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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凝视本土 重构记忆

初秋，记者在辽阳当地专家引领
下，来到辽阳白塔公园西南角，见到
这座闹中取静的满铁辽阳图书馆旧
址。这座一层建筑举架较高，门窗皆
为拱形，水泥结构起脊，室内铺设木
质地板，有典型的欧式风格。如今室
内被改建成“‘九一八’事变密谋地警
示馆”，免费对公众开放，成为勿忘国
耻警示教育的基地。

辽阳市城乡建设发展服务中心
主任邹东凯告诉记者，满铁辽阳图书
馆建立于 1910 年 10 月，占地面积为
260 平方米，经修缮后被列为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因为它承载着太多沉重
的历史。

尽管每天从这里经过的人络绎
不绝，但是却少有人知道，当年日寇
对中国东北实施大规模军事侵略时，
满铁图书馆充当了极其重要的文化

侵略角色。
满铁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

简称，是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于
1906 年在中国东北设立的国家垄断
资本殖民企业，日本政府企图利用满
铁拥有的各种特权，从政治、经济、文
化各方面扩张日本的势力，使东北变
成日本的殖民地。满铁首任总裁后
藤新平提出“文装武备论”主张，在此
思想的主导下，各种以文化为包装的
殖民统治政策先后出台。

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副所长李娜告诉记者，为统治东北人
民的思想、为侵略战争提供信息情
报，1907年，日本政府调任满铁理事、
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冈松参太郎筹建
满铁图书室。图书室隶属南满铁路
调查部，地址设在原大连玉町“满洲”
资源馆三楼，次年迁到大连东公园町

（现世纪街），这就是后来满铁大连图
书馆的雏形，也是满铁在中国东北设
立最早的图书馆。

“从 1907 年建立第一个图书室
开始，到 1945年日本投降，满铁在附
属地沿线建立起 31座图书馆。”李娜
介绍，它们分别位于奉天（沈阳）、辽
阳、新京（长春）、抚顺、营口、鞍山、铁
岭、开原、安东（丹东）、哈尔滨、四平、
公主岭等地，尤其是大连市数量较
多，有满铁大连图书馆以及日出町、
日本桥、伏见台、近江町、埠头、沙河
口、南沙河口共 8 座图书馆。此外，
满铁还对边远地区划分了 12个流动
区，150个阅览点。至此，日本已在满
铁沿线各主要城市和区域建立起了
纵横交错的文献网络，通过开展“巡
回书库”和“列车书库”等活动，强制
殖民区人民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

日本侵略者在附属地沿线建立31座图书馆

日军在东北建31座图书馆为侵略战争服务

满铁辽阳图书馆专门劫掠历史文献考古资料
本报记者 商 越 文并摄

“满铁图书馆是殖民图书馆，是
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服务的图书
馆。”李娜直言，满铁图书馆进行的一
切服务活动，以及对中国文献典籍的
收集、各种文库的建立、对内对外的阅
览活动等，始终围绕“文装”的侵略政
策在运行“武备”的力量，以图书馆为
桥头堡和大本营，收集调查中国资料
情报，向中国人和日本人灌输日本侵
略有功等思想，奴化愚弄东北人民。

为实现长期霸占东北进而侵占
全中国的野心，日本政府根据时局变
化，不断强化满铁图书馆的职能，规
定各地图书馆的藏书各有分工、各有
侧重，而且可随时调拨，做到资源共
享。如：满铁辽阳图书馆位于辽阳古
城，因此特别注重历史文献、考古资
料及名胜古迹等照片的收集，1937年
之后，为宣传日本的“圣战”，馆员又
到各地收集战事题材的图书；满铁大
连图书馆的任务是收集普通图书，同
时收集官方档案以及军事机密材料，

“供给会社业务参考”；满铁奉天图书
馆主要收集工商业图书、古籍珍善本
图书、各地重要方志、满蒙风俗图书
资料；满铁长春图书馆以收集东北地

方文献为主；满铁安东图书馆主要收
集港湾、关税、刀剑、军犬等资料；满
铁瓦房店图书馆重点收集土地、产业
方面尤其是园艺方面的书籍。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发
生了重大变化，满铁各图书馆的任务
也有所变化。据满铁大连图书馆馆
刊《书香》记载和馆员大谷武男回忆：
大连图书馆是“东西关系、学术综合
专门图书馆”，奉天图书馆是“交通工
学、工业社业图书馆”，哈尔滨图书馆
是“北满及苏联关系图书馆”。

据满铁文献记载，“九一八”事变
前，满铁图书馆向满铁提供了从中国
抢夺的中国陆军测量局制作的五万
分之一乃至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满铁
将其复印 2000 份，分发到各省。日
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正是运用了此
地图，这是满铁图书馆为军事侵略服
务的铁证。

为更周到快捷地为日本侵略服
务，满铁想尽办法加强对图书的管
理。“九一八”事变后，满铁各图书馆立
即参与战争，从藏书中选出与事变有
关的图书，组成“时局文库”，尤其是位
于事变爆发地的满铁奉天图书馆，按

关东军司令部第四课（调查、情报、宣
传机构）所需，开设特别阅览室，以
1500册日、汉、西文图书组成“时局文
库”，为关东军提供便捷的情报服务。
事变第二天，满铁奉天图书馆即由馆
长带队亲赴现场“收集”资料。各馆亦
纷纷效仿，在大连、鞍山、辽阳、长春等
地召开时局资料展览会。

此后，满铁各图书馆共同编成阵
容庞大的“阵中文库”，组织日本殖民
占领的“满洲”、朝鲜、日本本土的图
书馆和一般民众捐赠图书，送给在前
线作战的日本军队、警察和满铁社
员。《阵中文库宗旨》鼓动说：这是对
前线战士最好的“精神慰安”。从
1931 年 12 月开始到 1932 年 6 月，半
年间，“阵中文库”收到捐赠图书近12
万册，经过军部审定，选定内容适宜
者 10 万多册送往前线。根据《阵中
文库宗旨》，送往前线的图书，都要标
明赠送者的名字。这些人的名字和
住址以及捐赠的书名、册数，也都分
期刊载在《书香》杂志上，人数有数
万，而且一般百姓居多，由此可以看
到日本所谓“总体战”举国动员的广
泛程度。

满铁图书馆对收集的目标各有侧重

在侵略东北时期，满铁图书馆以
购买、没收、巧取豪夺等手段广收文
献，不断扩充馆藏，使馆藏总数达到
70 余万册。满铁大连图书馆馆员大
谷武男在《满铁大连图书馆终结之后》
一文中写道：“我进入大连图书馆，看
到的藏书，特别是各部门所藏有丰富
的汉籍，以西域为中心的东洋相关的
西文图书，以及装帧豪华的贵重类文
献，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到完全超出
寻常的社业图书馆的藏书范围。”

仅以藏书最多的满铁大连图书
馆 为 例 ，从 1907 年 图 书 馆 建 立 到
1945 年，满铁大连图书馆藏书达 40
万册，这些文献资料被分门别类整理
排架，形成了专题性、地区性的文献
体系，如犹太文库、满蒙文库、远东文
库和东南亚文库、大谷文库等，为日
本侵略者了解中国提供了详尽的文
献资料。

李娜说，满铁收集图书主要有两
种方式，一是采购，二为抢夺。早在
1922年，满铁便拨专款派专人购入哈

尔滨俄国后黑龙军管图书馆所藏有
关东北、蒙古、西伯利亚的俄文图书3
万册；1923 年 2 月，拨专款有计划地
购入东北地区文献，包括地方志、地
图、图绘、公文档案以及政治、经济、
地质资源、风土人情等有关资料，尤
其注重收集政府、学会等非公开发售
的调查资料及县村志的油印本和公
文档案；1929年又拨专款10万日元，
派专人到京、津、沪一带收买中国古
籍，其中包括宋版8种，元版10多种，
中国医学古籍4000余册。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横
行无忌，悍然将觊觎已久、藏于沈阳
故宫中的《四库全书》1万多卷（《四库
全书》仅存的三部正本之一）掠走，存
于其控制的“满铁”办公处中，预备掠
往日本。

在《满铁图书馆研究》一书中，大
连图书馆研究馆员冷绣锦披露，日军
对中华古籍《四库全书》的垂涎由来
已久：1925年，郭松龄反奉时，满铁奉
天图书馆馆长卫藤利夫便以城内混

乱为借口，向附属地警察署署长藤原
铁太郎建议，将《四库全书》移至附属
地“避难”，当时这一建议未能施行。
6年后日本占领沈阳，卫藤利夫再次
以《四库全书》的安全为由，提出将其
从文溯阁搬走。这一次，他的建议被
采纳了。1931 年 9 月 26 日，时任“奉
天市长”的土肥原贤二令地方自治维
持会委员长袁金铠协助日军将《四库
全书》掠走，所幸抗战胜利后《四库全
书》最终回归中国。然而，还有多少
珍贵图书古籍被劫掠运到日本国内，
现在根本无法统计。

满铁图书馆巧取豪夺70万册图书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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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铁辽阳图书馆旧址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这里是日本侵略者奴化中
国人民、为日寇侵华战争服务的情报基地以及
掠夺中华典籍的收藏基地

时间
1910年10月建设

位置
位于辽阳白塔公园西南角，为辽阳白塔历史文
化街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建筑面积
260平方米

在辽阳白塔历史文化街区中，有一座造型独特的建
筑——满铁辽阳图书馆旧址。它是日本侵略者在我国
东北设立的31座图书馆之一。成立于1910年的满铁
辽阳图书馆，因坐落于东北军事文化重镇辽阳，侧重收

集劫掠周边历史文献、考古资料及军事类图书。在35年时间里，
这里成为奴化中国人民的殖民图书馆、为日寇侵华战争服务的情
报基地以及掠夺中华典籍的收藏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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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精彩 扫码观看

因“九一八”事变密谋地辽塔旅馆无存，满铁辽阳图书馆旧址被改建成“‘九一八’事变密谋地警示馆”。

满铁辽阳图书馆旧址现状。

1928年的满铁辽阳图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