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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内容概要

◎编辑推荐
英美档案馆最新解密资料。从更加广泛、多国的角度分析太平洋战争，对比研究作战双方的行为，并
从军事高层指挥、政府以及公众的视角记述太平洋战争。同等考虑其他参与国发挥出的作用，全面了
解太平洋战争的入门书。
◎内容简介
战争总是充满疑问，尤其是像太平洋战争这样一 场多国参与的大型战争。本书对这场战争进行了全面
的详细描述与深入分析，是一本解答这些疑问的入门书。大部分关于太平洋战争的著作是以美国的参
战为重点，并没有同等考虑其他参与国发挥出的作用。而本书旨在从更加广泛的、多国的角度来分析
太平洋战争，对比研究作战双方的行为，并从军事高层指挥、政府以及公众的视角记述太平洋战争。
全书共15章，分析了20世纪30年代促使日本在亚洲大陆对外扩张的因素，以及西方列强对于危机日渐
加剧的反应，探究了日本在1942年年初迅速占领东南亚和西太平洋海域的原因，并详细分析了其中的
重大战役。随后，作者将焦点放在1943年至1945年战局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外交特征上，在此期间
，美国及其盟友的武装部队逐步将日本从其占领的地区驱逐出去，并最终建立了将日本本土纳入打击
范围的军事基地。作者还特别探讨了美国向日本本土投放两颗原子弹这一行为的原因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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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作者简介

◎著者
道格拉斯·福特（Douglas Ford），英国索尔福德大学军事与国际历史讲师，曾出版多部太平洋战争期
间有关日本军队的著作。
◎译者
刘建波，中国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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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书籍目录

前言
第1章　日本帝国的崛起，1860—1930
第2章　太平洋战争的序曲：中国问题，1931—1940
第3章　通往珍珠港之路，1940—1941
第4章　日本捷报频传，1941年12月至1942年春
第5章　同盟国扭转局势，1942年6月至1943年1月
第6章　战争的动态表现：战略和行动
第7章　战术和技术
第8章　士气和作战动机
第9章　情报战
第10章　战时经济
第11章　联盟战争
第12章　战争与大后方
第13章　最后阶段，1944年秋至1945年夏
第14章　原子弹与太平洋战争的结束
第15章　结论
出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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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精彩短评

1、行文实在是太干瘪了，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在套用一个固定的模板进行写作。这么一个波澜壮阔的
题材，被作者写得味如嚼蜡也是不容易。
2、很平庸的一本，所有的信息都只有表面化程度，既缺乏细节也缺乏深层分析。
3、全景呈现残酷太平洋之战
4、战略层面为重
5、全篇中心思想：日本人好蠢
6、因为篇幅关系，战争细节基本没有，就罗列了一下整个战事进程。分析了大后方、士气、文化、
经济对战争结果的影响，对我这个小白来说还是挺新奇的。
7、框架浅显易懂，以至于并未超越高中历史的水平，按照目录组织起来，简直就是“请简述并分析
日本帝国主义为何会在太平洋战争中落败”的标准答案。所以，光堆砌史料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角度
。
8、很客观全面的分析。
9、应该让日本人自己来写。
10、讲的很详细，但有些主观情绪，分析的角度很好
11、科普作品，好在提供了些研究著作名目。里面关于原子弹问题的探讨颇有看头。另外作者讽刺731
部队占了资源，其实没卵用，近乎浪费。
12、与其他介绍太平洋战争书籍不同，从第七章往后的章节通过分析这场战争的多个要素，引导读者
宏观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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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精彩书评

1、这本书试图以很少的内容来全景描绘整个太平洋战局，但是尽管做到了“面面俱到”，但每一面
上都严重缺乏深入水准，只讲了最表层，最肤浅的内容，而且这种肤浅里面明显带着有意为之的成分
。实在是让人看着不舒服。比如说，世界经济危机对日本的影响用“掌管对外贸易的大量中层官员的
生活质量受到了影响”一句话就带过去了，完全没有提这对日本国内造成的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情绪转
变，以及依靠对外贸易的政治派系影响力的严重下降导致的日本国策的转变——当然，日本国内再怎
么困难也不构成侵略的道义合理性，但“中层官员生活质量下降”变成了日本对外侵略的主因这就省
略得完全莫名其妙。在写到大英帝国自己的时候就更是缺乏深层反省，英国工业力量的衰退，在殖民
地遭受的日益增强的反抗，在战争初期日本攻势下可耻的一败涂地，这些现象实际上是拥有一个共同
原因的，那就是大英帝国已经成为了躺在殖民地经济上享受贡品的懒汉，由于从殖民地经济中获利太
轻松，英国本土已经失去了当年开疆扩土时期那种工业活力，大批上层成为无所事事的食息贵族，在
本土不思进取，对殖民地建设管理也消极怠工，在白人至上的盲目自大中歌舞升平。这才遭受新兴帝
国的迎头痛击。即使没有欧洲战局，日不落帝国能不能在单挑中战胜日升帝国，都是一个很大的未知
数。而作者完全没有反思这一病根，而只是把几个严重症状孤立地列出来，然后把美英外交政策的冲
突描写的像是单纯的意见分歧，英国是为了顾全大局配合了美国的行动。而实际上是英国已经无力维
持自己脆弱帝国的懒散统治，若无美国大力援助，英国本土都会完蛋，无论如何都没有能力继续维持
自己的殖民帝国，而美国当然不会花大价钱去支持重建一个19世纪的老式大英帝国，所以英国当局根
本就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作者当然是羞于承认这一点的。同样在分析日本国内情形时，尽管也写到了
不少重要信息，很多分析本身是准确的，但由于始终缺乏一个逻辑体系将其组织起来，这就让那些现
象看起来只是各个方面孤立性质的愚蠢，这种对日本内在思维和行为逻辑的缺乏深入同样导致后面一
些判断的缺失——比如日本长期拒绝全面投降根本不是因为“对于能达成妥协式投降自信满满”，而
是无法接受天皇制度的全面废除和神圣象征遭受战胜国任意支配——而实际上后来美国占领当局在处
置天皇问题上确实做了审慎和渐进式的妥协。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这本书里面非常普遍，总而言之，这
本书只是面面俱到而且还算准确地分析了表象，但是由于缺乏深入的思考和系统的关联，最终也只是
限于准确的表象。
2、太平洋战争以日本向美国和盟国投降而告终，如今已经过去了近七十年，然而我们仍然十分关注
在这场战争中所发生的一切。战争留下了伤痕，留下了废墟，留下了耻辱与悔恨，还留下了许多未解
之谜。谈到太平洋战争，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日本突袭珍珠港事件，这是太平洋战争的开端，以及最后
美国在日本投放的两颗原子弹，蘑菇云和战争的硝烟仍在弥漫。关于太平洋战争的文献已经数不胜数
。大部分作品是以美国参战为主的，《太平洋战争》这本书则是从更为广泛的角度分析这场战争，重
点也不仅限于战争场面。本书还从军事高层指挥、政府以及公众的视野记述太平洋这场战争。这本书
不仅从军事上分析了战争的进程，还讲述了其中的政治原因和人们的意识形态观念对战争的影响，以
及战争给他们带来的影响，从科技与人文的角度，分析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与结束。我比较关注的还
是原子弹问题。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政府批准了曼哈顿计划之日起，原子弹的研发就是为了用
来对付轴心国或是任何一个与美国作战的国家。1945年7月，原子弹制造完成之时，德国已经投降，美
国领导人不得不解决如何战胜日本这个轴心国唯一欲孽的问题。动员原子弹被看成是帮助同盟国实现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必要手段。同样重要的是，使用原子弹还有政治方面的动机。研发原子弹已经花费
了美国纳税人将近20亿美元。美国领导人无法背离群众的意见，放弃以更节约，更迅速的方式结束战
争的机会。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窥见战争背后的人文与历史，了解那些不曾知道的事件真相。更加
靠近事实，并且永远不能忘记和平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方式。
3、本书只能算是一本关于太平洋战争的科普书，不过，写得到还是不错。首先，你要搞清楚，仅凭
本书的区区二十六万字，要想全面深入地介绍太平洋战争根本不可能。作者只能简单的将太平洋战争
的过程介绍一下再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和结论。所以，这本书的定位就是一本科普书。本书的特点是按
写一部太平洋战争史而不是太平洋战争战史，这算是一个亮点。本书虽然写太平洋战争但是却并未局
限在军事方面，经济、文化、政治外交作者都有涉猎。国内在这方面做得还是不够好。作者尝试在书
中探讨了一些问题，他关心最多的当让还是杜鲁门扔原子弹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迫使日本人投降还
是震慑俄国人？作者的回答还算让人满意。本书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以区区二十六万字的篇幅实
在是无法做到什么都讲，所以作者只好牺牲一部分深度。书中的很多方面我都觉得讲得不够透彻，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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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该再深入一些的。战争的进程也是如此，很多战斗的细节根本就不讲，莱特这样的大海战作者也只是
用了寥寥几笔就跳过了。最后说一下翻译，翻译还不错，语言流畅，也比较准确。缺点也有，那就是
翻译似乎没有多少关于日本军事方面的知识，日本的“战时大本营”被盟军成为“帝国总司令部”，
译者就直接翻译成“帝国总司令部”了而没有考虑到国内的通用译法，看得我是一头雾水。
4、《激荡太平洋》重点描绘当时的世界列强在太平洋领域的势力追逐，历时四百年的大国争霸史以
美国的完胜划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彼时，太平洋战争是剧终前的残酷演出。如果说《激荡太平洋》
是说书人嘴里扣人心弦、宏达壮美的一个故事，那么道格拉斯.福特的这部《太平洋战争》是对那场战
争理性的还原，围绕战略战术、技术势力、战后物资保证等问题对太平洋战争进行了非常全面的剖析
，很好地回答了“什么局势导致了战争的爆发”、“为什么前期同盟军会处于劣势”、“日本为何最
后在战争中失败了”等一切有太平洋战争有关的疑问。地球上有人类伊始，战争就从未真正停息过，
战争伴随权利而来，单纯去评价孰是孰非完全没有意义，真正决定战争走向的是势力以及对整场战争
形势的把握。在太平洋战争中，日本军人以“大和魂”理念为支撑，认为太平洋战争是为了完成他们
的国家使命，将亚洲人民从西方殖民帝国的统治中解放出来，这种观念甚至至今仍在影响着日本。与
此同时，同盟军又常常将日本人描绘为道尔所谓的黄祸，一心认为充满敌意的日本人要破坏西方世界
的安全，电影《珍珠港》中，美军的愤怒无疑是很好的诠释。战争中的双方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一方
，并以此为鼓舞勇往直前，事实上，最终的评价标准也往往是以成败论英雄，想象一下如果当初是日
本赢得了战争，今天的历史书上有会如何去评价呢？蝴蝶煽动它美丽翅膀足以引发一场海啸，历史中
某一个节点的改变势必会改写以后的全部历史，太平洋战争中，美国曾计划在中国建立军事基地以对
日本进行战略轰炸，这一计划后来被搁浅，若当初是按这一计划实施，中国后续的走向会完全不一样
吧。当然了，若不是为了锻炼思维，对历史的假设其实是毫无意义的。但是，从中多少能看出在整场
战争中，同盟军在战略、战术方面有很大优势，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做了全面的准备和部署，相对而
言，日本在中国战场取得的胜利，使他们对盟军的势力有错误的估计，且又缺乏统一的战略部署，战
线过长后方补给乏力，最终完全丧失主动权。《太平洋战争》用很客观的视角，全方面分析了战争双
方在势力战略战术技术方面等各个方面存在的差异，指出同盟军前期处于被动地位的原因，也说明了
日军在后期节节失利的缘故，这种不掺杂太多感情色彩的分析方式使人能更理性去看待这场战争。透
过太平洋战争看当时的中国抗日战争，前期的全线溃败也有很多与日军类似原因，国共两党之间的矛
盾，缺乏统一战略，技术落后等等，这些在失败方身上很常见也无可厚非，真正让人痛心的是来自敌
方的负面评价：“一群穿着军装的乌合之众，他们未经训练而且胆小怯懦、阴险狡诈、唯利是图、还
缺乏爱国之心，他们根本就没有士兵该有的样子”，类似的评价在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
同样被提及，多少令人感觉羞愧，问题是，如今的中国、中国军人是否真的完全不一样？大陆所拍摄
的抗战连续剧，常常带着点道德上的洁癖，喜欢自诩为正义的一方，热衷于挖掘战争中国人勇敢、坚
强等美好品质，甚至自欺欺人地用虚假的日军伤亡来昭显这种品质，却缺少直面真实历史的勇气，事
实上，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的伤亡人员数十倍高于日军，在影响太平洋战争结果走向这个问题上，
中国也远不如教科书中吹嘘的那般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重新审视这场战争，需要的一种更理智更客观
更科学的视角，单纯考虑战争的正义性问题或者一味缅怀战争带来的伤痛，对未来于事无补，选择铭
记历史是为了让历史不再重演而不是为了祭奠，国家也需要有以战止战的实力才能真正让她的人民免
于战乱的伤害。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远比看全片都是意淫的连续剧来得过瘾和有意思，尽管这场可
以说因中国而起的战争，最终并不是由中国来结束，他其实更是英美日之间的博弈，也由他们来决定
如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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