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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动的日本》

内容概要

鲜见前例的绝密档案研究
再现日本官方对亚太地区的
战局推测及战略考量
◆ 日本打着解放亚洲的旗号悍然发动侵略，并邀请苏联加入轴心国，憧憬建立一个称霸世界的欧亚帝
国？
◆ “二战”期间，日本对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怎样的观察和预测？它早已知晓最后统一中国的人将是毛
泽东？
◆ 原子弹并非日本投降的直接原因？早已密谋全身而退的日本，直接塑造了苏美冷战、朝鲜分裂、蒋
介石败走的历史格局？
“二战”后，日本主流学界对战败的叙述总跳不出“太平洋战争”的桎梏。这种历史观导致战后日本
人对亚洲侵略行径的集体遗忘。亚洲要想走出战争的阴影，首先应充分发掘日本战时制定的“欧亚—
太平洋”战略思考与规划。
作者找到了日本内阁、外务省和帝国大本营销毁的机密文件等一手资料，还原了战前日本与俄国的亲
密关系、战时日本对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评价以及随着败局日显，战时领导人制定的生存策略，并
客观公正地详述了日本称霸全球的野心。
日本史学界的深刻反省之作

Page 2



《躁动的日本》

作者简介

小代有希子（Yukiko Koshiro）
◆ 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
◆ 大平正芳纪念奖得主
小代有希子是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美国大学、科尔盖特大学、贝茨学院、威廉姆斯学院客座
副教授，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著名东亚和当代中国研究基地韦瑟黑德东亚研究所学者。
她所著的《跨太平洋的种族主义与美对日占领》（Trans-Pacific Racisms and the U.S. Occupation of Japan
），因为对太平洋地区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荣获大平正芳纪念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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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 言 被“选择性遗忘”的战争及不为人知的战略思考
第一部分 “二战”前复杂多元的对苏战略观
第1 章 寻求主导地位：向左苏联，向右美国 14
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和西方国家一道派出军队企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扼死在摇篮中。但出乎世人意料
的是，在短暂的冲突之后，日本和苏联的关系却前所未有地融洽起来，特别是日本的共产主义者，更
是将莫斯科当作崇高的圣地。
《苏日中立条约》：企图改变东亚格局的战略性目标 14
近代日本：激进思想和革命运动的交汇 17
预判战后地缘格局的洗牌 28
邀请苏联加入“轴心国”新秩序 38
第2 章 “大东亚”精神：占领亚洲的理想蓝图 45
很少有人知道，20 世纪上半叶旅居日本的美国人是备受歧视的。相反，共产主义的苏联倒是让日本充
满复杂的情感，到底应该和俄国发展怎样的关系呢？弥漫全日本的泛亚主义又把俄国定位成了什么？
拉拢俄国人实现泛太平洋理想 46
国际社会的“名誉白种人” 49
《喀秋莎》风靡日本 60
叶卡捷琳娜和她的日本爱人 62
伪满洲国的“哈尔滨组织” 71
第二部分 考量东亚大陆的霸权争斗及其归趋
第3 章 在东亚创造权力平衡的理想状态 84
早在20 世纪30 年代，日本政府就对中国共产党充满兴趣，帝国军方更试图通过对中共发表的宣言来一
窥这一“神秘”团体的面貌。与此同时，延安与莫斯科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谁将主宰中国命运，是国
民党还是莫斯科，抑或延安？日本的高层认为极有可能是后者。
抗衡国民党—华盛顿联盟 84
丧心病狂的日本兵士及腐败的军事集团 97
反日情绪与民族革命的成功结合 100
国、共、苏的三角政治 107
“佐尔格间谍组织”与“大陆跨越计划” 115
第4 章 朝鲜：太平洋与欧亚大陆的战略通道 124
在长达30 余年的时间里，朝鲜半岛是日本的囊中物，“欧亚—太平洋战争”战争爆发后，日本一度气
势凌人，可当形势逆转后，日本突然发现，世界强权不仅想打垮自己，更打算瓜分其庞大的帝国
。1944 年，它们已经毫无顾忌的“侵入”了朝鲜半岛⋯⋯
对日朝一体化的“和平试探” 124
消极被动的机会主义者 128
一边忍受家长式统治，一边遭受骂名 147
开辟远东第二战场的补偿条件 150
第三部分 谋求战后苏美在远东对立的局面
第5 章 和平斡旋：争夺优势而上演的闹剧 154
战争中的盟友是怎样走上了彼此对抗之路？原本平分天下的构想如何演变成了两极对立？在即将战败
的阴影下，日本将何以自处？骄横不再的日本帝国又迫于形势制定出怎样的亚洲战略？世界新纪元的
到来，对日本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尊重”苏联对南库页岛的索取意图 155
《近卫备忘录》：和平主义者之谋 164
“以敌制敌”的终战策略 171
如何在美苏争端中夹缝求生 176
“麦淇淋式马克思主义者” 188
第6 章 挫败苏联独霸东亚的野心 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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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向世界上最强的两个国家同时发起挑战，可欧洲战事的完结恰恰预示着这一棘
手的局面。帝国的统治者在此时已经开始谋划体面地退出战争，如何处理朝鲜的战后问题，直接影响
到日本的战后生存。
“绝对国防圈”策略 194
“大津号作战”计划：应对美苏双线进攻 197
中美联合的“黑金刚石行动” 204
朝鲜半岛：美苏角逐控制权的舞台 211
四国托管的复杂政治局面 218
第7 章 不可一世的帝国：瞬间崩塌 225
战争的失败已成定数，帝国的未来岌岌可危。当此之时，日本国民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国民情绪，从激
烈到沮丧不一而足。1945 年的8 月，空前的灾难降临到东亚的狭长岛国，不可一世的帝国在短短十几
天之内灰飞烟灭⋯⋯
“三位一体行动”：“小男孩”与“胖子”唱主角 226
对《波茨坦公告》采取“默杀”态度 229
摸不着头脑的投降方式 248
日本没落后，谁能攫取最大的利益？ 252
附录《关于接受三国公告事宜》 257
第四部分 虚构战争史：欧亚的销蚀
第8 章 回顾战争：美国造成了日本的“拒不认罪” 260
麦克阿瑟向全世界宣告战争结束时，提到了太平洋上的血腥厮杀，提到了仁慈的上帝与人性的进步，
却没提及中国战场，没提到日本在欧亚大陆的侵略战争，预兆性地描摹出今天日本政府拒不承认对亚
洲人民犯下战争罪的军国嘴脸⋯⋯
仁慈的上帝、精神的复燃和人性的进步 260
“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计划 273
红色中国：美日安全同盟框架内的潜在敌人 277
日本文学里的侵略史 282
走出超级大国意识形态所定义的历史 287
后 记 重新认识历史，才能真正走向和平 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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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的作品，在朝鲜、日俄关系提供了很多资料，然而在CCP方面，却是浓厚的费
正清式粉红色印迹
2、日本学者史料功夫扎实，但如何在众多材料中提炼出清晰的主线，甚至搞出理论，当然，这样的
要求对一部历史著作有点高了
3、向左苏联，向右美国 。二战期间隐秘的日苏关系，从战前拉拢苏俄进入泛太平洋圈，到战争末期
承认延安政权，貌似超越意识形态领域的战略却终成泡沫。
4、国际政治外交只遵从 丛林法则，其间的残酷和复杂是一般民众无法想象的. 里面包含大量内幕，引
人深思.
5、几乎一无是处的9流作品，小日本的史学家跟他们的AV碟一样，表面花里胡哨，其实无病呻吟败絮
其中，完全是30-40年代日本军部史料的流水账，既无独到论断，也无吸引人的猛料，表面很中立，其
实三观并不正，絮絮叨叨的无数废话，无非是吹嘘小日本军阀当年如何如何英明神武（很早就看出TG
潜力，对苏联也很有预见性），然并卵，根据历史事实看，倭寇领导者都是清一色的眼高手低之辈，
自作聪明自取灭亡自作自受
6、书中用翔实的资料，向读者展示了日本二战至战后重建过程中的战略选择，特别是对日本大陆战
略政策中被战后选择性忽视部分的重提，非常引人思考。
阅读过程中，建议关注史料，积极思考，推荐一读
7、写战争写历史，写那个时候的世界环境，如果不勇敢探究过去，怎么有勇气面对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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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在过去的七十年里，身为这场战争的受害一方的人们，一
直沉浸在悲痛与愤怒之中。然而，在众多回忆中，人们往往过于重视自己的感觉而忽略了对这场灾难
源头的探寻和省察。而这本《躁动的日本：危险而不为人知的日本战略史观》的作者小代有希子却注
意到了这个为大多数人所忽视的问题。在作者看来，如果不正视这段历史，那么我们就不能真正地了
解过去，也就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当然，对这个问题之所以被大多数人忽视，一是因为结果已经板
上钉钉，关注一个战败国的意图对很多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二是日本军方销毁了大批的
文件资料和相关证据，试图掩盖事实。也正是这两个事实的存在，使得作者的研究弥足珍贵。　　作
者通过对各种遗存下来的资料的梳理，使得二战前后日本的野心和战略意图逐渐变成清晰而明朗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成为世界的五大工业化国家之一，也是亚洲唯一的工业化国家，国际
地位的提升无疑推动了日本在主导亚洲方面的野心。同时，近代日本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后，
各种新思潮在日本交汇，更加促进了日本扩展的野心，这种经济加文化的膨胀，无疑成为了催生日本
对外扩张战略的温床。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前很少见到的关于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可以
看到虽然经历了日俄战争，日本人在情感上的近俄远美的倾向，也可了解到俄国艺术家在日本的发展
的事实。在这些大背景下，“占领亚洲的蓝图”逐渐在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中慢慢形成。为了达到“
联俄拥亚”的目的，日本在对中国的分析和研究上，没有少下工夫，钱穆先生就曾经在他的课堂上见
过到中国来“求学”的日本人。但日本对中国的研究却不是正常的。他们的研究态度大多是建立在“
极端鄙视”的基础上的，而在意图上，则希望把中国困住，让中国永远不再有翻身之地。　　1937年
，中日战争的爆发，的确是日方处心积虑的结果。因为他们已经大致可以估算出，当时的中国政府绝
对无力与日本军队抗衡。而战争初期的走势也初步证明了这一点。日本人也甚至已经打算好，进一步
联合苏联，挟制伪国民政府，遏制美国在亚洲势力的扩张的计划。不过，百密一疏的是，他们忽视了
一个当时并不起眼的力量——中国共产党。　　虽然，1939年，伊藤武熊的《关于中国抗战能力的研
究报告》已经指出：国民党无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这是日本人所期望的），但中国共产党深受老百
姓的用户和爱戴（这是日本军政界所忽视的），“日本在军事上不可能战胜中国，只能从政治方卖弄
寻求出路”，但是，直到1944年，日本军政界才正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政权，而这一切是在经历
了众多来自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挫败感”而不得不面对的是事实。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多
线作战，已经无法从美方获得支持，所以他们更重视与苏联之间的关系，在日本方面看来，苏联一旦
对日宣战，对日本而言将是致命的打击，但此时的日本依然没有放下对亚洲的野心，这一点体现在日
本对朝鲜采用的双重策略上（一方面要抵抗美国，另一方面则要抵抗苏联）。由此可见，此时的日本
虽已经并入膏肓，但依然怀着虚荣无比的帝国梦。　　在正式宣布投降的前夕，日本依然试图取得对
自己最好的结局，向苏联投降而不是向美国投降。然而，这个天真的想法随着两枚原子弹的爆炸而不
得不以流产告终。　　最终，满怀着帝国梦想的日本，却成为美帝国的附庸。这个出乎日本意料的结
局，颇具讽刺意味。不过，回首日本的帝国梦想，我们可以看到，当它脱亚入欧时，它深受老牌殖民
主义帝国的影响，走上了一条以小占大的武力殖民的道路。而当世界霸权由新兴的经济帝国主义接手
时，日本反而得到了另一种殖民思路。日本会不会在这种新思路上走下去？这种新思路会不会再次激
起一些日本人压抑在心底的“帝国梦”？这两问题的答案恐怕还需要经历一段时间后才能准确做答。
2、关于日本，中国人都是很憎恨的，因为日本近一百年来的行径在中国人民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曾经他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使日本成为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仇人。而《躁动的日本》这本书被誉
为“日本史学界的深刻反省之作”，书中作者提供了诸多不常见的视角和观点。作者小代有希子是哥
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借助日本内阁、外务省和大本营的机密文件等
一手资料，她全面公正地剖析了日本帝国的野心。通过看本书，可以了解当年的日本侵略历史，认识
真正的日本，应为只有学习历史、牢记历史，才能避免历史的再现，通过不断强大自己，来遏制日本
这个亚洲的“麻烦制造者”。本书的正文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讲述二战前日本和苏俄及美
国之间复杂多元的战略关系，展现出日本和苏联之间并没有因为对于共产主义的而妨碍两国之间的外
交关系。因为日本政府来说苏联是把双刃剑，一方面因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危及其国家政体，另一方
面日本人民憧憬苏联革命带来的社会进步。所以一定程度上摇动了流行于民间和学界的自甲午、日俄
战争之后苏联一直被日本视为宿敌的看法。第二部分，主要讲述了日本对于中国、朝鲜东亚大陆的霸
权争斗及其归趋，其中讲述了早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政府就对中国共产党充满兴趣，并且日本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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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极有可能将来由中国共产党主宰中国命运，并且早已有意识日本会在侵华战争中的失败。及关于
朝鲜，日本高层则希望日本帝国灭亡后美苏能够在朝鲜形成权力的平衡。第三部分，讲述了在连续战
败的情境下，日本当局如何谋求战后美苏在远东对立的局面。其中写道，日本当局在当时的情境下，
不仅制定了避免同时与苏美两军对决作战的策略计划，还制定了保全朝鲜半岛而体面退出战争的战略
计划。这又要动了民间的美军一颗原子弹打蒙了日本的说法。其实并非日本没有精神准备。第四部分
，虚构的战争史：欧亚的销蚀，作者解说了日本在历史问题上难释重负的症结所在。显然，本书通过
详细的史书资料来再现19世纪到二战结束时期的历史过程，带给读者对于二战和日本欧亚——太平洋
战争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可以说是一部富于探索特色和能激发讨论的著作。
3、日本的心思——评《躁动的日本》文|杜子腾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即将迎来,而我们这一代对于老一
辈人感同身受的战争经历是否记得?我们眼中的二战史又是以何种姿态呈现？看一看当前主流史观片面
的陈述在教科书、电视剧以及宣传领域的表现，不得不说我们的了解和认识还停留在意识形态的桎梏
里，难以从更加宏大的历史环境与背景中还原历史的原貌。“手撕鬼子”只是艺术领域渲染仇视的感
性化表达，除了激起民族主义的“幽灵”外，无益于对历史真正审视。二战之于中国人，似乎就是日
本的侵华战争，这样的视角，无疑是缺乏全局认识的。进一步说，我们大陆的教育更是在这种侵华战
争的背景下刻意回避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历史功绩（虽然，近几年有所好转），所以，我们的历史
认识在多大程度上是被塑造的，每个人都值得思考一番。《躁动的日本》可以说是一本值得细细品读
的作品。究其原因，其一是著者小代有希子对于战败前日本战略观的有理有据之分析；其二则是机密
文件和绝密档案的一一曝光。除了这两大原因，还有颇值得一提的战前日苏关系、日美关系以及日本
分别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这几大关系的梳理是整个日本战败前决策的关键点与权衡所在，同时
让战争以一种日本决策高层的视角还原，这对于了解战时日本以及战后日本都将是不可多得的材料。
此外，将“太平洋战争”的提法抹去，重新还原“欧亚—太平洋”的历史原貌，则是本书在层次上的
拔高之处。今天是昨天的儿子，而下梁之歪则源于上梁之不正，今日日本的历史史观之形成完全拜昨
日战略决策所赐。若要探析今日日本之行为，回归二战时的日本以及更久之前的日本是不是更加明智
？小代有希子的观点综合而概括之，则是日本对于一战后世界秩序的不满，对于英美国家控制下自己
作为亚洲国家主体性身份的不被认同。重建世界秩序，以其庞大的“大东亚共荣圈”为战后亚洲秩序
的设想，联合德国、意大利组成了轴心国。“亚洲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与“让亚洲人管理自己的事
务”成为“最好”与“最坏”的目标打算。显然，排除欧美势力的渗透是日本的当务之急。在这样的
构想之下，日本与苏联的关系理应是“惺惺相惜”，互有支持。但亚洲主体性的构想在当时不得不面
对意识形态上的难题，这就是苏联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与渗透，这加剧了日苏关系的复杂性
。但是，对于社会主义苏联亚洲身份之认同始终大过了意识形态领域对苏联的阻击，这也是小代有希
子通过历史与大量数据使我们嗅到的一股清新之气。除此之外有关对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判断
，同样不离日本亚洲主体性的构想。依附美国的国民党政权之胜利显然是有悖于其战后亚洲的构想，
所以你会看到日本对共产党延安政权的支持。而对延安政权的支持则基于其与社会主义苏联和而不同
的立场以及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政治强人的判断。这一点很耐人寻味。而日朝关系以及基于朝鲜半岛的
苏美中日的力量博弈，小代有希子都有着极为卓绝的回顾与论述，在这里就不再赘述。总而言之，以
单一的视角与回望历史，后果只能是脑残式的叫嚣。与其冲着日本飙国骂，不如捧着本书看国势。什
么时候理智胜过了肾上腺激素的分泌，什么时候你才能坐下来真正议事。读懂了战败前日本的心思，
我们再来回望我们的历史，你有什么新发现？
4、即使在看一本书的过程中，想法也会逐渐改变。这是我看这本书的一点感慨。书中共分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第二部分都是讲述日本在战争期间决策层以及民众对俄美意识形态的形成过程，日本方
面对于各个国家情报收集分析、战略对策的变更，初看前两个部分，感觉日本一直在下一盘棋，美国
、苏联、中国都是其中的棋子，在饶有兴趣的观看博弈的过程中，微微有些不屑，因为毕竟日本不具
备下这盘棋的能力与实力，却依然在顽强的做着努力。待看到第三部分谋求战后苏美在远东对立的局
面这一部分，开始觉得日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在不断的收集分析中得到谋求最大利益的政治合
作与斡旋，即使战败帝国将倾的时刻，即使两颗原子弹已经颠覆了日本的时候，他们依然能够冷静的
选择自认为投降的合适时机，间接促成了现在国际间的新秩序，也为自己战败谋求到了想得到的利益
，我想这是一个冷静坚忍而又可怕的对手，之前历史宣扬的疯狂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缜密的分析与
灵活的变通。这是即使在今日，我们依然要警惕的对手所具备的能力。我想这本书最想强调的部分无
疑是苏联对于世界局势、亚洲局势以及欧亚—太平洋战争走势的巨大影响，之前与日本签订的《苏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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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立条约》，与美国的竞赛，宣布投降之后的长驱直入都为我们描写了一个复杂但真实的苏联形象，
以及日本对于苏联策略的不断变更带来的深远影响，但更让我们看到的是国际局势表面平静内里暗涌
的实质，在环环相扣此消彼长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一种利益的均衡状态。而苏联以及之后的俄罗斯做
为一个大国，注定在国际事务中占有重要的角色。最后一部分虚构战争史则让我们看到了日本的回顾
与反思，以及对于美国的清醒认识，亚洲人民一直以来对于日本回避侵略战争都是深恶痛绝的，又有
多少人会想到这其中也有美国的原因呢？美国驻日本的军事政府为日本人描绘了一副太平洋战争的画
卷，其中所有亚洲国家不论强大的还是被侵略的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美国的部分则被大书特书，
并且以教科书的形式不断灌输到日本国民头脑中。这是一种更大的犯罪吧，因为自己的利益关系，而
篡改历史，最终可能造成二战的胜利被消弭，而真正的历史被掩盖，我想这是一种更为可怕且后果严
重的侵略战争吧，存在于人的头脑中。所幸，日本的部分人民还是愿意探究真实的历史的，所以才有
那么多的人去搜集资料、去研究、去各个国家做补偿、去演讲，也才有这样一本书的诞生，这本书不
仅让我们看到了日本视角的战争历程与国民心理，也让我们在数据的罗列中、历史的尘埃中看到历史
的真相。就像后记中作者所说的，在纪念仪式上，他们庄严的承诺：将不再犯同样的错误。但是起码
，要让他们了解，曾经犯过什么样的错误。
5、“躁动的日本”，我觉得日本是一时半会也停不下它的躁动了，这本身与此处于岛国是有关系的
，正是因为岛国以及地震海啸等天灾使得日本人的心态是物哀以及惶恐的，使得他们躁动不安，时刻
想要扩张。《躁动的日本》是一部对日本历史认识问题的讨论思考之作，主要时间是集中在二战的时
代，这也是日本一段始终试图篡改的历史，东亚民族之间的历史和解一直没有停止它的脚步，但是日
本却一次次地选择遗忘，这真是令人失望。作者找到了日本内阁、外务省和《大本营机密日志》等一
手资料，通过对其整理和编写，还原了战前日本与俄国的亲密关系、战时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对
朝鲜、中国等的关系和评价，日本称霸全球的野心在书中昭然若揭，日本的残暴行为令人触目惊心。
看过《东京大审判》的我始终在想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对二战的战犯进行审判之后，是否有作用，因
为我看到的是他们毫不悔改的面容，甚至是微笑，那么历史惩罚哦他们的肉体，但谁来审判他们的野
心，谁来审判日本帝国的野心，而且保证这个世界以后都没有帝国或者法西斯这种政权的出现呢。这
是很难找到答案的，我唾弃用高尚的言行来掩盖残忍的行为，特别是说什么侵华战争是为了确保中国
在世界文明这一大框架下完成死亡到新生的周期这样荒谬的理由，实在是令人生畏和讨厌。日本在二
战时候的军事行动都是经过秘密策划的，而且周密，书中第一章写的是日本和苏联建立假意的友好关
系，在拉拢关系之中实施自己的帝国野心，使得苏联也被打个措手不及。我不认为谁可以代表“大东
亚”精神，这种理想蓝图根本就是一派胡言，侵略便是侵略，怎可用其他伟岸的词语来修饰。我们都
知道到了最后，日本是自食恶果，这个历史故事告诉我们的不仅仅是停息战争，爱好和平的道理，而
且包含了我们如何去面对一个国家的历史，如何去面对昔日的错误等等。By江焕明
6、如果说《躁动的日本》只是在讲日本的历史，那就错了。看过本书才知道它是在讲日本参与的战
争，在战争中日本与各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各国在战争中的角色。本书围绕着欧亚-太平洋战争、二战
前的复杂大国局面、以及二战日本战败后的生存来展开。可以从历史角度看出，日本是一个很“倔强
”的国家，它清楚各个国家的关系厉害，它明白自己国家的强弱，随着大时代的改变，懂得顺应潮流
的改革。1868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废除了武士政权，迅速建立起了现代化国家，工业快速发展
，与西方签订不平等条约，目的用来保护自己，不仅可以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且还可以促进经济
的发展。而这个时期，美国忙于内战，并且从地理位置上，苏联更加贴近日本。日本与苏联的认识要
比美国早，苏联也一直影响着日本的发展。苏联的文化吸引着日本人，从沙俄帝国时代就开始了，而
俄国文化也是距日本最近的西方文化，俄国从经济、艺术、音乐、文学、体育等都深深地影响着日本
。但是在欧亚-太平洋战争中，苏联直接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进攻，直接抹掉了日本与俄国的文化交流
之间的关系。而对于美国，个人觉得日本还是认识得较少，从偷袭的珍珠港事件来说，是日本最大的
错误决定，而这一事件几乎造成了日本战败的结局。对于中国，日本忽略了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整
个二战中，中国占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毛泽东说过，“中国革命的胜利将会点燃其他国家和地区广
大人民反对殖民主义的火花，从亚洲的柬埔寨、越南、菲律宾和印度开始，最终蔓延至整个世界。”
二战最终的胜利也印证了这句话。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同时进行，构成了更大的“欧亚-太平洋战争
”。无论是在欧亚-太平洋战争中还是在战后，有一个国家是不可遗忘，那就是朝鲜。朝鲜是连接太平
洋和欧亚大陆的战略通道，而且日本战后的生存也要关注于朝鲜。日本对朝鲜的剥削是惨目忍睹的，
书中有描写，朝鲜并未沦为日本的战场，但它为了给两个战场提供资源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劳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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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被迫使大约400万朝鲜人背井离乡。有的被派往战场士兵或安慰妇⋯⋯战争后期，日本对朝鲜采取
了双重的策略，抵抗美国，抵抗苏联，济州岛成为朝鲜抗击美国防御备战的重点。从书的制作来说，
延续着《中国，被遗忘的盟友》《你没有被遗忘》的风格，目录是书的指引，让我更加清楚和明白章
节的主题和内容。从日本在战争中角色，个人觉得是扮演小丑，它很弱小，但是“不可或缺”。看完
书后，我还是久久不忘掉欧亚-太平洋战争中的日本，更不能忘记那些大国扮演着的角色。
7、抹杀历史只能重蹈覆辙今天的日本，一边在敏感的历史问题上执迷不悟、胡言妄语，一边又在对
外关系处理上装腔作势、大玩把戏，这不能不让国际社会充满担忧和警惕。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在错
误道路上一意孤行、越滑越远，抑或有朝一日重蹈覆辙呢？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小代有希子在
《躁动的日本：危险而不为人知的日本战略史观》（下称《躁动的日本》把“责任”归咎为“历史总
是有胜利者书写”所导致的恶果。小代有希子在“前言”《被“选择性遗忘”的战争及不为人知的战
略思考》中指出，“美国军事占领日本后，对日本战败的叙述总跳不出‘太平洋战争’的条条框框，
它不断给日本人民灌输这样一种战争记忆：日本只有败给美国，战后才能复苏并融入以美国为中心的
世界。以至于战争结束时，这种印象在日本已经人尽皆知。”“在这种记忆中，日本在中国战场上的
失败、日本殖民帝国的覆灭，以及日本在1945年8月战后‘重生’以来应当汲取的历史教训都被选择性
的忽略了。”《躁动的日本》广泛的使用日本政府及军方的机密档案等一手资料，以其独特的视角考
察了至战败投降前日本帝国的国家战略，尤其是对中苏美三国的政策观，并借此对亚太尤其是东亚地
区的战争和解问题进行思考。日本做梦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日本梦”，至少也有500年的历史了。
早在1592年，丰臣秀吉就亲率20万军队跨海西征，梦想在北京建立三国合一的大日本帝国。尽管丰臣
秀吉的“西征”失败了，但“丰臣遗愿”这一“白日梦”，日本至今还在做。种种迹象表明，尽管无
条件投降的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一些西方国家基于实用主义的需要，对日本军国主义姑
息养奸。以至于20世纪60年代，再日本的几乎看不到“欧亚——太平洋战争”留下的踪迹。所以，小
代有希子在“作者自序”《最深刻的省悟，定由败者血书》中感叹，“日本宣布投降仅20年，那场战
争却似乎已经离我们很遥远了⋯⋯大家不太愿意提及那段岁月，社会也希望我们不要提及那场战争⋯
⋯”在此语境下，日本军国主义“癌细胞”复发与扩散能是偶然的吗？日本是一个独特的民族，军国
主义死灰复燃绝不偶然。“野心”的生成与恶性膨胀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根源。从国际
法上看，岛国日本“先占无主地”改变国土狭小、资源奇缺几无可能，因为地球上几乎已经没有无主
土地可占。国际法院1974年在“关于西撒哈拉法律地位”的咨询意见中指出：“住有土著部落或具有
一定社会或政治组织的人群的地方就不能被认为是无主地”。即便是南北极，受专门国际条约的约束
，任何国家不得主张领土权力。所以，日本要成为大陆国家只有侵占（殖民）。从历史上看，在盛唐
时期，日本就曾试探性的挑衅过中国，被唐朝英主教训一通才长期蛰伏并表现出谦恭姿态。直至明清
，日本海盗倭寇的掳掠使东南沿海不得安宁，戚继光抗倭、邓子龙出兵朝鲜打败日军使丰臣秀吉落寞
而亡即是历史的证据。尽管日本多次亡华的迷梦都被彻底打破，但日本从未真正心服口服过，在历史
、领土等诸多问题上颠倒是非、顽固挑衅。譬如，2015年1月，日本有关方面污蔑原本铁证如山、惨绝
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万死亡人数“不妥当”。有报道称，日本2015年的财年预算中，防卫预算约合421
亿美元，连续三年递增，预算金额创历史新高。同时，有资料显示，具有右翼倾向的国会议员组成的
日本会议，已经占国会议员的50%以上。历史教训历历在目，抹杀历史只能重蹈覆辙。忘记历史意味
着背叛，而抹杀历史者没有未来。尤其是1894-1895年甲午战争，以及日本侵华所犯下的罪行，无论到
了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也不应忘记曾经遭受的战争灾难，都不会也不应忘记为击败侵略者所付出的
重大牺牲。《躁动的日本》是太平正芳纪念奖得主小代有希子耗时十余年的“磨剑之作”。在这部划
时代的巨著中，小代有希子试图唤醒日本人正确审视危险而不为人知的战略史观。她认为，日本民众
必须在20世纪世界历史的更大框架内，直面对美苏战略思考和规划的善与恶。或许只有这样，日本才
有机会最终克服战后长期以来的阴影，与欧亚大陆国家、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携手走向和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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