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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岛群》

作者简介

宋宜昌,(1948-)，男，山东莒县人，中国著名科普作家，当代极富影响力的军事文学作家。20世纪80年
代，既以多部海战史及二虞军史小说风靡全国。他还是一位视野广阔、知识丰富的科学和历史观察家
。主要作品有《V的贬值》、《北极光下的幽灵》、《燃烧的岛群》、《沙漠之狐隆美尔》以及军事
科普读物《火与剑的海洋》、《大洋角逐》等，英语记忆专著《风暴谜式英语单词速记法》，经济学
读物有《魔杖-美元独步世界之谜》，新书《决战海洋·帝国是怎样炼成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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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岛群》

精彩短评

1、有点战争与回忆的影子
2、灯塔国的早晨
3、挺过瘾的，很美国。
4、中国为数不多的有水平的军事小说家写的大作。
5、斯皮尔伯格要是看过这本书，那就肯定不会把《太平洋战争》拍的那么烂。
6、就是这版！经典！高中用了一周读完。连英文名都是从里面起的
7、比HBO那个《太平洋战争》强悍太多了，不要被介绍骗了，这不是小说，这是记录。
8、大局观没问题，宋老的笔锋很老道，不过一些涉及技术的细节上值得再推敲
9、精彩
10、算是当年的启蒙书
11、不必要的景物、心理描写偏多，导致节奏拖沓，是在堆字吗？
12、写的很好，帮我解了太平洋战争
13、气贯长虹!  看的电子版，错别字多.地名和人名比较多导致开始很难入局.
14、细节描写较好，全局展现不够清晰
15、节奏紧凑，行文松紧有度，描写简洁而有力度，好书。
16、不知道小说内容是否经过考证，如果确实是真人真事，那就写的太好了
17、很不错，以小见大，从细处反映战争，反映人在战争中的人性
18、80年代的典范作品——欲说还休的性、似是而非的人生哲学、又臭又长的道德说教、胆大包天的
细节想象、粗砺磅礴的叙述方式······
19、看到80%弃了，不是书的问题，比《巨人的陨落》好多了。美帝暴兵A的方式突然使我有一种二战
和一战一样的无趣感。
20、用psp读的电子版，大二时一口气读了七八本太平洋战争的书。
21、少年时代看过最好看的军事历史！
22、冷竣自信的文笔，专业的战术角度、宏大的战略角度，加入历史、宗教，哦，还有点爱情。30年
来，仍无人超越。
23、读了2遍
24、战争属于胜利者
25、战役的描写惊心动魄、人物的形象立体鲜明，材料的调度举重若轻。上到军队的战术和战况，下
到两国的士兵和百姓，都能清楚地感受到局势的改变。大概没有一本书能比它更立体的展现太平洋战
争了吧。
26、读了两遍了。
27、故事性很强，人物刻画非常丰满。不仅关注了宏大的战争场面，更突出了日美大后方的生活，体
现了战争对全人类的深深伤害
28、怪事，我的那套封面不一样！

Page 3



《燃烧的岛群》

精彩书评

1、门开了。斯普鲁恩斯中将满脸笑容地站在他面前。中将的衣服很整齐，皮鞋也锃亮，显然已经做
好准备，同尼米兹上将一起去散步。在那些紧张的日子里，尼米兹最大的消遣就是同他的参谋长一块
儿散步。珍珠港海军区的军官和水兵们，经常看到疲倦的切斯特和神采矍烁的雷蒙德在一起，迈着一
致的海军步，热烈地交谈着。老的太平洋舰队司令部，设在珍珠港东南湾潜艇基地里。当年，金梅尔
海军上将就在那栋旧楼里观看了老太平洋舶队的末日。尼米兹上任以后，除了利用旧司令部之外，还
在马卡拉帕火山北坡一栋绿树环抱的别墅里，开设了自己的第二个司令部。他俩从司令部出来，沿公
路北行。如果往南，将通往希凯姆军用机场，引擎的喧嚣令人头痛。他俩照例先谈些轻松的话题，谈
最近在珍珠港上演的轻歌剧和电影，谈斯普鲁恩斯的儿子爱德华，谈尼米兹的儿子小切斯特·威廉，
他们都在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服役。切斯特·尼米兹只比雷蒙德·斯普鲁恩斯大一岁，虽然职务较高
，可谈话完全平等，无拘无束。斯普鲁恩斯出身巴尔的摩一个富贵家庭，受过充分的上流社会教育。
他同尼米兹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雷蒙德从小被娇生惯养，性格内向而羞涩，既不担任班级的领
导，也不参加激烈的运动和团体活动。倒是在周末和放假前的大扫除中，总少不了他的身影。他是一
个细心的女性化的男孩子，小时候爱抱洋娃娃，上学爱同朋友们结伴。这些特质都来源于他妈妈和他
的三个姨妈：塞琳、贝西和露伊。她们给了小雷蒙德大量的知识和金钱，慷慨得令人难以置信。也许
因为她们终生未嫁，把希望潜意识地寄托在外甥身上。后来斯普鲁恩斯为她们一一养老送终。当斯普
鲁恩斯少将在中途岛海战中一举成名之时，所有他青年时代的伙伴都大吃一掠，“上帝，他究竟什么
时候怎样发生了如此变化?也许，他的最伟大的特质就隐藏在那副羞涩的面孔下面吧?”历史是一个悲
喜剧大师。雷蒙德祖辈与海洋无缘，要不是一桩悲剧发生，他是决不会投笔从戎的。雷蒙德的祖父希
斯突然破产，使他的生活发生了急剧变化。他以优异成绩中学毕业，竟无钱去上大学。锦绣前程顷刻
间灰飞烟灭。他有半年时间犹豫不决，不知何去何从。他妈妈安妮是同尼米兹妈妈安娜一样贤惠而眼
光远大的女人。安妮对儿子说：去安纳波利斯海校吧，它既有荣誉，又不花钱。”年轻的雷蒙德本想
当一名工程师或科学家，他的性格并不适于当军人。他投考斯蒂芬斯学院，专攻电机，但从未忘记母
亲的意愿。当他从报上得知海校招生一事，欣然前往，并被录取。美国工程界少了一位工程师，太平
洋舰队多了一位将军。沉默寡言的斯普鲁恩斯在中途岛击败了老奸巨滑的山本，雷蒙德性格中坚强的
一面像礼花一样闪烁在全世界面前。中途岛之战，斯普鲁恩斯只是一个客串的演员，他用的是哈尔西
的舰队。仗一打完，他就把舰队还给哈尔西，继续于他的护航舰队司令。他生性沉默，不爱声张，不
善宣传，但是尼米兹上将忘不了他。两周后。斯普鲁恩斯接到通知：担任海军上将的参谋长。尼米兹
和斯普鲁恩斯性格上很接近，两人相见恨晚，经常通宵畅谈。有了雷蒙德，尼米兹如虎添翼。他同斯
普鲁恩斯红花绿叶，相得益彰。尼米兹把他的想象力建筑在斯普鲁恩斯工程师般严谨细致的基础上。
美国太平洋舰队从此虎虎有了生气。“雷蒙德，我有了一个新想法。”海军上将热烈地说。他一直眯
缝的眼睛闪出一丝狡黠的光。(尼米兹的面部很象后来的吉米，卡特总统。)“切斯特，”中将回答。
“我也有一个好主意。”“那您先说说吧。”尼米兹一向信赖他的参谋长，他愿意听听斯普鲁恩斯的
想法。月亮在云中慢慢游动，大地沉寂。灯火管制下的珍珠港，一片黑暗。斯普鲁恩斯平静地说：“
切斯特，我认为我们必须在中太平洋上主动进攻。越过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直抵日本。”尼
米兹眯缝的照睛瞪大了‘“不理睬拉包尔和特鲁克，另选一条路?”“是的。”“您怎么想出来的?”
“我在海军战争学院、情报部都呆过。”他微笑了。“我在陆地上的时间比海上长。海军的战略一直
是同日本舰队打一场日德兰式的海战。这方面，各种资料、设想、战术和战略的文件堆积如山。可是
，”他站住，等一辆呼呼作响的卡车迎面驶过。“如何打败日本，占领日本的方案一个也没有。”“
不可能吧?”尼米兹感到惊奇。“是的，没有。美国是个孤立主义的国家，确实没有施利芬计划和黄色
方案一类的东西。但是，如果有朝一日日本人真地动起手来，我们难道只同它进行海上的战争吗?”“
我也感到惊奇。于是四处寻找，除了一些书生气十足的纸上谈兵的建议之外，并没有什么充满真知灼
见的方案。“我想，也许陆军会有。结果更糟糕。陆军还停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战场上。只有
麦克阿瑟将军关于对日作战发表过一些讲演。仅此而己。“我从来也没认为陆战队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他们人员太少，分布太散，只不过是给大使馆站岗的警察而已。我去过奎安提柯，它离华盛顿只有
不到两小时的路程。结果呢?居然找到了。有一个叫彼得·埃里斯的陆战队中校，早制定了一套完整的
进攻日本的作战方案。它的档案代号是712。天！每个海岛的情况，每个礁湖的深浅，每个海区的气象
资料和潮汐表，哪个岛上缺淡水，哪个环礁有多宽多深的礁盘，清清楚楚，仿佛是专门为今天作战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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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的岛群》

备的!”尼米兹大感兴越：“雷蒙德，告诉我，这个埃里斯现在在哪里?”“他已经不在人间了。他比
你还大五岁。为了实地勘察马绍尔群岛的情况，他化装深入当时的日本托管地，一去不返，日本人送
来了他的骨灰盒。那一年是一九二三年，我在海军工程局电气部当中校，整天陷在文件堆和火炮控制
系统的电路图里，没注意到这件事。”“我当时正在海军战争学院啃书本，筹建海军预备役训练署。
远方国土上一位美国游客的死我是不会在意的。美国军方又不能宣布埃里斯是中校间谍。”尼米兹说
道。“真是有苦说不出，所以日本人敢加害于他。”“埃里斯中校在712文件上讲了些什么?”“他大
概料到日本人对他不会客气，所以编完了计划才动身。他在文件的结尾上用红墨水加重划了一句话：
沿着密克罗尼西亚的基地前进!”两位将军都沉默了。他们哀悼埃里斯中校的亡灵。只有战争的河水，
才淘掉了历史的泥沙，使人们看清了埃里斯的思想闪烁着钻石一样的熠熠光辉。现在，一切困扰都退
居幕后，一个新的战略方案就要形成。时间象个顽皮的孩子，总爱开玩笑。有些重要的思想和著作，
由于一时找不到用处，无人问津，作者生前潦倒。他死后人们才认识到他的思想有多大的价值。可是
人已往矣，不会从坟里爬出来看到这一天了。尼米兹说：“进攻马绍尔群岛。哪一个岛?”斯普普恩斯
：“夸贾林环礁。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环礁。环礁中的罗伊一拉穆尔岛上有机场。礁湖又大又深，堪称
良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商船和海上袭击舰就用过。”“光占夸贾林还不够吧?”“还要攻占马
朱罗、沃特杰、贾卢伊特、马洛埃拉普和米利环礁中的一个或几个，掩护夸贾林的侧翼。以夸贾林为
基地，西向可以攻特鲁克，西北向可以攻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和关岛。利用塞班作为基地，B—29重
型轰炸机已经能够直飞东京了。”好一个雷蒙德!他深邃远大的战略目光，已经越过了五千公里的太平
洋洋面和上千的岛礁，看到了战争的尽头。尼米兹上将不禁暗暗叫好。“雷蒙德，您是说我们从珍珠
港出发去袭击夸贾林环礁。这样，我们的军舰要航行两千二百海里。没有陆基航空兵掩护，您不认为
太冒险了吗?所罗门战役表明，舰艇是怎样依赖陆基航空兵的。”“切斯特，我没说直接攻击马绍尔。
那是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他们的地图比例尺太小，他们在上面指指划划指挥着全世界的战争。”
“那咱们的意见呢?”“切斯特，咱们还是得先打下吉尔伯特群岛。”“卡尔斯中校率领别动营进攻过
吉尔伯特群岛的马金环礁，损失很大。马金环礁的主岛布塔里塔里上面没有跑道。”斯普鲁恩斯坚决
地说：“咱们打塔拉瓦。塔拉瓦环礁的贝蒂欧岛上有一个机场。轰炸机从埃利斯群岛的富纳富提环礁
起飞，能够到达七百二十海里外的塔拉瓦，并不冒险。”“一个塔拉瓦是不是少了点儿?塔拉瓦西面三
百八十海里的瑙鲁岛是不是也打下来?瑙鲁有机场，从瑙鲁起飞的日本飞机威胁着塔拉瓦。”斯普鲁恩
斯的眉毛拧起来。他直率地告诉太平洋舰队司令：“瑙鲁是一个真正的岛，而不是一个环礁。日本很
早就占了它，一直用它的磷矿石当本土农田的肥料。瑙鲁没有海湾，没有适宜的卸载滩头。我军的轰
炸机从富纳富提岛起飞，一直在轰炸瑙鲁。瑙鲁中间有一个很陡的山，从航空照片判读来看，日本已
经筑好了工事，岛上磷矿的矿洞也是良好的防御工事，进攻瑙鲁并不适宜。”“用一支庞大的两栖军
去进攻一个小小的环礁，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金都不会答应的。雷蒙德，请别忘了国民需要宣传中的胜
利，仅仅一个塔拉瓦是无法提供的。不打瑙鲁打哪里?”“马金岛。”尼米兹没吭声。他们已经走到了
一大片房屋跟前，幽静的公路已经走完了。这里是他俩每次散步的极限点。两位将军谁也没说话，默
契地向后转，重回司令部。在他们的正前方，马卡拉帕火山的锥形山峰黑魃魃地耸立着，像一座硕大
的金字塔。两个人默默地走了很长时间的路，各自想着心事。每一级将领考虑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
战场指挥官同参谋部军官想的也不一样，军人同政治家想的更是两码事。由于罗斯福在海军干过，所
以在物资上对海军优先照顾，但内行的干涉也特别多。金也如此。斯普鲁恩斯只考虑可能性和可行性
，他只对尼米兹一人负责。尼米兹上头还有太上皇似的金上将，还有罗斯福总统。他想问题同他的参
谋长就不同了．但他特别尊重雷蒙德。路快走完了，司令部前卫兵的身影已经出现。尼米兹开了口：
“亲爱的雷蒙德，我同意啦。我准备亲赴华盛顿，去劝说金上将赞同您的方案。”“谢谢。”海军中
将脸上露出由衷的感激之情。虽然天黑看不清，尼米兹却完全可以感觉到。“让我们尽快地制定出计
划吧。够我们忙的。金的要求可严极了，连我都怕他。”他拍拍斯普鲁恩斯的肩膀：“亲爱的艾姆斯
，仗越打越大啦。咱们都将被写到历史中去。舰队的上层指挥官要做些更动。我知道您想亲自指挥伟
大的战径，像中途岛一样。我当然也想让您去。可是艾姆斯，真抱歉，我实在需要您，我没有您可不
行。”斯普鲁思斯中将耸耸肩：“亲爱的切斯特，我同意。”他豁然大度地说。“战争是最要紧的事
。就我本意，我当然想面对面地去揍日本人。但是您需要我留在这儿，那我就在这儿呆着吧。”尼米
兹感激地握住斯普鲁恩斯的双手：“雷蒙德，我决不会让您后悔的。”
2、作家绝对是个大手笔,从战略层面到战术层面,从宏大深远的历史纵深到具体丰满的细节,被他举重若
轻的调度来去。在近千页的篇幅内，展示了美军太平洋战争反攻阶段波澜壮阔的史诗画卷。这不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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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罗列进攻路线和双方战损的枯燥战史，也不是那种把战争描述成仿佛双方领导人物单挑而全不见其
余的英雄史，也不是那种过于关注班排级的小人物角斗而不见全局的个人亲历史，而是尽可能的通过
美日双方的不同等级若干人物串起一条条既平行又交叉的线索，展现了上至天皇总统、下至列兵艺妓
在宏大历史中的个人命运。他的写作方法可归纳为选择性灵魂附体，这种写法与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
采取的战略很相似，就是跨岛作战。随着美军攻势的展开，在南太平洋的岛屿不断跳跃推进，小说也
选择性的从日美双方的不同人物视角来展示故事。这使小说迥异于以战争一方为中心而丑化和模糊对
方的宣传文艺,我们耳熟能详的地道战、上甘岭等都是这样，在这种宣传文艺里，读者简直就不知道如
此丑陋愚蠢的敌人也会打仗。小说是把日美双方的不同人物都当作活生生的人的，并不高赞或低贬哪
一方，而是借着对双方不同人物的观感和思考的描述，让读者形成自己的思考，从而对战争起因，日
本之所以初期占优后期又不得不败的原因，得出比较有历史感的结论，并通过对这形形色色人物的命
运遭际的感受和触摸，丰富了读者的生存体验。不知道这是不是借鉴了伟大的《战争与和平》，后者
是属于那种大家都想读却又都读不进的经典，然而《燃烧的岛群》却是极具可读性的。这种可读性首
先体现在作家组织情节和人物的节奏感上，战争局势本来是波澜起伏、错综复杂、惊心动魄而又瞬息
万变的，小说的脉络也就很好地契合了战争的特点，这一章节描述下野前首相近卫文磨策划推翻东条
英机内阁体面结束日本战争，到下一章节美国中校营长惠尼特在新西兰休整期间爱上了当地少女，太
平洋战争期间双方从前线到后方，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从瓜达尔卡纳尔的沙滩到上野的樱花到波
音公司的巨大车间，人物、情节、场景的切换非常自然而有韵律。读者在翻动书页期间仿佛在沿一条
精心设定好的路径在看GOOGLE EARTH的卫星地图的虚拟旅游，从华盛顿到东京，从塞班到马尼拉
，从远古到未来，从环宇遥感到高空鸟瞰，从近距感受到掌心把玩，一路看得心旌摇荡，没有一刻感
到枯燥。场景切换虽多虽快，作家并不是蜻蜓点水浮光掠影，相反，对每一人物和场景的叙事都有很
强的力度和深度，同时由于双方都有若干主线人物多次出现，对主线人物的追踪叙事加强了小说结构
上的整体感和有机感。这种可读性也表现在作家对人物和事件描述和评论中所渗透的思想。日本人热
衷于精致内向优雅的花道、茶道、柔道，为何在战争中又如此残暴和兽性？天皇在日本政治体制和战
争决策中扮演何种角色，该负何种责任？神风特攻队这种非对称战略的理想类型是如何出台的？麦克
阿瑟为何坚持要不惜伤亡数万美军去解放菲律宾而不是再次跳岛绕过？美国先欧后亚的战略决策对太
平洋战争产生了何种影响？一部描述太平洋战争的小说不对这些问题作出靠谱的回答必然是失败的。
作者再次通过选择性灵魂附体，借小说中一个个或伟大或平凡、或历史或虚构人物的所思所想，为这
些问题提供了较为令人信服的答案。这些答案也就是体现在小说中的历史思想，其实也就是作者本人
的史观的一种呈现。作者本人是国内著名的民间学者之一，对于战争史和日本文化有较深入的研究。
通过小说，读者也能体会到作者的史观是开放的，较为客观的，对日本历史文化研究也采取了一种较
为内在的深入的方法，迥异于国内当前流行的仇日左愤的虚无态度。小说成书于80年代，其史观即使
在当前看来也不生硬隔膜，也算难能可贵了。这种可读性还表现在作家描述海岛风光、异国情调的文
学笔触。从太平洋珊瑚礁日出日落到马尼拉水田寺庙，从马里兰州落叶公路到日本北国之雪，作家的
风光描述性的文字尤如一张张精美的明信片，读来美不胜收，而且与人物的感受、故事的进程契合无
间，并非无关宏旨的文字卖弄，这也是读正襟危坐的史书所难以获得的乐趣。当然不能不说战争，如
前所述，其实单纯的战争小说已远不能满足作者的野心了，小说似乎应该更恰当地归类为战争史诗小
说，当然小说对战争的记述还是很到位的。战争史本来就是作者的专业，在战略层面的运筹帷幄上，
作者写出了日本军部那种大势已去时的绝望和疯狂；在战术层面的遣兵调将上，作者也线索分明地交
待了师团级部队的调配、多军种的配合和掣肘；在战斗层面的攻防角逐上，作者要言不烦地描摩了关
键的抢滩登陆、夜间奇袭、神风特攻、战机绞杀等战斗场面。作者对双方武器装备的性能、战役战斗
的经过是熟稔的，这些描述是历史的写实的，比较靠谱。尤其可贵的是，作者在对具体战争的叙事中
，加入了战争史的维度，探讨了后勤、制空权在现代海空战争中的作用这样一些战争史的抽象命题。
相信读者中的战史爱好者对这些部分的得失自有见地。当然了，这只是一本上世纪80年代出版的通俗
小说，读者也别指望从中看出《二十二条军规》式的荒诞、《万有引力之虹》式的后现代。不过，作
为中国人写的二战小说，这本书绝对是上乘之作，值得一看。
3、堪称中国版的战争与回忆。全景展示太平洋战争的主要战役。我甚至觉得太平洋应该以此为剧本
来拍摄。第一次看的时候，真的不敢相信是中国人写的。
4、抛开中国人意识的自我投射外，这是一部有关太平洋战争的比较不错的小说，尤其是对太平洋战
争不甚了解，作为入门书来阅读是不错的有关于太平洋战争的小说，同类的我看过约翰托兰的战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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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和另外一部英文版的太阳与龙，相比西方人习惯的细片化的描述方式（基本写小人物，各个场景跳
来跳去，对太平洋战争不熟悉基本看完后没感觉），这本书更适合中国读者，看完以后能对太平洋战
争自瓜岛以后的战略战术及陆战过程（基本不写海战战役）有个初步的认识缺点就在于毕竟是中国人
写的，所以在阐述中日军人的话语中，嵌入了中国人的意识在内，比如对日军的刻骨仇恨及对美国人
生活细节的一些不熟悉等等，对比一下美国人有关太平洋战争的小说，美国人对于日本人的仇恨相对
要淡的多，而且描写相对中性。美中对日本在二战中认识的差异还是比较大的
5、八十年代宋宜昌先生的这部书在读者中引起了很大轰动，现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又再次出版，对广
大喜爱宋宜昌先生著作的读者来说是个不小的福音。
6、这本书怎么说呢，反正就是有些不对劲，感觉作者的笔法不是不好，但是老给人一种很古老的文
本的感觉，叙事方法还是有很强的臆造的痕迹，而且很多处有严重失实的地方。比如描写美国人吃饭
很快说是“匆匆的扒完了饭”等等，感觉对整本书的投入程度总在内外跳动。无论怎么说，书还是可
以读的，但是要说精品还差那么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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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燃烧的岛群》的笔记-第75节

        一个人的精神和思维真是不可思议的东西。沮丧的时候会出现一片黑暗，大地沉沦，天空塌陷，
星光形同鬼火，人类宛如幽灵。他会失去自制和自信，连简单的事也会干错，复杂的事更是搅得一团
糟，他坠入精神的深渊中，哭，叫，喊，全然不起作用。他的判断迟钝而错误，决策平庸而武断，一
错再错，不可收拾。如果他正值春风得意，那么他思维的火光会照亮一连串黑暗的迷宫，一顺百顺，
一通百通，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决策果断而气势博大，直觉敏锐而可靠，处处把他引向成功的彼岸
。同样是一个人，他干出的业绩竟辉煌灿烂，别人简直高山仰止，难望项背。 

2、《燃烧的岛群》的笔记-159节

                它就是日本吗? 

　　这就是布满了火山和温泉、在频繁的地震中寝卧不安的国家；自夸是东西方文化熔炉的国家；驾
信佛教、神道教、孔教的国家；时而自卑又突然狂妄的国家；在几张榻榻米纸板房中做着帝国梦的国
家。这就是那个拼命学习又拿老师开刀的民族；刻苦奋斗却又极端轻生的民族；讲究花道、茶道这种
家庭雅兴却又屠杀了上千万异国人民的民族；创造了浮世绘、友禅绸却又生食人胆的民族，讲究自己
民俗节日却又把别国人民投入血海的民族；祈奉自己神社却又毁坏他国祖坟的民族；借来外国文化却
又想用自己杂七条八的文字和伦理去同化别人的民族；涌现了明惠上人（(1173—1232)镰仓时代的华
严宗高僧）、宗达和铃木成高（日本史学家）却又造就了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和谷寿夫（日军在南
京大屠杀的罪魁）的民族⋯⋯一切美和丑都在这里奇特地融合；一切善和恶都在这里奇巧地混杂，一
切野心勃勃的进取和赤裸裸的凶残都在这里熔炼，一切进化和野蛮都在这里锻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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