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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日戰爭期間，日軍為應對軍事與資源等在地需求的困境，會進入佔領區

的鄉村並尋找「合作者」。溫州地區鄉村「合作者」的出現，既與日軍暴力或「宣撫」

政策有關，也與村民的自身欲求、日常生計、商業慣習、宗族網絡等有關。和以

往的研究不同，本文不聚焦於淪陷區地方頭面人物與日軍的關係，而是通過解讀

基層資料與日文檔案，並進行實地調查，從「日軍需求」的角度討論戰時鄉村普通

人複雜的日常生存及其與日軍的「合作」關係。本研究以溫州樂清為例，認為日軍

試圖借助宗族勢力、區劃再分等手段控制村民，並通過變革固有保甲制、聯合非

正規武裝等方式來重構戰時鄉村秩序。體制化的資源汲取安排，能更好地滿足日

軍的在地需求。不過，「合作者」的利益空間未必能得到保障。隨着日軍非戰爭行

為激進化，戰時鄉村社會亦動盪不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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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問題的提出

在世界各地的戰爭中，當一地被他國佔領後，往往會產生戰時的「合作

者」，這種情況古已有之。戰時「合作者」的產生通常源於敵國或者異族群交

戰，暫時勝利的一方進入佔領的政區而需要借助當地居民的幫助1。以中日

戰爭為例，中國大陸學者曾經一度以「淪陷—漢奸—懲治」的模式對戰時的

「合作」進行書寫。而葉文心、安克強（Christian Henriot）、傅葆石、古厩忠夫、 

高綱博文等學者的研究有所不同，他們一般選擇某個區域、團體或者個人討

論對日合作的緣由，不過都受「灰色地帶」（Grey zone）等理論影響較大。「灰

日軍需求與鄉保「合作」： 
温州樂清淪陷期間 
鄉村秩序的重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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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學術論文 色地帶」原本是指稱事物的中間領域、「無法區分黑白」的曖昧領域的日常用

語；此處特指不能簡單以抵抗（resistance）與合作（collaboration）二元法對戰時

的知識群體分類，還應該注意到他們的順從與隱遁（passivity），要承認存在着

多種「灰色地帶」2，因而推動了對淪陷區戰時生活的多種討論。也有一些其

他問題受到學者的關注，如日軍能否有效控制「合作者」，巫仁恕和石希嶠曾

就此進行過相關分析3。在如何評價戰時合作問題上學界則有不少分歧，米

德（Rana Mitter）和蘇夏（Bill Sewell）認為「合作者」在城市建設中發揮過較為

積極的作用4。在具體的合作案例中，「清鄉運動」和「新國民運動」常受到研

究者青睞，廣中一成和安藤潤一郎等則獨闢蹊徑，試圖重新定義宗教協力者

與基層社會的關係，並認為佛教會、回民社區等與日軍合作有着互利目的5。 

在戰爭中，中國乃至全球合作與通敵的情況不一，卜正民（Timothy Brook）和

關智英注意到對「合作者」群體的比較研究6。

但是，這些研究所關注的仍是日軍長期佔領的區域，或討論親日政權的運 

作及民間社團與日偽關係，或探討淪陷時期的民眾日常生活。研究者普遍認為 

地方精英或者識字群體容易成為戰時「合作者」，極少深入普通村民的日常生活

世界，這或許是由於史料所限，也可能是沒有進一步作田野調查，因此在中日 

戰爭史的學術脈絡中所討論的主體往往是中國人，容易忽略日軍方面的因應。

1944年，中日戰爭進入中後期，日軍多線作戰乏力，同時美軍加大對於

太平洋戰爭的投入，日軍為防止美軍在中國沿海登陸、威脅日本本土，特別

加強了對中國東南沿海的作戰。加之自淞滬會戰後，日軍封鎖中國沿海大部

分港口，溫州作為尚未淪陷的港口之一，一度被譽為「海上生命線」，而樂清

是這條線上的重要一環；日軍欲策應豫湘桂會戰，同時搶奪溫州、麗水一帶

物資，切斷浙南的「生命線」，決定於1944年上半年發動浙東作戰7。日軍在

9月登陸後，佔領溫州約十個月，和其他淪陷區不同的是，這是溫州第三次淪

陷。日軍在溫州曾「三進三出」8，前兩次日軍在溫州停留時間較短，主要是

在城區活動，沒來得及扶植代理人就撤退，而這次則在大部分地區建立了鬆

散的親日政權。

日軍第三次進入溫州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進入尾聲。此時日軍進佔

溫州的目的以軍事防禦為主，未曾想過長期佔領並經營溫州。由於溫州處於

山海相間之地，日軍進入村落會遇到各種困難，因此亟需獲得一些鄉村「合作

者」的協助。樂清是溫州三次淪陷中較有代表性的區域，並存有數量可觀的文

獻資料。本文主要利用中日兩方的檔案，以及報刊、日記、回憶文字等相關

史料，並在2017年7月以來，多次赴溫州進行實地調查，考察1944年9月後

日軍在樂清鄉村面臨的處境及其因應辦法，同時對一些鄉村「合作者」的行為

及動機進行分析。

二　日軍地方戰事的困境與應對

樂清位於溫州東部，據1934年實業部調查，當地地形以丘陵為主，全境

3,869平方里，人口365,711人9，縣城位於小塘河之北，城區商業不甚發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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