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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大队》

内容概要

以近年公开发表的《蒋介石日记》为起点，野岛刚锲而不舍地探索散落中国台湾、美国、日本三地的
庞大资料，包括从未公开的《曹士澄档案》、白团成员家书、日记等珍贵史料，同时透过对相关人士
的缜密访谈，忠实描绘出“政治家蒋介石”最真实的面貌，以及日本军事顾问团“白团”的实际活动
情况，呈现了白团在“报恩”和“反共”的外表形象之下，更私密、更真实的人性一面。
作者关怀层面既深且广，不仅重建了二战之后跨越中国台湾和日本两地的秘密军事援助体系，也注意
到旧帝国军人缺乏战争反省的那一面。
——《朝日新闻》
瑕不掩瑜，作者发掘了密藏数十年无人知晓的史料，想要了解二战之后东亚地区的冷战格局，必读本
书。
——《日本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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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野岛刚，作家，资深媒体人。1968年生，上智大学新闻系毕业，曾作为朝日新闻外派记者长期驻留新
加坡、伊拉克、阿富汗等国家。其后担任东京总社政治部记者，2007年至2010年担任驻台北特派员。
采访报导华人圈的政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议题，目前担任朝日新闻国际编辑部副部长。长年采访
和撰写有关中华文化圈的政治、外交、文化方面资讯。在中国出版过《两个故宫的离合》（2014），
《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2014)，《被误解的日本人》（2016），《豆腐与威士忌》（２０１６）。
芦荻，台湾大学历史所硕士毕业，大隐于市、静观红尘流转的痴人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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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文版序
序言 病榻上的前陆军参谋糸贺公一
第一章 蒋介石是什么样的人？
一 空前绝后的日记
二 在因缘的土地上
三 两次日本体验
第二章 冈村宁次为何获判无罪？
一 身为“中国通”军人的冈村宁次
二 “以德报怨”演说与协助国民党
三 如果冈村被判处死刑的话⋯⋯
第三章 隐藏在白团幕后的推手
一 曹士澄档案
二 围绕着《蚂蚁雄兵》的种种
三 关键人物：小笠原清
第四章 富田直亮与根本博
一 1949年9月10日
二 古宁头战役之谜
三 俨然“军师”般的存在
第五章 他们所留下的成就
一 奇货可居的败北者
二 在圆山的日子
三 模范师与总动员体制
第六章 户梶金次郎所见的白团
一 军人的肺腑之声
二 不只是理念与信念
三 解散的预感
第七章 秘密军师资料
一 东洋第一军事图书馆
二 “调研第OO号”
三 服部机关之影
第八章 “白团”究竟是怎样的一段历史？
一 白团的存在应当被摊在阳光下吗？
二 杨鸿儒的悲剧
三 日本、中国大陆与台湾，以及蒋介石和白团
尾声 温泉路144号
后记
相关大事年表
调研资料一览表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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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语言流畅，属于报告文学。还原了一个真实的白团。其中有些细节让人感动如：二次台海危机时
，已经回国的白团成员在团长组织下，给蒋的信中的一句“共存共亡”。值得一看
2、蒋介石的阶级仇与民族恨在此一览无余。
3、1. 果然满满的日式风格语言 2. 花生米和大本营参谋一样，都是法西斯，所以嘿嘿嘿 3. 想找点GHQ
的资料看看
4、第二次国共战争时黄埔系扩军太速，新兵员欠缺童子功，以致手握美式装备仍然无法避免崩解之
命运。败退台湾后，蒋痛定思痛，回归初心，还童年的债。白团之所以有效，还在基本功之扎实与理
念之纯粹，此两者于任何时代都不过时且极端重要。
5、阅读体验十分一般。很多文章，凡由日文译过来，大都一种散了黄的感觉。
但这个选题十分吸引人。“白团”的一切都是秘密。“白团”人的心理更是微妙。这些在书中都有微
妙的传达。
6、白团，今天看来也还是如此触目惊心。在极端危机的时候，一切行为都如自己理解的具有实用价
值吗？卧薪尝胆、悬梁刺股，可以使用一切手段吗？若非朝鲜战争护佑了台湾，又如何做呢？
7、白团的历史并不算复杂，媒体人写书的通病是结构比较松散，第一章谈蒋介石与日本的渊源稍嫌
繁复，如果再省去作者铺陈讲诉自己查找资料、访谈旧人的文字，本书能精简去一半的篇幅，剩十万
字出头，大致就符合熊培云所说的日本人出书的平均厚度了
8、书名改为白团资料采访随笔合适些
9、虽然不是最早发掘“白团”的，但肯定是影响最大的。
10、“白团”既白鸿亮。第一次接触国民党退台的故事，白团对台的意义虽有“以德报怨”之情，更
多的可能还是藏有“反共”之嫌。【国民党党史类】
11、围绕战后的一段逝去的历史展开的一部小书，历史是为政治服务的。
12、这本书之所以我可以给到四颗星，是因为我看到了野岛刚三个字，从而端正了心态，把此书当做
纪实文学来读的，作者作为一名记者娴熟的笔法还是非常可读的，而且本书作为甲骨文策划出品的书
，装帧也值得多加一颗星！
13、一個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肄業的“軍閥”，演繹新時代的“師夷長技以制夷”。
14、毕竟非专业史家，史实差错多了些。分析也不够深入，多流于表层。总体差强人意，可聊备一格
。
15、补充了一段历史。在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一群旧日本军人组成军事训练团（白团）秘密赴台，助
蒋防卫台湾、策划反攻大陆。本书从不同人物的不同记录，逐渐渲染出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意在探
讨蒋介石与日本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思考中日关系的思路。近代以来，中日之间打破了延续千年的平
衡，纠葛不断。伴随着国运的兴衰，两国政府和民众对待彼此的态度也几经变迁。无论是蒋以日本为
师的渴望，还是毛的“感谢皇军”说，都反映出中日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脸谱化的敌我关系。只是在
后人选择性的宣传中，历史变成了一套僵硬的不容讨论的公式，深以为憾。从这个角度来说，本书展
现的白团成员在历史变迁背景下的心理活动，令人心有戚戚；而对于旧军人缺乏战争反省的一面，与
战后中国之情势变化颇有关联。
16、好奇日本人说话怎么就这么多语气词，一边读一边脑补各种呢吧呀，然后铁血的武士道皇军就变
得各种萌。。。
17、出于传媒人之手的历史著作常常流于肤浅的描写而疏于精致的分析，野岛刚的这本书也不例外。
然而，利用蒋介石日记、当事人的回忆录、日记以及口述，野岛刚毕竟解开一段尘封的历史，一方面
写出了白团成员的生动故事，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蒋介石“学习与克服”的日本观及其后来引入白团训
练台湾军队的原因，借此阐发中日近代的矛盾关系。此书题材新颖，国内论著不多，可作台日关系研
究之用。
18、一般般，穿插了大量作者自我感受的叙述，作为读者我对此并不感兴趣，内容不够专业，杂志水
准，另外“白团”所起到的作用也很让人怀疑。但总体来讲知道这段历史还是好的。
19、补充了很多细节，也厘清了很多史实。不过，前半部背景铺陈过于啰嗦。
20、作为甲骨文的忠实读者，书一到手就开始读起来。作为一本历史通俗读物无疑是满分的，但是不
足的地方在于分析很少，而且就如之前的评论所言，在很多有趣的地方都不够深入哇，隔靴挠痒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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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离一本严肃的历史著作还有一段距离。另外，对甲骨文的封面设计还是一如既往的喜欢！
21、看起来非常轻松，想不到还有如此隐秘，不为人知的故事。
22、分析明显不足。史料择取不具权威性，甚至有公开发表的杂志文章（一般已经过滤）。对相关重
要人物的调研不深，如曹士澄。对蒋有明显的赞扬倾向，另对抗战期间蒋和日本之间的许多来往几乎
只字不提等于论述过于片面。不过好在语言还算流畅，作者自身也承认好多调查的不足之处；另一方
面本书在对了解白团这段历史或多或少也有一些参考价值。所以三星半可以有。
23、“对日本的学习与克服 ”日本确实有很多先进和需要学习的地方 这不只是蒋公矛盾的心理 也是
很多中国人矛盾的心理的反应吧。
24、白团的历史，发掘的还是很深入的，不过有点散，前面铺陈的太多，后面没展开就收了。文章夹
杂着日本标志性的感叹句，莫名有种中二的感觉⋯
25、历史有趣 取材无聊 编排无聊 论述基本没有 难看死了
26、主题：蒋公希图借助日军的经验与技术助益反攻，日本军人则以此种方式延续自己的军事残梦。
本书从几个主要人物的活动牵连出那段历史，史料主要来源于当事人的日记，以及搜集的史载鳞爪。
除此以外，有一点本书可能遗漏了，即双方治军理念的契合。蒋公素来注重精神层面的个人效忠，而
武士道训练出来的军人或是蒋公心目中的最佳辅臣，时当台岛漂移不安之际，蒋公必盼渴臣下归慕之
心，这是否“白团”建立衷由？一个猜想。
27、前面啰嗦太多。
28、看过野岛刚的第三本书，这个日本记者的精神还是令人佩服，就这本书而言，也是多年往返日台
美多地，并在日本国内采访多人。他写的书的一个特征就是通俗易读，全然无学术气。关于白团的历
史，这本书介绍的也比较详尽，作者也想利用这段历史来展现二战后台湾与日本的特殊关系，以及对
于蒋介石本人的分析。资料详尽，更多的是采用当事人说法，是本书的优点，但也失之于不够严谨，
个人感觉有些多。最后才道出这些白团分子真正的问题在于缺乏对于战争的真正反思，也就是心不死
而已⋯⋯
29、采访手记吧，人性化的细节多
30、白团（日本军事顾问团）共83人，49年后在台湾培养军官谋划反攻大陆，68年解散留下5人；7年
完成本书。蒋日记15-72长达57年缺15161724四年，执念顽固有领导欲；千叶县有感谢蒋的以德报怨碑
，有马温泉得岳母允婚，11年蒋离开高田连队回国革命未上陆军士官学校；黄金和文物运台，冈村密
信蒋建白团反共，曾任教官孙传芳顾问设慰安妇，负责遣返200万日兵教汤恩伯防守长江被密令无罪判
决；少将曹士澄档案有白团详细资料，2012年在日探访曹儿曹道义，阎锡山用澄田指挥作战并助其返
日，飞行员泷山兄弟阋墙说被蒋请来，小笠原是幕后推手；49年9月在东京盟约，富田在重庆帮蒋无效
但讲课精彩，根本博为汤恩伯顾问金门死守策；打分公正提拔依据建模范团，户梶日记光反攻计划；
国防大学存档多，富田独留台。蒋以日为师建军构想体现
31、蒋介石喜欢用日本军人，共军喜欢用日本军医、技术人员，相当于中国人口头仇日却喜欢买日本
车、日本电饭煲、日本马桶盖一样。作者是个媒体人，此书读起来就像是记者采访和NHK纪录片，作
者还喜欢脑补各种画面和自己的感受，典型的采访手记啊。
32、光头日本暗连史，很一般没料
33、第一次知道白团，好书
34、补充了一段历史
35、只想说再也不想看野岛刚的书了。。。。。。
36、揭秘式著作，深层解析有所欠缺。蒋介石会用日本军人顾问这可以理解，更想了解当时作为学生
的国民党将校是如何看待这些原是敌人的日本教官的。
37、为什么感觉主线不是很清晰呢。。。
38、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有点报告文学单行本的意思，但译文流畅，读的很快很顺。对熟悉近代史的
中国读者来说，前半部分内容易显得累赘，不过整体质量依旧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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