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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移民一殖民研究到”跨境”研究：从萨哈林岛看东北亚

中山大将＊

1、日本帝国和人口移动研究

日本在帝国主义时期就人口迁移政策方面，主要有以下三条（1）。一是将农村劳动人口转移

至城市以及工业部门的国内劳动迁移政策： 二是将日本本土人口转移至殖民地的殖民政策；

三是向海外转移人口的移民政策。 其中，第二条和第三条属于人口越境迁移。 由于通过这两

条政策离开日本本土的人通常是由于无法在日本本土获得土地、工作或粮食，因此这两条政

策通常伴随着一个“不可逆”的前提，即这些人不会再回到日本。

二战后，日本的人文社会学者通常从两个角度对日本越境迁移史进行研究，即殖民地史

和移民史的角度。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们的研究继承了战前移民政策的大前提，即认

为这些人不会再回到日本。 然而近年，无论是殖民地史研究抑或移民史研究，都对以上前提

提出了质疑。 在殖民地史研究方面，有学者提出不应区分“殖民”和“移民”。 在移民史研究

的方面，有学者提出应扩大“移民”的概念。 随着由殖民地回到日本本土，或是由一个殖民

地迁移至另一个殖民地的移动不断受到关注，“移民”、“越境”等专有词汇也逐渐被广泛使用 。

2、越境和“跨境”

然而，“越境”这一概念却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 比如，“越境”通常会忽略国境等“界

线”的变化，或是忽略个人复杂的社会地位及生活的变化。 对此可以总结为“界线”的固定

化及移动主体的固定化。

为了克服以上“越境”观点的局限性，近来日本北海道大学的斯拉夫研究中心提出了“跨

境”这一概念。 左近幸村在他的著作《近代东北亚的诞生》中将移动的双向性作为“跨境”

的一个特征（2） 。 而岩下明裕将某一地域因国界线的变化而受到多个国家及文化的影响称为“跨

境化”（3） 。

对此，笔者在综合以上两位学者对“跨境”定义的基础上，对“跨境”进行了新的定义。

即不伴随任何移动而产生的“越境”称为“跨境”。 换言之，跨境是由于国界线的变化，而非

移动所产生 。 只讲概念似乎还太抽象，具体举例说明的话，萨哈林残留日本人就是跨境者的

一个典型 。 虽然今天住在跟昨天同样的屋子里，但事实上却处在了与昨天完全不同的国家。

3、萨哈林残留日本人的产生

萨哈林岛（4）的历史很复杂，自 19 世纪末期至二战结束，萨哈林岛的领属不断在俄罗斯帝

国和日本帝国之间摇摆。

1875 年根据桦太千岛交换条约，萨哈林岛全部归属俄罗斯帝国 。 而 1905 年朴次茅斯和

约之后，萨哈林岛北部归属俄罗斯帝国，南则归属日本帝国，这即是口本的殖民地“桦太”。

＊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日本学术振兴会特别研究员 PD （京都大学博士［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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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南部除部分自愿残留者以外，俄罗斯人大部分被遣返回大陆，日本人和朝鲜人先后从日

本本土及朝鲜半岛迁移至南萨哈林。 1920 年布尔什维克在北萨哈林建立新政权，但一个月后

日军占领北萨哈林。 1925 年，根据口苏基本条约，北萨哈林归属苏联，日本人及朝鲜人撤出

北萨哈林。 1945 年苏联军占领南萨哈林，日本人被遣返至日本本士，苏联人从大陆迁移至萨

哈林岛（5） 。

那么，为何会产生萨哈林残留日本人呢？ 1945 年 8 月苏联军占领南萨哈林，数据显示当

时的南萨哈林约有 38 万日本人、 2 万 5 千朝鲜人、 2 千少数民民族以及 200 名左右的外国人。

截至 1945 年 8 月 23 日，大概有 9 万日本人及朝鲜人转移至北海道避难。 之后有约 2 万 4 千

名日本人及朝鲜人依靠自己的力量迁移至北海道。 1946 年 12 月至 1949 年 7 月期间，有 27

万左右的日本人被遣返至日本本土。但事实上截止 1949 年 7 月，仍约有 2 万 3 千朝鲜人和部

分日本人残留在萨哈林。 根据笔者的调查（6), 1949 年 8 月南萨哈林约有 1 千 4 百名日本人。

这之中， 一部分是苏联需要的技术人员， 一部分是被苏联逮捕的军人及普通民众， 一部分是

朝鲜人家庭中的日本人。 事实上，最多的也是最后一种。

为什么日本人会在朝鲜人家庭里？对此，日本政府认为这些日本人是 1945 年 8 月到 1949

年 7 月期间跟朝鲜人结婚的日本女性。 日本帝国战败，朝鲜人是“战胜国民”。 日本政府认为

这些女性是抛弃了日本，跟“战胜国民”朝鲜人结了婚。

然而据笔者的调查，这并非事实。 残留日本人之中，有很多女性战前就已经跟朝鲜人结

婚，并且孩子很多 。 另外，在日本帝国期间，虽然父母都是日本人，但当了朝鲜人的养子的

日本人也不少 。 1905 年到 1945 年 8 月约有 1 万名朝鲜人从朝鲜半岛、日本本土以及远东迁

移至南萨哈林，他们与日本人一起工作学习生活。

1945 年 8 月以后，南萨哈林的年轻日本男性很少，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年轻日本男性之前

都被送往了战场。 而相对而言，年轻朝鲜男性则较多，这是因为战争期间约有 1 万 5 千名朝

鲜人作为劳动力被强制从朝鲜送往了南萨哈林。 因此出现了很多日本女性与朝鲜男性结婚或

再婚的现象。 由此可见，这些情况并非“战后”出现的，而是在“帝国”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4、萨哈林残留日本人的归国及其家属

很多萨哈林残留日本人在冷战期间一直作为朝鲜人在苏联社会的生活着 。 他们中绝大多

数的残留日本女性使用了朝鲜姓或朝鲜名，原因是她们的丈夫或父母是朝鲜人。 在冷战期间

萨哈林没有日本人团体。 苏联对朝鲜人实行了少数民族政策，但却完全忽视了日本人。

1956 年，根据日苏共同宣言，日苏两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萨哈林残留日本人希望回到

日本，因此向驻莫斯科日本国大使馆发出请求。 结果共计约 9 百名残留日本人回到日本。 与

此同时，约有 1 千 5 百名朝鲜人作为残留日本人的丈夫或孩子也回到了日本。 根据笔者的调

查，有五名日本人在冷战期间从萨哈林迁移至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些没有选择回国的日

本人也通过各种渠道试图与日本的家人取得联系。

1986 年，苏联经济改革开始了，后冷战时期到来。 1989 年，苏联政府开始准许外国人进

入萨哈林岛，日本本土的日本人可以访问萨哈林。 当时访问萨哈林的大部分是记者或者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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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住在萨哈林的人。残留日本人通过与这些日本人的交流，组成了日本人团体，开始了归国

运动。

1990 年以后，日本人和朝鲜人成功实现了归国。萨哈林残留日本人中约有 40 位回到了

日本。她们中有的是与丈夫一起回来，有的是在朝鲜丈夫死后才回到日本。

对于萨哈林残留日本人的孩子来说，事情似乎又变得不太一样。这些孩子既不会日语，

也不会朝鲜语，一直以来都是作为一个俄国人生活着。 对于年老的母亲要住到一个陌生的国

度里，他们充满了担忧。在考虑到与家人的关系上，一些残留日本人永久地放弃了回国。当

然，有部分人持不同想法，他们将父母的归国作为“移居国外”来考虑，并以此为契机在日

本开公司的人也有。而另一方面，因不能适应新环境决定回萨哈林或者企图自杀的人也有。

约有 3 千 5 百名朝鲜人在 1990 年以后回到了大韩民国。根据笔者的调查，他们之中有

38 位是残留日本人。这之中有一对兄妹最让笔者印象深刻，他们的父亲是朝鲜人，母亲是日

本人，最终哥哥回到了日本，妹妹却回到了韩国。

5、从萨哈林残留日本人来看东北亚与跨境者

萨哈林残留日本人经历了两个多民族的帝国：日本帝国和苏联。她们可以回去的祖国有

三个：日本、韩国、朝鲜。她们的家人居住的祖国有四个：日本、韩国、朝鲜、俄国。她们

的存在与生活通过跨越多个国家、民族与家庭等的界线而形成。

萨哈林岛只是一个事例，这之中的残留日本人属于东北亚的居民，属于“跨境者”。而跨

境者并不是例外，而是必然。东北亚体验过很多国境的变化，笔者认为应该可以称为“跨境”

地域。

对于生活在某个地方的居民来说，界线究竟意味着什么？什么是为了居民而设立的界

线？我们怎样跨境又怎样生活？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课题。

注
(1）关于日本移民、殖民研究的变迁请参看中山 C2012a）及（ 2012b ） 。

(2）左近还提出 “跨境”的两个特色，即“在确认界线存在的基础上进行跨越的动态性质”以及“包含有

界线的空间性质”。（左近 2008 年，第 2 页）

(3）在岩下所负责的研究项目 GCOE (Global Center of Excellence）“境界研究基地的设立”中，对“跨
境”概念的使用如下。“在现代社会，对于住在国与国的接触点，即国境这－实体空间的居民，当他们

的空间认识与集团意识之间发生偏离时，民族对立、国境纠纷等就会发生。 边界的瓦解（脱边界化）、

重新界定（再边界化），通过这样的过程影响到自他认识（跨境化）的现象正在全球同时出现。

( http: //borderstudies.jp/ program/ mission/ ) 
(4）萨哈林岛是位于黑龙江河口对岸的狭长岛屿，其面积约为 8 万平方公里，与地处萨哈林岛南面的北海道

本岛大小相近。中文文献中，自古以来一直将萨哈林岛称为“库页岛”。 “库页”指的是萨哈林岛的原住

民“阿伊努族”。 1934 年（民国 23 年）在由中华民国驻赤塔领事馆发往中国外交部的汇报中有一张颇有

意思的地图（参见附图 1 ）。在这张地图上萨哈林岛的北部被称为“俄属库页岛”，南部被称为“日属桦

太岛”。俄文标注北部为“CAXA且HH C萨哈林）”，南部为“O.KAPA①YTO C桦太岛）。由此可见，

在当时的东亚，对俄属（及苏属）和日属部分分别称为“萨哈林（Sakhalin）”及“桦太（Karafuto ）”

的习惯己经形成。事实上，如今的日本历史学者也运用同样的称呼，本稿也将采用这一说法，即将俄属

（或者苏属）部分以及时代称为“萨哈林”，日属部分及时代称为“桦太”。这里需要说明一点，在当代

日本，除老年人及部分国粹主义者，普通人都将萨哈林岛称为“萨哈林”。另外，有部分战后从萨哈林岛

移居至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韩人将萨哈林岛称为“升叫 CHwaTae ）”，这是“桦太”的韩语训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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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在 1930 年代中华民国外国部档案中萨哈林岛

出处：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外国部档案 ［ 110. 2/ 0001, 2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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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战后萨哈林岛的人口迁移以及战后萨哈林社会的情况， 中山（2012b）中有详细叙述。 为方便理解，

笔者通过附图 2 进行简单概述。 以下为相关词汇的意思。

［日本帝国时期（ 1905～ 1945 年）］

桦太人口（概数： 1945 年）
日本人： 约 35～40 万人
朝鲜人：约 2～3 万人
原住民： 约 2000 人
外国人：约 250 人

（在留人数）

［冷战期（ 1949～ 1986 年） ］

［战后（ 1945～ 1949 年） ］

。⑦

迁移人口（概数）
①疏散、逃亡： 约 9 万人
②偷渡： 约 24,000 人
③再偷渡： 200 人以上
④扣留：约 18,000 人
⑤撤回：约 30 万人
⑥进驻：不详
⑦移居： 约 45 +2. 6 万人

（流通人数）
萨哈林州的人口
（概数： 1949 年 8 月）
日本人： 约 1, 400 人
韩人： 约 2,300 人
高丽人：约 2,000 人
朝鲜人：约 26,000 人
总人口 ： 约 50 万人

（在留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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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冷战期（ 198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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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人口（概数）
①回国（日本）： 766 （日本人） + 1, 541 （韩人）人
②回国（朝鲜）：不详（含有 4 位日本人）
③移居（苏联内）：几千人（不详）

（流通人数）

附图 2：萨哈林岛与人口迁移（从 1905 年到现在）

出处：根据中山（2012b ）制成。

B 

迁移人口（概数）
①回国（日本）： 204 人（ 74 个家庭）
②回国（韩国）：约 3, 500 人

（流通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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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散、逃亡： 1945 年 8 月 9 日苏联参战后，桦太地方政府与日本军部合作，组织桦太的老年人、妇女、

儿童到北海道避难。这称为“疏散”。疏散于 1945 年 8 月 13 日开始，至苏联军 8 月 23 日占领首都（？）

后结束。 疏散者中包含朝鲜人。在同期间不坐政府或者军用船只而自己坐船到北海道避难的情况被称

为“逃亡”。 疏散者以及逃亡者的总数大约为 9 万人。

偷渡、再偷渡： 1945 年 8 月 23 日以后，苏联军禁止了宗谷海峡上船只的航行，对试图去往北海道的船

只进行了攻击。 然而，即使这样依旧约有 24000 人偷渡到北海道。 这被称为“偷渡”。 而另一方面，

有部分己经到达北海道避难的人，由于某些原因（寻找家人、取回财产等）又回到萨哈林岛，这被称

为“再偷渡”。

扣留：苏联军进驻后，不仅警察以及军人，地方政府以及民间有影响的人也被逮捕。 这些人种部分被送

往西伯利亚，部分在萨哈林岛内被强制进行劳动。 总数达约 18000 人。 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末除了死者

外，几乎都返回了日本。

撤回： 1946 年 12 月，美国和苏联缔结了有关苏联领内日本人的协定，因此至 1949 年 7 月约有 27 万

人回到了日本。 这被称为“撤回”。 由于协定中没有包含韩人（“韩人”是指 1945 年 8 月以前已经住

到桦太的朝鲜人），韩人不能离开萨哈林岛 。 但是，丈夫是日本人的韩人却可以与她们的日本人丈夫一

起坐上开往日本的船只 。 能不能坐上船只对于当时的韩人来说，是自觉他们的民族性的一个重要转机。

因为不少韩人在桦太社会很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作为日本人生活的。在笔者的调查中就有这样一个例子，

一家子正要乘坐开往港口的火车，父亲突然被人告密指出是韩人，因此无法乘坐火车，孩子们直到那

一刻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韩人，而这位韩人的妻子（孩子们的母亲）是日本人。

移居：苏联占领桦太后，苏联军人的家人、技术人员等等开始从苏联国内移居到萨哈林。 这些移居者中

包含了约 2000 名的“高丽人”。 “高丽人”指的是 1937 年以后被迫从远东移居到中亚的朝鲜人，他们

是作为管理萨哈林韩人及其他劳动者而被派到萨哈林来的，大部分高丽人是苏联共产党员 。 之后，普

通的苏联人也开始移居至萨哈林， 1949 年约有达 45 万的苏联人住在萨哈林。 另外，在同一时期约有

26000 名朝鲜人从朝鲜北部被派到萨哈林进行劳动。 也就是说，在战后的萨哈林存在着三种朝鲜人：

韩人、高丽人、被朝鲜劳动党派来的朝鲜人。 这些三种朝鲜人之间没有交流，因此即使笼统地将那些

人称为“萨哈林朝鲜人”，但事实上“萨哈林朝鲜人”民族共同体并没有存在过。 冷战期间，开始出现

韩人为了升学及工作等，取得苏联国籍后移居至苏联国内的情况。

(6）笔者自 2009 年至 2012 年对 14 位萨哈林残留日本人以及 9 位萨哈林残留韩人（包含归国者）进行了个

人史 C Life History）的调查。 协助笔者进行调查的组织以及团体如下。 日本方面包括日本萨哈林同胞

交流协会、北海道归国者支援交流中心、全国桦太联盟。 俄罗斯方面包括萨哈林北海道人会、萨哈林州
韩人会。 韩国方面包括安山市故乡之村永住归国者老人会。 这之中日本萨哈林同胞交流协会为笔者提供

了 9 种名册，以此大大促进了残留日本人数量分析的研究。 特借此机会对他们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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