共产主义，此为我人深为关心之处”7 因此，对于“目前积极防共上实居极为重要之地位”的

回教徒上层分子极尽扶植、拉拢、分化之能事。 

第三，日本在中国大肆宣传“回教民族”或推动“泛回教运动”，煽动回族积极“反共”，妄

想利用回族结成一条“防共阵线”。所以，一方面，日寇在中国各地到处宣传“共产党是反对宗

教的，我们回教是世界四大宗教之一，亦在被共产主义反对之列，所以我们亦要反对共产主义”
8。另一方面，充分利用成立的各种“回教”组织，发行报纸、杂志进行宣传9。在“中国回教总

联合会”会章中明确规定：该“总联合会”“对外主张中日满三国紧密提携，坚决反对共产主义”
10。在“西北回教联合会”工作要旨中也有类似地规定11。而且，为谋“日回亲善”，日本费尽心

                                                        
1 《关于利用青海马步芳的密件》，昭和 13 年 3 月 25 日。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JACAR 系统电子版，查

询编码 B04012985200. 
2 《本官发满苑电报第二十三号》，昭和 13 年 5 月 9 日。 [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JACAR 系统电子版，查

询编码 B04012550300. 
3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编，《宁夏三马》，北京：文史出版社，1988 年，第 200 页。 
4 如日寇回奸刊物《回教》所载言论：“防共就是回教徒的使命。若实行防共，我回教民族须与日本紧密提携，

共同图谋民族之发展，向堂堂正正的路上迈进。趁此时机，我回教民族团结一致，与友邦日本成一个生死线，

庶乎东亚安定而礼教不亡也。……。青年啊！赶紧觉醒吧！现在我们回教的复兴，是受友邦提携，将灭宗教的

共产党替我们膺惩了，所以，信赖友邦保护，这是我们要知道的。”等等（《回教》.4.） 
5 张洪涛，“西北于防共上之重要性”，《回教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39-06.12. 
6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 大日社, 昭和 13 年.51. 
7 [日]《回教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39(7): 45. 
8 余振贵，《中国历代政权与伊斯兰教》，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第 131 页。 
9 据初步统计，日本利用“伪回教”组织创办的杂志有《回教》（后改为《回教周报》）《回光月刊》《醒狮报》《伊

斯兰旬刊》《回教》《西北钟声》《回教月刊》等等数十种之多。这些刊物中的文章都鼓吹“中日共存共荣”“反

共防共”。仅据《回教》月刊第一、二卷共十一期的不完全统计，其中“反共防共”和为日寇侵略出谋划策的

文章就达到 75 篇之多。（彭年，“日寇控制下的伪‘回联’”，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

究委员会编，《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北京：北京出版社，1987 年，第 300 页） 
10 [日]外务省调查部编，《回教事情》第一卷第一号，昭和 13-05-23.96. 
11 1938 年 11 月，日本在张家口张罗成立了“西北回教联合会”。该会工作要旨：（1）率领西北全体回教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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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召集中国各地“回教”组织的上层代表人物参加在东京召开的世界回教徒大会第一次会议暨回

教圈展览会。在日本顾问的帮助下，华北各地“回教”组织首脑及太原的教育家，西北的实业家

共 12 位组团参加。为了显示对他们的尊重，在日本，他们被特意安排参观了首相官邸、文部省、

海军省、拓务省、外务省、陆军省、商工省等处。1 同时，为标榜重视回族和伊斯兰教，挑选个

别回族分子出任地方官。日军占领包头后，为实现其“西进政策”，特意挑选回族人金朝文担任

包头市长，回族商人杨立堂为包头回教公会会长，不久又启用回族人蒋文焕担任西北保墒督办公

署督办。此外也重用了韩梅亭之类的阿訇，以此笼络回教民族人心。2 

第四，故意夸大回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挑拨回汉关系。日本利用历史上回汉两民族之间的矛

盾以及生活习惯风俗的不同，挑拨个人私争，离间民族感情，大肆宣传“回回并不是中国人”3“抗

战是为了汉人”“抗战是为了蒋委员长”“援助回民自治”4等口号，企图鼓动回族群众脱离国民

政府，组织所谓“回回国”，以遂其私图。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又到处挑拨回汉两族之

间的关系，对于回教同胞“施以诱惑离间藉以分化我抗战的力量与坚固统一的局面，以遂其‘以

华制华’的野心”5。因此到处宣传“抗战是为了汉人”，而日本 愿意“帮助回民自治”，实现回

族的“自觉独立”；还利用回民信仰宗教的心理，打出了“尊崇回教”、“维护回教”、“提倡回教”

的幌子，欺骗迷惑回族同胞，以此分裂回汉两民族之团结。6 同时，鉴于当时国民政府否认各民

族平等，而推行“大汉族主义”的民族政策，日本外务省则积极利用国民政府这一错误的民族政

策，不遗余力地在其创办的《回教事情》杂志上大肆宣扬中国回汉两族仇视事件7。这种宣传就

导致了个别不明事理的回教民族分裂分子利用日本的“防共”“反蒋”等政策，在回教民族群众

间进行破坏抗日、投降日本的阴谋活动，给中国抗战造成了严重消极影响。 

 

       *     *     *     *     *     *     *     *     *     * 

 

20 世纪上半期，中日两国处于严重对立时期。尤其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到抗日战争胜

利期间，可以说中日两国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在这段时期内，国民党政府始终把回教民族当做中

华民族中的一个宗族，把回教民族问题当做宗族问题对待，采取“采取大汉族主义”的同化政策，

这就为日本利用回汉民族问题分化中国提供了契机。鉴于“‘回回穆斯林’是一个能帮助日本联

系中国北方和内陆亚洲地区的集团”8，因此，以“制定恰当的回教政策为着眼点来考虑东亚全

局的重大任务”9成为日本各界的共识。所以在 20 世纪上半期，日本各界为顺利实现征服中国，

进而征服世界这一“国策”，便采取各种手段拉拢、分化回族同胞，挑起回汉民族矛盾，这就给

                                                                                                                                                                       
并联合世界教胞，使各大民族永远协和，与日本帝国及防共诸国，共维东亚和平。（2）发扬回教固有文化道德，

励行普及教育，使青年得到正确思想。（3）与防共国家，及各大民族共同携手，勇往防共阵线，一起灭此朝食，

而维回教安全。（西北回教联合会会报编辑室编.，《西北回教联合会一周年纪念号》（出版地不详），西北回教

联合会 1940, 1.） 
1 丹子万，“日本回教展览会参加经过感想“，《回教月刊》第二卷第四期，1940-03.20. 
2 吴懋功、王质武，“日军占领时期的包头回族人民 1937-1945”，包头市民族宗教志编修办公室、政协包头市东

河区文史委员会合编，《包头回族史料》，无出版地址，1987-10.45. 
3 宁夏省政府教育厅，《宁夏回教教长战时教育问题讨论会专刊》第一集，宁夏省政府教育厅，1938-09. 
4 刘春，“日寇灭亡回回民族的阴谋”，《新中华报》 1939-07-28(2). 
5 白崇禧，“动员回教精神”，《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一卷第五期.4. 
6 刘春，“日寇灭亡回回民族的阴谋”，《新中华报》 1939-07-28(2). 
7 据日本调查，自民国 21 年（昭和 7 年）11 月至民国 24 年（昭和 10 年）6 月，在中国内地先后发生了“南华

文艺侮教事件”、上海“北新书局侮教事件”、河南“归德县回汉互斗事件”等等共 13 起回汉两族仇视事件。（[日]

外务省调查部编，《回教事情》第二卷第一号, 昭和 14 年 2 月 20 日, 9～12.） 
8 [日]安腾润一郎, “Japan’s ‘Hui-Muslim Campaigns’ in China from the 1910’s to 1945” ，《日本中东学会年报》。 

2003(18-2): 21. 
9 [日]若林半，《回教世界和日本》，东京：大日社，昭和 13 年.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