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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报社 20 世纪前半期东亚问题调研机构与 

人脉 1

土屋礼子

主讲人简介

土屋礼子，1958 年生于日本长野县。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术研究

院教授、早稻田大学 20 世纪媒体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为媒体史、历

史社会学等。主要著作有《大阪的锦绘新闻》《大众报纸的源流——明

治时期小新闻的研究》和《从对日传单解读太平洋战争》。

卓南生（北大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学术主任、“北大新闻学茶座”

主持人）：我们北大新闻学茶座第 27 次活动现在开始，土屋老师的主讲

题目是“日本报社 20 世纪前半期东亚问题调研机构与人脉”。土屋老师

和我是老朋友，20 多年前土屋老师还在一桥大学山本武利教授的指导

1　 本文据“北大新闻学茶座”第 27 次活动（2013 年 3 月 16 日）的主要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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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攻读博士课程时，曾在日本新闻学会做了一次出色的报告，当时大家

都认为她是颇有潜力的学者。现在，土屋教授在早稻田大学任教。早大

新闻系实际上在 1969 年就关门大吉了，我是早稻田大学新闻专业的最

后一届毕业生，所以，对早大新闻系有着较特殊的感情。我们新闻专业

的毕业生曾成立同窗会，每五年会召开一次会议，要求校方复办新闻系。

前几年，校方终于在政治经济研究院里设立了新闻学方向的课程。尽管

这和我们新闻系毕业生的要求相差甚远，但同窗们还是挺高兴的。另外，

土屋老师的研究跟我的研究有相似之处，都是搞新闻史。新闻史在日本

跟中国一样都是冷门，所以，我们新闻史研究者彼此都认识，并都相互

关心对方的研究动向。土屋老师的研究是从明治时代有关日本大众报纸

的源流着手进行的，这是她博士学位论文的课题，据说中文译本很快就

会面世。另外，她最近的成果是有关太平洋战争期间传单的研究，这是

一个值得大家关注的研究课题。今天的翻译者是北京大学日语系博士生

葛奇蹊同学。

接下来请土屋老师主讲。时间具体安排如下：前一个小时交由土屋

老师，然后休息大约十分钟，剩下的时间则是互动。

研究缘起

土屋礼子：大家手头可能都有我草拟的提纲了，今天我演讲的题目

是“日本报社 20 世纪前半期东亚问题调研机构与人脉”。主要内容是围

绕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就是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期间，日本

报社所设的一些有关东亚的组织以及其中一些人员的活动情况。我选择

这个题目跟我的专业背景有关系，我主要研究新闻史，从 19 世纪 7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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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到 90 年代明治时代的日本新闻史。这个时期之后的一段时间，日本

的新闻业界有很大的发展，首先是大众化，然后是产业化，相关的企业

也发展起来。但与此相比，中国的新闻业似乎没有太大的发展。19 世

纪末到 20 世纪初，也就是清末民初的时候有不少中国知识分子来到了

日本，于是，日本出现了不少熟悉日、中两国媒体的人士。另外，日本

人也接踵而至在中国发行报纸。我对此动向非常关心。

对于 1920 年以后日本人在中国或东亚出版、发行报纸的研究著作

是有一些的，这些研究在范围上涵盖东亚的朝鲜半岛、“满洲”、天津、

上海等地域 ；出版媒体的使用语言既有日语，还有中文等。但是，深入

的探讨研究著作可谓凤毛麟角。研究薄弱的理由大体上有两个：一是系

统保留下来的报纸和杂志的一手资料较少 ；二是对当时的日本媒体，尤

其是在中国出版、发行的媒体的评价比较低。也就是说，协助日本发动

侵略战争和宣传日本帝国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新闻媒体被认为是日本

的国策媒体，是没有研究价值的。我也因此对于 30 年代到 40 年代的报

纸没有进行直接研究的决心。所以，我做了如下这样一个课题，即第二

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针对日军制作的传单研究。我走访了美国、英国和

澳大利亚等国家收集相关资料，并就“对日心理战”是怎么回事进行了

分析，通过这些资料，我也知道了盟军是怎么对日军进行心理战的。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为对占领下的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造，

不仅搜集了许多关于日本的信息，也获得战时日本外务省、“满铁”和

军部关于中、朝等殖民地的大量情报。这些情报最主要的来源就是当时

日本报社及其相关情报调查机构有关这些殖民地的调查记录。这个领域

的研究者历来都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当时媒体如何报道战争上，但我觉得

这还不够，我想进一步探讨当时的日本报社是如何设立这些情报调查机

构的？又是怎样收集资料的？由于这方面的资料收集还比较少，还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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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实，我今天只能以阶段性成果发表的形式来汇报一下我的研究状况。

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日本报社的亚洲报道和对亚洲的认识。要

想了解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必要先了解从 20 世纪 20 年代到 40 年代日

本报社所设立的有关东亚的研究部门，比如除了“东亚调查会”这样的

情报机构外，还有负责新闻报道的、广泛分布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东亚

部”。大家可以注意到“东亚”这个词，本来在 20 世纪初的日本大正时

期设立时叫作“支那部”，后来才改成了“东亚部”，之所以更名跟他们

对亚洲认识的改变不无关系。

当时日本各大报社在中国大陆各地设立了很多分社，时间是 20 世

纪 20 年代到 30 年代，关于“支那部”改成“东亚部”的具体原因，我

的调查还不是很充分，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一下。“东亚部”不是在

1945 年日本战败后就自然消失了，它一直存续到 1949 年。接下来，还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是与东亚相关的情报调查机关。《每日新闻》设

立了“东亚调查会”，《朝日新闻》设立了“东亚问题调查会”。《每日新

闻》的“东亚调查会”始于 1929 年，1945 年自动解散，它的后身叫“亚

洲调查会”，主要是由“东亚调查会”出来的这些人成立的；《朝日新闻》

的“东亚问题调查会”在 1934 年创立，由时任主笔绪方竹虎提倡建立。

这两个组织的主要工作不是报道新闻，而是收集中国大陆方面的信息来

进行分析和讨论，同时也包括出版活动。

《每日新闻》社与“东亚调查会”

《每日新闻》社的“东亚调查会”创立于 1929 年，发起人是时任每

日新闻社的社长本山彦一，同年 7 月 27 日在东京开始活动。在同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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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当天，每日新闻社就提出了两个构想，一个是设置东亚调查会，另

一个是开展健康增进运动。这两个构想的理念是新闻组织除了重视报道

之外，还可以从事其他贡献社会的活动。“东亚调查会”的基本任务是

作为对东亚各方面问题进行调查、研究的一个特殊机关，广泛委托各方

的有识之士担任顾问和评论员。为什么要设立这样的一个机关呢？因为，

当时的政府和政党忙于政治斗争，“东亚调查会”是为了“东亚百年国

策的树立”而设立的。当时，日本国内的政治情况不是很稳定，共产党

活动比较活跃 ；此外，军部也逐渐掌权。

“东亚调查会”列了许多章程，也许大家看了会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第一条是在总部内部设置调查会 ；第二条是东亚调查会对东亚各国范围

内与日本有紧密利害关系的各种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根据需要公开研

究成果。目的包括以下几项：除了要普及与东亚相关的知识以外，对于

与该会立场一致的个人或团体提供适当的协调与援助，向当局提出建议

或唤起舆论关注，通过实际手段获得效果。这里提醒大家注意：如何“通

过实际手段获得效果”，这是比较关键的一点。第三条写到，本调查会

的主张和活动与《大阪每日新闻》《东京日日新闻》《英文大阪每日新闻》

和《东京日日》等报社无关。本条中提到了四个报社，其实它们是一个

组织。章程上虽然明确表示与报社无关，但实际上是有联系并接受其资

助的。第四条就清楚指出该会的本部设在大阪每日新闻社社内。第五条

规定正、副会长由每日新闻社董事会推荐，专任理事也是由董事会来推

荐。宣称跟每日新闻社没有关系，但正、副会长却由每日新闻推荐，两

者的关系耐人寻味。

调查会会长从一开始就由本山彦一担任，他去世后则由德富苏峰接

任，但并非是会长，而是以顾问的形式来参与的。当时的专任理事是楢

崎观一，常任理事为黑田乙吉，主事是松本鎗吉和引田哲一郎。关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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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物，接下来我还会做介绍。至于该会的理事，则包括每日新闻东亚

部部长田中香苗、西部东亚课长高桥公彦、出版次长马场秀夫，还有战

后非常有名的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的父亲丸山干治，他是客座研究员 ；

此外，还有论说委员森正藏。顾问共有 14 名，评论员有 38 名，其中包

括陆军大将宇垣一成、每日新闻社社长奥村信太郎和近卫文磨公爵、光

永星郎贵族院议员等军部和新闻社的人以及议员等。我们从中能看出报

馆与政府官员、议会和军部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对他们各自的工作也是

比较有利的。

东亚调查会究竟做了哪些工作呢？我的调查迄今为止可以列出以下

几条：

首先，是提出问题让大家进行讨论，然后做出建议和决议。其中有

一条建议是“在中国动乱期确保海陆交通等四项”。1931 年 9 月，该会

又提出“主张日本在满洲的自卫权”的建议 ；1932 年 9 月提出了“排

斥国际联盟的干涉”。看了这些建议，不难看出调查会和当时日本的国

策是并行不悖的。

其次，是出版刊物，目前总体情况还在调查中，我暂时列举一些。

比如，1933 年出版了手册《围绕支那满洲的各种问题》；德富苏峰主办

的杂志《东亚问题研究》，从 1940 年创刊开始到 1942 年一共出版了 6 期，

前面介绍过的几位主要的理事也投稿给该刊。这份刊物的主要目的就是

宣传“大东亚共荣圈”的思想，后来又发行了叫《东亚调查会》的手册。

主要内容是有关亚洲各地域的问题，比如，1942 年的《焦点下的北方

问题》；1943 年的《南方报告》，内容着重探讨当时苏门答腊军政统治

面对的各种问题以及爪哇岛建设的问题 ；1944 年出版了《支那问题解

决的途径》。

此外，东亚调查会还做了很多工作，详情有待我进一步调查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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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记载来看，这个组织在 1945 年 8 月以后就自然解体了。比较有意思

的是，这些组织中的一些人，他们不但活跃在战争时期，在战争结束之

后他们仍然留在媒体工作。

下面我举一个例子，具体人物是曾任《每日新闻》社东亚部部长的

田中香苗（1904—1985）。他在日俄战争时期的 1904 年，出生在日本的

香川县，后来在日本人于上海建立的东亚同文书院学习，毕业后曾教授

中文和中国的文化。这个学校培养了很多在亚洲地区活动的日本人才。

东亚同文书院在日本战败后就自然消失了。它与日本爱知县的爱知大学

是很有渊源的，爱知大学创立时要以东亚同文书院来命名，但未获得

GHQ（盟军总部）的许可。田中香苗在东亚同文书院毕业后先后曾担任

《每日新闻》天津支局员 ；接着又到奉天当了特派员，写了《现代支那

的变更过程》（1938 年）、《东亚的开展及支那的史观》（1939 年）和《汪

兆铭与新支那》等著作 ；其后成为每日新闻的东亚部部长。1949 年他

又担任了综合技术调查室的室长，曾经参与创建《每日新闻》东京广播

电台。接着他分别出版了《新闻和新闻记者》（1949 年）和《从军记者：

日本战争外史》（1965 年）两本著作。1956 年成为每日新闻社的董事 ；

1961 年任每日新闻社董事社长和编辑主管 ；1964 年成为 “亚洲调查会”

的副会长 ；1968 年任会长主笔，70 年代担任代表董事社长，他的活动

时期十分长。1987 年有一本传记出版，名字是《回顾田中香苗》。

另一个值得向大家介绍的人物是楢崎观一（1885—1965）。他主要

是从事朝鲜问题的研究，代表作是《满洲、支那、朝鲜：新闻记者 30 年》

（1934 年）。战前他在“满洲”、朝鲜和中国十分活跃，是这方面的专家。

楢崎观一的其他著作还有：《朝鲜最近史》（1912 年，共著）、《欧战后的

支那》（1921 年，译著）、《兴亚建设的基础知识》（1940 年）、《大陆行路》

（1943 年）和《新闻记者五十年》（1955 年）。关于楢崎观一，以后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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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做进一步调查。

马场秀夫（1901—1979）是对苏联问题比较熟悉的记者。他的著作有：

《实地观察下的苏联》（1934 年）、《大东亚战争和国际形势的展望》（1942

年）和《苏联的潜力》（1943 年）。

松本鎗吉主要关注中国方面的问题，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他的

著作有：《支那的政党》（1919 年）、《各国在支那的权益》（1941 年）、《支

那问题的解剖》（1942 年）、《支那的保甲制度》（1943 年）、《毛泽东传》

（1946 年）和《中国人的特性和生活》（1947 年）。

黑田乙吉（1888—1971），出生在福冈县，毕业于熊本师范学校。

那个年代的记者和新闻业界人士，出身于九州的非常多，从事商业活动

的也多出身于九州。黑田乙吉比较崇拜列夫·托尔斯泰，在学习了俄语

之后前往苏联。他首先担任了《大阪每日新闻》的通讯员，1917 年成

为莫斯科的特派员并且报道了十月革命。他 1920 年出版了《令人头疼

的苏联》，并对西伯利亚出兵问题进行了报道 ；担任哈尔滨、莫斯科特

派员期间完成关于风俗水土与产业方面的著述（1922 年）；接着出版了 

《关于 1937 年的北冰洋工作》（1938 年）；返回《每日新闻》本社后黑

田乙吉撰写了《苏联塑像》（1948 年）；1951 年他成为国会图书馆特别

调查员，译有《特鲁斯特依人生读本：永远的灯火》（1968 年）。他曾任

苏联研究会的专务理事。东京大学也设有黑田乙吉文库。

中保舆作主要研究朝鲜问题，也写过中国的报道，是这个领域的专

家。他的著作有：《满洲国皇帝：新帝国创建秘史》（1935 年）、《是红色

亚洲还是防共亚洲》（1937 年）、《汪兆铭和新中央政府》（1939 年）、《最

近支那共产党史》（1940 年）、《大东亚共荣圈的基本理念》（1941 年）、《新

朝鲜的政治形势》（1946 年）、《韩国的政变和实际情况》（1960 年）和《日

韩新时代》（19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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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善守（1907—1997），曾任《每日新闻》天津分社的论说委员长。

后来写了《应邀看到的中国》（1956 年）。1956 年获得沃恩上田纪念国

际记者奖。

吉冈文六出身于熊本县，是东亚同文书院的毕业生。担任过《每日

新闻》北京通讯部员，后转战北京、上海，当过东亚部部长和编辑局长。“二

战”之后，辞职归乡，1946 年去世。据说他辞职是为了对日本战败负责任。

村上刚也是出生于熊本县，东亚同文书院毕业。他当过《每日新闻》

南京分社社长、上海分社社长、东亚部部长和论说委员。

村田孜郎（？—1945），出生于日本的佐贺县，毕业于东亚同文书院。

担任过《大阪每日新闻》上海分社社长，其间出版了《支那的左翼战线》

（1930 年）；后来成为《东京日日新闻》的东亚课长。著作有《蒙古风云》

（1936 年）和《宋美龄》（1939 年）。后来担任过读卖新闻的东亚部长和

上海市政府的顾问。他翻译了不少中国名人的著作，包括蒋介石、郭沫

若等。

以上介绍的是《每日新闻》东亚调查会一些成员的情况。

《朝日新闻》社与“东亚问题调查会”

《朝日新闻》的东亚问题调查会在 1934 年 9 月成立。这个调查会根

据前一年视察过中国东北三省和华北地区的绪方竹虎的构想设立。它成

立的目的是想成为与陆海军、“满铁”和大企业一起研究东亚问题的智

囊机构。“东亚问题调查会”的首任会长是战后遭到远东法庭审判的战

犯下村宏，他曾是台湾总督府的民政长官，后历任《朝日新闻》社副社

长、贵族院议员、NHK 会长和情报局总裁，战后则成为拓殖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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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会的干事神尾茂和常任干事大西斋、太田宇之助、嘉冶隆一、波多

野乾一等人，也有相似的经历，即战前大都曾在东亚同文书院学习，毕

业后进入《朝日新闻》社前往中国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担任特派员，

后成为东亚部部长或论说委员，与军部、满铁、外务省来往密切，战后

依然活跃在日本的媒体、官方机构或教育领域。

东亚调查会在 1940 年废除了，名字改为“中央调查会”，实际做的

工作没有改变。有关它初期的活动还不太清楚，该会初期的刊物，比如

《朝日东亚年报》，信息量非常大，可以说搜集了中国各地及周边地区的

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地理、交通、人口等各方面的数据，并进行

了理性和冷静的分析。

接下来介绍的是《朝日东亚报告》，一共有五篇文章。第一篇是《香

港与海南岛》；第二篇是《满洲》；第三篇是《支那的租借》；第四篇是《北

洋渔业》；第五篇是《蒙疆》。它也是收集亚洲地区的数据资料的情报组织。

《最新支那要人传》这部著作记录了 350 名人物的活动，通过照片

的方式对每个人进行详细的介绍。这些工作是《朝日新闻》记者协助完

成的，由此可以看出《朝日新闻》记者收集信息的能力。

下面来介绍一下东亚调查会的组织成员。绪方竹虎（1888—1956），

出身于福冈的修猷馆，修猷馆曾先后向中国派出了许多想研究亚洲情况

的志士。他后来进入《大阪朝日新闻》，先后担任过政治部部长、“支那

部长”、常务董事和主笔等职务。在“二二六”事件后，《朝日新闻》被

军部袭击，他负责和军部进行谈判。后来进入政府担任国务大臣兼情报

局总裁，1946 年被免除公职。但 1952 年他当选了众议院议员，并创设

了内阁总理大臣官房调查室，是战后日本情报机关的创始人之一。

下村宏（1875—1957），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进入递信省工作。

1915 年任台湾总督府的民政长官。1921 年进入《朝日新闻》社，19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