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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邻协会的沿革 
阿容塔娜 

（内蒙古大学  呼和浩特市  010000） 

摘要:“善邻协会”文化团体是在作为它前身的戴天义塾和日蒙协会的基础上在日本东京创立的，在日本侵华期间以财团法人的

身份活跃在日本和内蒙古地区的一个重要组织。在内蒙古西部大致开展调查、研究、教育、医疗、畜产等相关活动，具体到总务、

调查、蒙古留学生部。本论文主要记述了善邻协会的沿革。即戴天义塾、日蒙协会与善邻协会的演变过程及成立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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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戴天义塾 

笹被称为“蒙古浪人”的 目恒雄(1902-1997)从大正 14 年到昭

和六年在东京经营“戴天义塾”，专门招收蒙古青少年。1936 年初，

他伪装成内蒙古东部的喇嘛进入蒙古地区，以“旅行”的名义到中

国西北地区，但其实这并非他的个人行为，而是与日本军部、外务

省有密切关系且为侦查西北地方的有目的性的行动。由于“旅行”

时间长，活动范围广，一度被称为“蒙古浪人”。论其成立者，又

笹名 目秀和，蒙古名为那仁特木日，“那仁”意为太阳、“特木日”

为钢铁之意。 笹出生于位于日本关东地区的茨城县。祖父 目八郎右

笹卫门以酿酒起家，后期被推荐为贵族院议员，父亲是铁路站长。

目恒雄在 1924 年的暑假,以大学生的身份考察中国的奉天（现在的

沈阳市）、大连、长春等地区,以及在内蒙古和外蒙古相邻的草原等

地方。1925 年年底笹目恒雄开始着手准备戴天义塾，从呼伦贝尔盟

招收第一期的蒙古族留学生。据说，这是与呼伦贝尔副公署总务厅

长官长荣安在海拉尔见面后提出的要求。 

被称为善邻协会前身的戴天义塾成立于 1925 年，到 1931 年为

止共负责了 36 名在日本的教育工作。因为是专门为蒙古留学生设

立的教育机构，所以在这 6 年间实行了负责包括蒙古留学生的学费、

生活费在内的全部费用的体制。关于这笔费用，在一些论文 笹和 目

恒雄写的《蒙古神仙邂逅记》中强调是笹目恒雄个人支出，但是在

另外一些研究当中说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以及外务

省的支出为多。所以具体而言的话戴天义塾初期的费用是由笹目恒

雄个人承担而后期随着戴天义塾的扩张而其留学活动开始活跃起

来，所需费用也越来越多，为了减轻经济压力而向满铁和外务省申

请资助。1934 年的善邻协会是蒙古族学生的在日留学活动的“黄金

时期”。然而，不应忽视的是，这一“黄金时期”实际上是以之前

的戴天义塾为基础的。如此说来，对于为什么戴天义塾是本文主题

——善邻协会的前身这一问题，可以作如下解释。虽然创办者相同

是第一个，但更重要的是善邻协会继续教育了在戴天义塾留学的蒙

古族留守学生。他一边接收戴天义塾的学生，一边继承其留学教育

经验。戴天义塾与善邻协会都是以“促进比邻各民族的融合亲善，

促进相互文化的提高”为动机成立的，但实际上它们都为日军进军

内蒙古提供了必要的情报，这一点是相同的。这一特质在后者的善

邻协会中更为显著。 

以下表格 1-4 是戴天义塾的留学生名单，总共 36 名学生，出

处为善邻协会所编写的《善邻协会史-在内蒙古的文化活动》一书，

空白处仍在调查中。 

表格 1：戴天义塾第一期的蒙古族留学生（大正 14 年） 

名字 哈达 文通 桑金 韩庆德 李树槐 曹伯圣 

蒙古 

名字 
hada bunton sanjin  qinjiyan ranburinqin 

年龄 19 19  20 13 14 

学校 早稻田大学 早稻田大学 麻布兽医学校 麻布兽医学校 府立六中 府立六中 

留学渠道 呼伦贝尔公署推荐 笹目恒雄友人的推荐 笹目恒雄友人的推荐 笹目恒雄友人的推荐 笹目恒雄友人的推荐 笹目恒雄友人的推荐 

表格 2：戴天义塾第二期的蒙古族留学生（昭和元年、大正 15 年） 

名字 郭文林 郭文通 玄恩忠 玄恩义 韩凤林 鄂成亮 斯日古楞 

蒙古名字 saixinga namusirai   hohebater qiyanrin serguleng 

齢年  18 18 8 6 21 20 20 

学校 陸軍士官学校 陸軍士官学校 東 業京保善工 学校 東 貿京植民 易学校 陸軍士官学校   

表格 3：戴天义塾第三期的蒙古族留学生（昭和 4 年） 

名字 白音嘎 孝木豪而 宮布而温敦 萨木哈顿哈斯比利特 安东尼·桑加 

蒙古名字 bayinga xonhor gongbuerdeni 无 同上 

背景 巴布扎布的外甥 白音嘎弟弟 呼伦贝尔都统贵族之孙 鄂伦春酋长的侄子 布里亚特蒙古人 

表格 4：戴天义塾第四期的蒙古族留学生（昭和 6 年） 

名字 梁玉刚 郭兴元 徳树元 包海明 鄂选五 李友桐 韩庆徳 
曹伯

圣 

李树

槐 
徳古来 韩凤林 包国梁 吴广义 

所上的

学校 

帝国医科

大学 

陆军士官

学校 

陆军士官

学校 

陆军士官

学校 

国立东京美

术学校 

稲早 田大学

经济部 

麻布兽医

学校 

府立

六中 

府立

六中 

长崎高等商

业学校 

陆军士官

学校 

大阪高等工

业学校 

稲早 田

大学 

2.日蒙协会 

昭和八年（1933 年）三月，前两年为止在东京到蒙古的青少年

进行收集和经营“戴天义塾 笹”的 目恒雄以出口王仁三郎、林铣十

郎、松井石根、山本条太郎、古仁所丰、池田成等人的援助,在齐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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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所经营的转换时代公司创立了“日蒙协会”。10 月，聘请依田四

郎为理事长，并将事务所迁至千驮谷。野副金次郎、吉田、石仓吉

等人前来拜访，不久，依田四郎就任伪满洲国兴安总署次长，林铣

十郎推荐井上璞为继任理事长，12 月，他从三井、三菱各申请十万

日元，从住友申请三万日元的据金，确立了财政基础。 

3.善邻协会 

如前所述，昭和八年三月日蒙协会成立，不久于当年十一月改

称为“善邻协会”，在昭和九年一月十二日内务省认可其为财团法

人，全称为“财团法人善邻协会”(以下简称善邻协会)。善邻协会

笹的前身戴天义塾的创立者 目恒雄一度被称为“善邻协会之父”。

善邻协会对外宣传的目的是“本会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谋求比邻

诸民族的融合亲善，以促进相互文化的提高和寄兴为目的”，对当

时蒙古地区的多数人来说是神圣团体的存在。因此，为了达成前一

条的目的，做了以下事业准备。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方向的准备，

即【1】在东京设置总部、在大阪设置支部。包括以下内容，（1）

关于蒙古事情的介绍与宣传、（2）蒙古留学生的指导、（3）经营附

属研究所与图书馆、（4）关于蒙古的研究调查及其发表、【2】在外

地把事务所设置在新京,并把新京事业所作为蒙古要地部署所需的

机构。内容为(1)对蒙古民族的文化宣传、(2)诊所开设及巡回诊所的

实施、(3)蒙古子弟的教育问题、(4)蒙古地区的产业开发及通商的促

进指导、(5)蒙古地区的资源及物资的调查、(6)日本情况的介绍等主

要的东西。 

善邻协会将事务所设在东京市涩谷区千驮谷一丁目五百六十

二号，并根据需要设立支部。协会的管理人员有会长一名、副会长

两名、理事长一名、理事不超过十五名、监事三名、顾问若干名、

评议员若干名。董事的任期为四年。另外，协会会员指的是赞成本

会宗旨并给予援助的人。会员分为四种，分别是普通会员、赞助会

员、特别会员、名誉会员。普通会员是年出金五万日元以上的支援

者,赞助会员是根据支援本会的情况而决定并理事长推荐的人员,特

别会员是指临时集资时出壹百日元以上者,名誉会员指的是对本会

有所功劳并且是由理事长推荐的人员。具体来说，昭和八年十月，

依田四郎担任善邻协会理事长，并将事务所迁至千驮谷，野副金次

郎、吉田、石仓吉等人前来拜访之后依田四郎就任伪满洲国兴安总

署次长，林铣十郎推荐井上璞为继任理事长，12 月，他从三井、三

菱各申请十万日元，从住友申请三万日元的据金，确立了财政基础。

这个时候，音尾秀夫等人加入了。关于这个财政基础，形成了如下

的一系列基本制度和规定，即通过理事会的表决设立基金。用协会

资产中的现金收购有价证券或邮递，并存入银行保管。如果有特殊

情况，将通过理事会决议购买房地产。协会的经费由资产产生的收

入及其他收入作为经费。把指定向本会捐献的金额，经理事会议决

编入经费补充公积金。另外，协会的会计年度从每年的四月一日开

始，到第二年的三月底结束。会计年度结束后，如果有剩余的资金，

就将其编入基金，结转到下一年度。协会预算每年度由理事会议决，

决算须经理事会认定。 

善邻协会在东京、内蒙古的十二年活动因太平洋战争的结束而

停止。1944 年底至 1945 年，由于日本侵略战争的失败，蒙古善邻

协会（设立在多伦诺尔）的活动逐渐减少，协会成员锐减。在最后

一任理事长小岛吉藏中到任之前，日本宣布投降，蒙古善邻协会的

历史就此结束。1945 年 3 月 10 日，日本东京善邻协会在大空袭中

被摧毁，1947 年 7 月，东京善邻协会解散。再一次立志于“与蒙古

民族的友谊”而创立的“日本蒙古协会”，是在昭和三十九年的夏

天。山本信亲、 冨后藤 男、声音尾夫、春日行雄、野副金次郎、藤

井泷夫、四茂野薰,木村肥佐生、都竹武年雄、 蔵中岛万 ,横山辉、

奥山茂、佐藤力,筑山力、内川源司、高桥正司、宫川贡、中田善水、

藤绳克雄、梅原治文、长野诚一郎、吉福一郎等“善邻协会”的会

员们不期而遇的聚在一起了。 

通过对善邻协会的成立背景、演变过程以及在内蒙古地区进行

的活动来看的话其协会并不是其标榜的那样“善邻友好、文化向

上”，而是在“善邻”的掩盖下打着“文化团体”的幌子来实施一

系列带有侵略色彩并有着强烈目的的组织。善邻协会所从事的活动

是属于一种文化侵略，包括医疗、卫生、教育、宣传思想等在内的

各方面的文化“慈善”活动来获取当地人民的信任以及依赖来进一

步的调查并培养大批的亲日分子，逐渐侵略中国北方领土，进而完

成占领全中国的最后目的。历史是对过往的记载，我们通过学习历

史来了解昨天，更是把握今天。任何人都改变不了历史，它是公正

的也是永恒的。从历史中吸取教训，认识到侵略和殖民统治最终绝

对是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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