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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川依夫生平三事考

丁晓杰

  1940年 3月,傅作义将军率部重创盘踞绥

西五原之敌军,取得大捷。事后我方报刊宣传

称 /击毙敌酋水川中将0¹。 20世纪 80年代后

国内出版的回忆录、学术论著及报刊登载的文

章皆称 /击毙日军中将水川伊夫0,一些新闻报

道还称水川为 /日本皇族0。

如 5大公报6谓: /绥西我军, 自二十日开始

向敌进攻以来,鏖战三日, 迭克西北重镇五原及

要点西山嘴等地, 歼敌三千四百余人。仅少数

残敌由绥西警备司令水川中将率领, 自五原旧

城突围溃逃。二十二日晚窜抵二骡沟时,复经

我军围攻,残敌仍事顽抗, 狼奔豕突企图逃窜。

卒以我战胜之师, 勇敢无匹, 激战四小时,残敌

全部被歼。敌酋水川当场被击毙, 我军遂完成

光荣壮烈之大歼灭战。0º

1982年,张汉三发表 5击毙水川伊夫中将亲

历记 6» ,张汉三时任傅作义军二驴湾子游击区

第一支队第二团第一连连长,因为 /击毙水川 0

有功,于 1940年 8月被提升为团长。¼ 1987年

王龙胜著文称 /击毙日军中将水川伊夫 0½。

2005年,王龙胜再发论文, 称 /击毙敌绥西警备

军司令、蒙疆政府治安部次长水川一夫 0。他虽

不再强调水川依夫为 /日军中将 0, 但仍坚持 /水

川一夫0被击毙。¾

2005年出版的5傅作义传6中写道,击毙水

川 /是继八路军于 1939年 11月在河北涞源击

毙日本所谓 -名将之花 .阿部规秀之后的第二

个中将0¿。

2005年 9月 5人民日报 6上发表的一篇文

章, 在声称击毙 /日军中将水川伊夫 0的同时,

特别写到: /有研究者考证, 水川伊夫其实是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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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水川其人, 国内有 / 水川伊夫 0、/水川一夫 0、

/水川信夫 0、/水川依夫 0之说。如果指曾在伪蒙疆政权中任

职并参加过五原战役的水川, 笔者认为只能是 /水川依夫 0。

因为: ( 1)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收藏之内务省警保局 # 种村氏警

察参考资料第 75集第 15件 5蒙古政府职员配置表 6中记载:

水川依夫,勤务地保安部,官名顾问代理,理事官 (日本国立公

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 h ttp: / /www1 jacre1ga1 jip /,查询编码

A05020235800 ); ( 2)由当年在伪蒙疆从事过警察工作的日本

人编写的 5五原事件青史 6 ( 1986年出版 )中, 关于五原战役时

绥西警备军司令的表述皆用 /水川依夫 0。所以笔者认为考证

对象的姓名应该是 /水川依夫 0, 而非 /水川伊夫 0、/ 水川一

夫 0,更不可能是 /水川信夫 0。 /信夫 0日语读作 / nao bu ao0;

/伊夫 0、/一夫 0、/依夫 0,汉语发音虽然相同, 但日语读音分

别为 / y i ao0、/ ka zi ao0、/ yao li ao0。即本为 /水川依夫 0,被

人们讹传为 /水川信夫 0、/水川伊夫 0或 /水川一夫 0。以下除

引文部分外,皆用 /水川依夫 0。

5绥西毙敌一中将 6, 1940年 3月 27日重庆 5大公

报 6,第 2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文史资

料研究委员会编: 5内蒙古文史资料 6第 7辑,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 1982年版,第 283) 285页。

张新吾: 5傅作义传 6,团结出版社 2005年版,第 174

页。

王龙胜: 5另一个毙命中国的日军中将 6, 5民国档案 6

1987年第 2期,第 104) 105页。

王龙胜: 5侵华战争中的驻蒙军 6, 5民国档案 6 2005

年第 1期,第 92) 93页。

张新吾: 5傅作义传 6,第 1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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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地质专家。他来中国, 主要的任务并不

是打仗,而是勘察内蒙古的地矿资源,准备进行

掠夺性开采,达到日本 -以战养战 .的目的。和

水川伊夫一起来中国在 -五原战役 .中被击毙

的还有二百多日本军人,其中不少人虽然肩扛

-大佐 .、-少佐 .之类的肩牌, 但实际上都是日

本的地质专家、技术员和钻探工人。他们组成

了 -蒙疆地矿勘探研究所 . , 为了活动方便, 对

外称 -绥西警备队 . , , 因此, 击毙水川伊夫及

其随从,不仅是一场军事战斗的胜利,更是保护

我国资源主权的一次胜利。0¹

2005年,内蒙古五原县 (当年的战场 )决定

修复 1942年由原绥远省政府修建的抗日烈士

公墓, 扩建为 /五原县抗日烈士陵园 0。新陵园

于 2007年 4月 3日举行了揭幕仪式。第二天

的报纸作了报道, 内容有 /击毙日本皇族水川

伊夫中将0 º等内容。陵园内的纪念墙上镌刻

的介绍五原战役的内容中也有 /击毙日本皇族

水川伊夫中将0等字样。

以上观点可以说是我国学界及社会上的主

流认识,近年虽有国内学者对此提出质疑 » ,但

受资料限制,拿不出有力证据。

与中国学界及社会上的主流认识、质疑及

网友的炒作相比,日本似无人关注此事。日本学

者大概认为这早有定论,即水川依夫不属于旧日

本陆军系统,不是陆军将校¼ , 故无须研究 ½。

笔者拟利用在日本收集到的相关文献资

料,对五原战役时水川依夫的职务头衔、生死以

及是否为日本皇族三个问题进行考证, 以澄清

事实, 纠正误说。

一、水川依夫非日军中将

事实上,水川依夫不是日军中将, 而是绥西

战役后临时仓促编成、由伪蒙疆政府日系和现地

系警察组成的 /绥西警备军0司令官。该警备军

未采用军衔制,其成员各自沿用过去的警衔, 依

次为警监、警正、警佐、警尉、警尉补、警长、警

士 ¾ ,担任绥西警备军司令官的水川依夫当时为

伪蒙疆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长,领警监警衔。

绥西战役后日军虽然占领了五原, 但五原

在日军大本营规定的作战控制线之外 ¿ , 所以

战后日军必须回防,由日军直接控制五原无望。

为此在遵守大本营规定的作战限制线的同时,

为达到控制五原的目的, 日本驻蒙军参谋长田

中新一少将计划依靠驻蒙军所属包头骑兵集团

的机动支援, 由伪蒙军及王英的绥西联军担当

该地区的防务, 由此达到将五原附近控制在日

本势力下之目的。À

为协助伪蒙古军、王英的绥西联军防守五

原,田中还计划向五原派出由日本警察担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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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庶: 5在乌梁素海边 6, 2005年 9月 20日 5人民日

报 6,第 12版。

冯雪玉: 5五原县抗日烈士陵园纪念碑揭碑 6, 2007

年 4月 4日 5内蒙古日报 6,第 2版。

如胡博在 5铁血五原 ) ) ) 第 8战区的冬季攻势 (下 ) 6

( 5军事历史 62005年第 6期 )中指出: /此人是否为第 35军宣

称击毙之人,又或者第 35军在击毙某日本军官或伪军军官时

将搜得之名片误认该军官为水川伊夫,则不得而知。0他仅列

出了台湾叶宏泉教授查得的一份关于水川伊夫的资料,但未

标明出处 (经笔者查证,该资料出自谷��È 编集 5昭和人名

辞典 6第 3卷 5近畿 # 中国 # 四国 # 九州篇 6,冲绳, 株式会社

日本图书�Ó �} 1987年版,第 4页 /水川依夫 0之条目。该

资料关于水川依夫只介绍到 1942年 10月为止 )。

福川秀树编 5日本陆军将官辞典 6 (东京, 芙蓉书房

2001年版 )收录了从明治维新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

本陆军将官 4250人 (大将、中将、少将 ),无水川依夫之记载。

笔者曾查阅日本国立情报学研究所主办的 / NII论文

情报 ª ³ �} �0 ( http: / / c.i n i i1 ac1 jp / ),没有发现任何研究

水川依夫的论著。

参见 5察南专员李正之关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各

机构变迁情形报告 6 ( 1945年 3月 3日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编: 5中华民国档案史料汇编 6第 5辑第 2编 /附录 0 (上 ),江

苏古籍出版社 1997年版,第 16页;北支那经济通信社 5北支

# 蒙疆现势 6,天津 1938年版,第 679) 680页。

参谋总长,大陆命第 39号: 5关于驻蒙兵团之作战地

域命令 6。该命令规定驻蒙兵团的西线作战控制线为固阳)

包头 ) 黄河一线,超越此线作战 (航空作战除外 ), 须经认可

(臼井胜美等编: 5现代史资料 6 9, 东京, _ 9 : 书房 1964年

版,第 179) 180页 ); /跨越西苏尼特、包头、黄河及黄河泛水

地域作战之际,须根据另外之命令 0 (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

室: 5战史丛书  北支的治安战 6 ( 1 ),东京,朝云新闻社 1968

年版,第 111页 )。

冈部直三郎: 5冈部直三郎大将日记 6,东京, 芙蓉书

房 1982年版,第 291) 292页。冈部直三郎时为驻蒙军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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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警察部队。伪蒙疆政府日本最高顾问金井章

次按照田中参谋长的旨意,指示伪蒙疆政府治安

部以所管政厅、盟的直属警察队为基干,选拔其

中有战斗经验者编成一个小队,在此基础上编成

/绥西警备军 0,于 1940年 3月初开始由伪蒙疆

各地抽调日系、现地系警察陆续赴包头集中。

因此,驻蒙军主力于 3月 1日撤离五原后,

按田中的意图在五原设立了特务机关, 由桑原

荒一郎中佐任机关长,统一指挥伪蒙古军、王英

的绥西联军及从伪蒙疆各地临时抽调警察编成

的 /绥西警备军0担任防务。¹ 绥西警备军由 4

个大队及司令部构成,司令部下设 4科及副官

部,司令官由伪蒙疆政府治安部代理次长水川

依夫警监担任。º

水川依夫,日本冈山县人, 1905年 10月出

生 » ,旧制第六高等学校毕业后考入东京帝国

大学法科, 1928年高等文官行政科考试合格,

1929年毕业后进入日本内务省。¼ 1933年后

历任岛根县警视课长、岐阜县保安警务课长、长

野县工场课长, 伪蒙疆政府保安部理事官、警

监。½ 1939年 9月 1日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成

立后任治安部代理次长。¾ 从他的履历可知,

他从未在日本军中任职,更不是日军中将。

二、水川依夫未被击毙在五原,

而是 1985年死于横滨

  前述回忆录、论著和报刊文章皆称,五原战

役时水川在逃跑途中被击毙于五原县境内,其

实这是误说。事实上水川当时未被击毙于五

原,而是先逃至安北 (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大

佘太 ), 后被日军接至包头, 不久调回日本内

地,于 1985年死于日本。

战役进行时五原城及附近有伪蒙军 3个师

(约 3000人 )、绥西联军约 1000人、绥西警备军

1500余人 (其中日系警察约 310人 )。伪蒙军

两个师驻防新城郊外担任外围警戒, 一个师驻

守五原新城;绥西警备军驻防旧城,特务机关亦

设在旧城;中间为王英的绥西联军。¿

3月 20日夜, 傅作义军开始进攻五原城。

当夜战斗激烈,迫击炮弹在绥西警备军司令部屋

顶上爆炸,死伤者众多。 21日晨,傅军集中兵力

猛攻特务机关和王英的司令部。桑原荒一郎指

挥特务机关人员拼死抵抗, 企图等待日军救援。

午后,桑原登上屋顶指挥, 被从前方射来的流弹

击中腹部毙命。王英的绥西联军毫无战意,开战

后便四散逃亡。新城外围的伪蒙军抵抗至 21日

晚开始骑马而逃。À

21日下午 2时 30分, 日军飞机空袭五原。

趁此时机水川依夫命令撤退,向安北方向逃窜。

23日清晨, 水川等被日军搜索队发现, 进入安

北, 当夜被送往包头。Á

3月 26日,水川就败退经过向驻蒙军包头

战斗司令所 (驻蒙军司令部设在张家口, 驻蒙

军包头战斗司令所是五原战役时的日军前线指

挥部 )的稻垣正次参谋做了汇报。�lu 水川讲:

/当时感到形势险恶,将队伍分成三大队,配置于

新城东西南正面防御时,突然受到攻击。城内留

守者约 300余人, 200) 300人配置于城外的各个

分哨担任警戒。各个方面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由于王英属下的归顺部队反叛,城内大乱, 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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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绥西警备军的编成 6,五原事件青史刊行会编集: 5五

原事件青史 6,石川县金泽市,蒙古警友会 1986年版,第 224页。

5绥西警备军司令部 6, 5五原事件青史 6,第 228页。

人事兴信所编印: 5人事兴信录 6,东京, 1943年第 14

版, ¿ 之部, ¿ 47。

秦郁彦编: 5日本官僚制综合事典 6, 东京,东京大学

出版会 2001年版,第 277页。

5人事兴信录 6, ¿ 之部, ¿ 47。

石津禀三编: 5昭和 14年度六高同窗会会员名簿 6,

冈山,六高同窗会 1940版,第 88页。

鹈池勇次: 5涞源与五原事件 6, 5五原事件青史 6,第

178) 179页。鹈池时为警备军司令部第一科科长兼参谋长。

服部雄三: 5内蒙古最西端五原的 /弃子 06,东京 5历史与

人物 6增刊5秘录# 太平洋战争6, 1982年第 9期,第 247) 248页。

阿田义二: 5五原战斗与逃出 6, 5五原事件青史 6,第

266页。

冈部日记第 316页原文为 /警察队指挥官水原报告

(稻垣听取 ) 0。作者认为这是编辑出版时的疏忽或冈部的笔

误。如本文后述,当时听取水川汇报的驻蒙军参谋稻垣正次

在战后回忆,五原战后在包头听取了警察队司令官水川的汇

报,由此可以证明此处的 /水原 0就是 /水川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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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联络中断。特务机关方面枪声渐稀,认为特

务机关已经撤退,所以 21日中午决定撤退。乘

15时我军飞机轰炸,敌军射击暂时停止之间隙,

搭乘汽车向南方退去。途中汽车抛锚, 遂丢掉汽

车徒步向西山嘴方向进发。遭石玉山部队追击,

不得已向西北方向退去。途中受土民匪贼追击,

在乌镇南方乌加河右岸,分成数个小队,最后到

达安北。0¹水川最后对稻垣讲 /现在说什么都

没用, 今后更重要的是如何做好善后工作 0º。

伪蒙疆政府内日系人员认为绥西警备军的

溃败与水川在指挥上的失误有直接关系, 所以

/当时非难水川在五原撤退时指挥不当的说法

广为流传0»。水川受到指责,被迫辞去治安部

代理次长职务, 被调回日本内地, 暂时脱离警

界,任福冈县商工课长, 1942年 10月后任冲绳

县警察部长。¼ 1945年 10月 27日, 水川由和

歌山县经济第一部长调任农林省开拓局第一部

长 ½ , 1946年 7月 9日被任命为东海北陆地方

行政事务局次长 ¾ , 1949年任三洋渔业社长 ¿ ,

后任总理府失业对策审议会事务局长À , 1952

年 3月, 兼任总理府失业对策审议会专门调查

员 Á。后辞职赋闲在家。�lu 1985年 1月 28日

死于日本神奈川县横滨市�lv ,终年 79岁。

张汉三 5击毙水川伊夫中将亲历记 6一文

中讲, 当时曾从一个被击毙的日本人身上搜到

刻有 /水川伊夫0字样的印章, 由此断定该人是

/水川伊 1依 2夫0。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日本人使用印章的习

惯。日本人的印章使用频繁, 且种类繁多。略

有身份的日本人可能同时拥有三枚以上印章,

即个人实印、银行印、便印, 不同的场合使用不

同的印章。�lw 政府机关、公司等也是如此。如

公司有公司实印、银行印、公司角印等。日本社

会的公务交往、文牍往来、命令颁发等习惯是在

加盖公章的同时, 由发文机构负责人签名或加

盖其个人印章,以示明确责任。各个机构负责

人的印章亦可能由其下属持有, 以便在必要时

加盖。如前所述, 绥西警备军司令部设有副官

部,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该部由日系警察 4人

组成,第一责任者为长沼一郎警佐,水川依夫的

个人印章可能就是他保管的。被张汉三等击毙

的应该是长沼一郎警佐, 因为他是五原战役中

副官部唯一被击毙者。�lx

此外,日本印章用字有隶书、篆书、行书、楷

书及日本独特的古印体、印相体等 6种�ly ,极其

复杂, 因此当时的人极有可能将缴获的水川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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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部直三郎: 5冈部直三郎大将日记 6,第 316页。

稻垣正次: 5蒙疆鲜明 6, 5五原事件青史 6,第 405页。

高木一也: 5内蒙古作战与治安警察 6, 5五原事件青

史 6,第 142页。高木曾任蒙疆政府治安部警务科长、察南政

厅警务厅长等职。

5人事兴信录 6, ¿ 之部, ¿ 47。

5交流十五名  农林省异动 6, 1945年 10月 28日 5朝

日新闻 6,朝刊第 3版 (一 )。

秦郁彦编: 5日本官僚制综合事典 6,第 277页。

藤井骏编: 5昭和 24年度六高同窗会会员名簿 6,冈

山,六高同窗会 1949年版,第 82页。

日本内阁于 1949年 3月设立总理府失业对策审议

会,水川依夫具体从何时就任此职目前尚不明确, 但可以断定

不晚于 1951年 6月。因为水川在 5职业安定广报 6上发表 5失

业对策审议会的活动与计划 6一文时,作者简介中说他是 /失

业对策审议会事务局长 0,而该刊物发行年月为 1951年 6月。

法政大学大原社会问题研究所编著: 5日本劳动年

鉴 6,东京,时事通信社 1954年版,第 838) 841页。

具体辞职时间不详。 1954年 3月,水川依夫在 5劳动

时报 61954年第 3期 (厚生劳动省广报室编 )发表 5失业对策

之展望 6一文时身份为 /失业对策审议会事务局长 0,而自昭和

33年 ( 1958 )到昭和 55年 ( 1980 )的六高同窗会会员名簿 (冈

山县立图书馆藏 )中关于水川依夫一栏的记载均为 /原总理府

失业对策审议会事务局长 0。所以笔者推断他是在 1954年 3

月至 1958年间的某一年辞职的。

笼井昌义编: 5平成 2年度六高同窗会会员名簿 6,冈

山,六高同窗会本部 1990年版,第 69页。

个人实印、银行印、便印:在区市町村等公共机构登

录的印鉴称为 /实印 0。在日本,实印用于在重要的合同书等

文件上加盖时使用,同时如附上证明该印鉴已在公共机构登

录的 /印鉴登录证明书 0即可确认材料制作者系本人无疑;银

行印为处理与银行有关业务时专用,使用实印亦可, 但不可使

用便印;便印为平时所用,如出勤记录等。

5绥西警备军司令部 6, 5五原事件青史 6,第 230页。

日本印章用的隶书、篆书、行书、楷书等皆从中国传

入,并沿用至今。明治维新后,又在这些文字形式的基础上创

造了日本独特的印章用字印相体和古印体。印相体、古印体

分别是在篆书和隶书的基础上构思出的图章用字。篆体和印

相体多用为实印和银行印, 古印体一般用做便印。所以一般

日本人认识自己所有的印章理所当然, 他人的印章,除便印

外,其他字体的印章大概只有专家才能释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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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印章上的 /依0字误辨为 /伊 0或 /信0字。因

为日本人名中, 叫 /某某伊夫 0、/某某信夫 0的

较多, 称 /某某依夫 0者鲜见。笔者认为, 这可

能是将 /水川依夫 0讹传为 /水川伊夫 0、/水川

信夫0的原因所在。

三、水川依夫不是日本皇族

最后谈谈水川依夫的皇族身份问题。前述

5人民日报6发表的5在乌梁素海边 6一文中讲,

在缴获被击毙者印章的同时还缴获了其战刀,

战刀上镶有纯银的日本皇族标志 ) ) ) 梅花图案

(日本天皇家的家徽为 16瓣 8重表菊纹 ), 刻

着 /天皇御赐 0字样, 由此判定被击毙者为日本

皇族。

事实上,二战前日本天皇向军人下赐的物

品,主要以香烟为主, 此外还有军刀、手枪、银制

钟表等,凡天皇御赐的物品都带有皇族标志。

天皇也不仅仅限于向皇族 /御赐 0军刀。战前

日本陆军大学、海军大学优秀毕业生都可获得

御赐军刀。如在冈部直三郎之后任驻蒙军司令

官的山胁正隆中将, 1914年在陆军大学毕业

时,曾因成绩优秀获天皇赏赐的军刀。¹ 所以,

仅凭从被击毙者身上缴获的天皇御赐军刀,并

不能断定该人就是日本皇族。

那么水川依夫是否为日本皇族? 我们只需

对日本皇室、皇族、皇族宫家制度加以简单介

绍,问题自然明了。

日本皇室是以天皇为中心的一族,即天皇

家。1889年制定的明治 5皇室典范 6规定皇族

为: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太子妃、皇

太孙皇太孙妃、亲王亲王妃、内亲王、王、王

妃。º 1947年 5皇室典范 6规定:皇后、太皇太

后、皇太后、亲王、亲王妃、内亲王、王、王妃以及

女王为皇族。» 现在日本皇室由天皇及皇族成

员构成, 分居于内廷者和居于内廷之外的宫家

皇族两部分。居于内廷者有天皇、皇后、皇太子

一家共 5人。作为宫家的皇族有秋筱宫 (现天

皇次子 )、常陆宫 (现天皇之弟 )、三笠宫、宽仁

亲王一家 ¼、桂宫 (三笠宫次子 )、高円宫 (三笠

宫三子, 2002年死亡, 其妻为现在的户主 )等 5

宫家共 18人。½

天皇及皇族有名无姓。日本在明治维新以

前, 一般平民不准有姓, 只有贵族统治者以其被

封赐的家号、称号、官职、爵位等为姓。因为天

皇历来被尊为 /神0,所以天皇以及皇族也都没

有姓,只有名。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实施户

籍法。为了登记户口,编造户籍, 才准许平民有

姓。但是作为 /神0的天皇及皇族只受 5皇室典

范6约束,不在户籍法的管辖范围内,所以至今

依然无姓。

1875年, 日本制定 5皇子女降诞诸式 6, 规

定皇室男子名 /某仁 0, 女子称 /某子 0, 延续至

今。如大正天皇名嘉仁,昭和天皇名裕仁,其三

个弟弟分别名雍仁、宣仁、崇仁,昭和天皇的长

女名 (照宫 )成子, 现平成天皇名明仁, 皇长子

名德仁, 皇次子名文仁, 2006年 9月 6日出生

的皇长孙名悠仁 (文仁之子 )。

明治 5皇室典范 6规定:从皇子到皇玄孙男

子为亲王,女子为内亲王。五世以下男子称王,

女子称女王。¾ 即五世以下皇族所有的男子都

称王,女子都称女王, 制定了永世皇族的原则。

1947年制定的 5皇室典范6规定:嫡出的皇子及

嫡男系嫡出的皇孙, 男子为亲王, 女子为内亲

王, 三世以下的嫡男系嫡出的子孙, 男子称王,

女子称女王。¿ 皇族的范围虽然一定程度上继

承了旧典范,但亲王、内亲王限定于皇子及皇孙

(或皇孙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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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庆昌: 5热爱和平的最后陆军大将山胁正隆 6,高

知, Ê } ¶ Ë 出版 2006年版,第 164页。

宫内厅书陵部编纂: 5皇室制度史料 (皇族一 ) 6,东

京,吉川弘文馆 1983年版,第 1) 11页。

5皇室制度史料 (皇族一 ) 6,第 12页。

宽仁亲王为三笠宫长子,虽有自立宫家之意,但由于

是三笠宫家的预定继承人,所以没有独立的宫号。

宫内厅网页 ( h ttp: / /www1kun aicho1go1 jp / ), 皇室。

(皇室是该网页的栏目名,其下由皇室的构成、略历两部分组

成 )

5皇室制度史料 (皇族一 ) 6,第 99页。

5皇室制度史料 (皇族一 ) 6,第 1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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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的 5皇室典范 6关于皇族的婚嫁规定:

皇族婚嫁限于同族或经敕旨特许后限于华

族 ¹ ,如昭和天皇的长女照宫成子内亲王嫁东

久迩宫盛厚王后改称东久迩成子。 1947年 5皇

室典范 6规定:天皇的女性子孙与天皇或皇族

以外者结婚,出嫁后即脱离皇籍 º ,随夫家称号

或改随夫姓。如现平成天皇之女原称纪宫清子

内亲王, 2005年与东京都厅职员黑田庆树结婚

后,改称黑田清子,称庆树夫人。»

天皇的男性子孙成年或成婚后, 除被立为

皇太子者外, 其他均被封赐为 /宫家 0, 即称

/宫0的皇族之意。称 /某某宫某某亲王0或 /某

某宫某某王 0。如 1931) 1940年任陆军参谋本

部参谋总长的元帅闲院宫载仁亲王; 1939年 7

月到过诺门罕战场的关东军炮兵中队长东久迩

宫盛厚王;侵华战争期间曾任上海派遣军司令

官,指挥日军进攻南京、上海的中将朝香宫鸠彦

王;日本战后第一任首相东久迩宫稔彦王 (盛

厚王之父 )等。¼

日本皇族的宫家制度始于镰仓幕府中期,

几经变迁,到明治末年的宫家有伏见宫、有栖川

宫、闲院宫、山阶宫、小松宫、华顶宫、北白川宫、

梨本宫、久迩宫、东伏见宫、竹田宫、贺阳宫、朝

香宫、东久迩宫等 14家。大政年间, 有栖川宫、

小松宫、华顶宫由于后继无嗣废除,剩 11宫家。

1922年设秩父宫 (雍仁, 大政天皇次子 )、1913

年设高松宫 (宣仁, 大政天皇三子 )、1935年设

三笠宫 (崇仁, 大政天皇四子 ), 又增加到 14宫

家。1947年,根据新的5皇室典范 6,除秩父宫、

高松宫、三笠宫外, 其余 11宫家均脱离皇籍 ½ ,

其成员降为平民。宫家降为平民后, 便去掉

/宫0和 /王 0字,以宫名为姓, 如上述东久迩宫

稔彦之子盛厚,姓名为东久迩盛厚。

由以上介绍可知, 战前日本皇族 14宫家

中,既然不存在 /水川宫0, 而且从水川依夫 /有

名有姓 0 (水川为姓,依夫是名 ), 既不带 /宫0,

又不称 /王0,便可断定他绝不属于日本皇族。

总之,通过以上考证、分析可知, 五原战役

时水川依夫既不是日军中将,也非日本皇族,更

不是什么地质专家,而是伪蒙疆政府治安部代

理次长, 领伪蒙疆警察警监之警衔,一时兼任过

短命的 /绥西警备军 0司令。当时他更未被 /击

毙0在五原,而是 1985年死于日本横滨。

抗战期间,为唤起民众的抗战热情、鼓舞士

气, 在情报不十分准确的情况下出现失误性宣

传报道, 是可以理解的。但历史毕竟是历史,如

果现在还出于单纯的民族感情和义愤,不顾历

史事实和真相,坚持不准确的说法,只会加剧国

外史学界对中国史学研究水平的怀疑以及国际

间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作为一名史学工作者,

笔者认为有责任与义务澄清相关事实,还历史

以本来面目。

  1作者丁晓杰, 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讲师,日本九州大学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

呼和浩特, 0100222

(责任编辑: 杜承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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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皇室制度史料 (皇族一 ) 6,第 312页。

5皇室制度史料 (皇族一 ) 6,第 102页。

宫内厅网页 ( ht tp: / /www1kunaicho1go1 jp / ),皇室。

参考广冈裕儿 5皇族 6 (东京,读卖新闻社 1998年版 )

及新人物往来社编 5天皇皇族人物事典 6 (东京,新人物往来社

1995年版 )整理。

宫内厅书陵部编纂: 5皇室制度史料 (皇族四 ) 6,东

京,吉川弘文馆 1986年版,第 190) 1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