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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1931年—1945年日本国内及中日关系方面的重大历史事件为线索，详细有据地叙述了日本主流
报纸对这些事件的报道及其所造成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杀、珍珠港事件
，对于这些扭转中国、日本甚至全世界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当时的日本主流报 纸进行了怎样的报道
，这些报道又对时局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日本从野心膨胀到走向灭亡的历史进程中，主流报纸到底扮
演了怎样的角色？本应独立客观的“第四权”，为何一步一步沦为政客愚弄民心、推动战争的罪恶凶
器？
从战争与新闻关系的角度，探讨了舆论管制对于社会生活以及国家走向的影响，运用大量原始资料，
为读者展示了那段特殊时期日本的政治、文化景况，对御用报纸、犬儒媒体对日本侵略战争的推波助
澜进行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并揭示了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对于国家乃至全人类的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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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日本静冈县立大学名誉教授，研究方向为新闻学、IT传媒学。主要著作有《传媒统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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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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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确实不错
2、世界在變只是我們所能看到的具體事物在變。人在本質上是沒有區別的。
3、当时日本国民因为被言论管制的媒体不能做出真实负责任的报道，因而对侵华战争存在非常大的
误解，别说这不是一遍正义的战争了，连南京大屠杀这样惨无人道的暴行都被刻意抹去不作报道，虽
然外国媒体书刊进行了抨击，可是用所谓发表对军部不利的言论的东西被禁止了，所以完全不被知晓
。悲哀。
4、只看了前面一章，好奇后面的具体发展。8月16号日本报纸空版上市，因为前一秒还在鼓吹焦土作
战一路凯歌的编辑记者无法180度转弯面对战败消息交代他们曾经的隐瞒，于是迎来从上到下的辞职⋯
⋯
5、后面竟然印重了几十页
6、历史真的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吗?这大概更取决于我们是否有用于探索真相的决心。160306
7、说来说去，还是体制的问题，连政治家都朝不保夕，媒体哪来的力量对抗军部？当然，一个民族
的觉醒、进步还是在于自由意识的觉醒、权利意识的觉醒，而言论自由、舆论监督是首要的吧。
8、对于新闻舆论的管制在哪个国家哪个时代其实都不是新鲜事，问题是，怎样才能让社会舆论，特
别是在战时这种新闻界被严管而噤若寒蝉的特殊时期里，去发挥出针砭时弊的真正效果，而不是沦为
官方的宣传机器，这是本书没有去深究、但却是最重要一点。
9、不错，极好的史料，彼时的日本与今日的中国在精神上很像啊！
10、媒体的战争责任 对我外新史论文很大帮助啊
11、历史总是枯燥的，但我偏爱读史，但这本书过于单调，基本都是史料的累积，可以看得出作者对
历史的尊重，但是对于对着来说就很无聊了
12、现在的媒体集团还会担心当初他们担心的问题吗？照我看来很不乐观。P.S.我国的呢？
13、当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往往是能看透的，而置身其中之时，却被时代的浪潮重重裹挟，身陷囹圄
，做一个能保持清醒冷静思考的人，太难。
14、史实的震撼
15、也是一面镜子。但狂热分子向来不需要镜子。
16、这本书充满了悖论，其一就是无视了日本报人也有为国牺“声”，以及自我战争狂热化的自愿的
、主动的一面。另一方面，报人的自我反省也有马后炮来盖棺论定的倾向，这一点作者在还原当时舆
论环境愕然的方面欠缺了国民的表现，这就导致国民仿佛完全是舆论导向被动的接受者与无动于衷的
受害者（“被欺骗了！”）。这一倾向贯穿的逻辑始终是日本为何而战追问的断链子之处，但也确实
颇有些无解。
17、一般般，没什么深入分析，就是材料汇总和，感慨下新闻界要是联手反抗军部就能如何如何。大
环境放在那，这种天真逆势的假设不过是说说罢了。另，只有最后一两章关于太平洋战争时的新闻界
，这个标题实在有些误导读者。
18、“最近的社会不安都是因为报社不按规矩写作。”——日本司法大臣小山松吉，1933年
19、大一的时候看的书，当时读完还气势汹汹地写了点东西。后来去上了新闻辅修课，才知道新闻不
完全是我想当然以为的那个样子，打算回读。
20、言论既死，国家则亡。其实日本人的战后反省故作姿态的也不少，但是总比没有好
21、日本脱离国联时的举国一致是不是和前几天所有报纸的"决议是一张废纸"颇为相似？如果国家卷
入战争、让千百万年轻人为根本不值得的事情葬送生命，那犬儒主义的媒体都有责任，霓虹是然，吾
国亦然
22、史料详实。讲日本新闻史的书，国内似乎罕见
23、这本书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军队权力太大，对国家的意识形态建设和媒体发展是极大的伤害，看
完以后才发现，抗战前后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日本陆军部只手遮天的程度是如此可怕。与其说是主
流报纸迎合时局的做法在毁灭日本的舆论场，倒不如说是陆军部把控朝政在毁灭日本的政治生态。PS
：日本报纸的标题真是各种不对仗押韵而且奇奇怪怪的⋯⋯
24、还以为会有很大的史料利用价值，其实只是对文章题目的罗列及对部分新闻稍加叙述，有些像我
硕士论文中对《支那论》十篇文章的概论，或许对新闻内容的解读还没有我对《文明论概略》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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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来的好。书中还有对历史事实的叙述，这些叙述现在看来也只是一些随便哪本通史就可以查阅到的
内容，总体感觉一般~~~~~~~~~~~
25、专业不对口。全文连贯性不足，但是这种历史上被忽视的细节，反而有种难能可贵的猎奇感。
26、来世尤可待，往事亦可追
27、昭和维新的军人和媒体人都比当下的天朝同行强一个星系
28、优点与缺点相当一致，资料扎实，不讲究文字技巧，没有个人判断。但同样枯燥，没有分析，只
能当资料。
29、史料集锦，大纲式的作品。新闻媒体之作用，必须得有一个健康文明法治的社会支持。深究之，
其实教育最重要。在极权之下，能够自我教育和保有自由思想，似乎是一件随机和运气的事。
30、推荐一下，很不错的书，可以更好的了解日本人的特性
31、雖說沒有個人觀點，但史料的收集令人信服。就現在而言，頗有點前車之鑑的意味。(新星的出版
系統有點不認真，錯字不說竟然重印了那麼多頁)
32、五星推荐！近年少见的好看新书！从报纸报道和新闻管制的角度看日本是如何一步步滑入战争深
渊。对于军国主义逐步发酵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写的极好看，笔触平实，但读起来仍有惊心动魄荡
气回肠之处。大量引用史料原文，不墨迹不煽情。诸多内容于近日中国也有共通近似处，情不自禁多
想七十年后又该如何评价当今媒界。
33、选题好但是写法太冗长，看完了抓不住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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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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