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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内容概要

一本书，读懂影响三百年世界格局的太平洋战争。日本长销40余年，再版近70次的战争史巨著！战败
国对“致命伤”的挣扎与反省日、美战史资料深度解密日本战史权威儿岛襄详解日本“必败之战”
日本战史权威儿岛襄历时七年寻访日军决策亲历者并深入旧战场、全景式展示太平洋战争！日本长
销40余年，再版近70次的历史巨著！
深度爬梳解密历史文献，看透每一个影响战局的转折点。一本书，读懂影响三百年世界格局的太平洋
战争。
从空袭珍珠湾，到山本五十六之死，再到战舰“大和”和“武藏”的沉没—— 这是一本涵盖了太平洋
战争所有战局转折点的书。
——《读卖新闻》
日本战史权威儿岛襄历时七年寻访日军决策亲历者并深入旧战场、全景式展示太平洋战争。本书翔实
介绍了日本政府、军方、民众对战争的态度，更深层次地阐述了战争的时代背景，更细致入微地展现
了战争的历史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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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作者简介

儿岛襄，昭和二年（1927年）出生于东京，毕业于东京大学法学院。曾任日本共同通讯社记者，日本
著名历史学者、战史研究家。以擅长写战争史和军事题材的历史著作著称，主要作品有：《太平洋战
争》《朝鲜战争》《日本占领》《东京审判》等。平成二年（1990年）获菊池宽奖，平成五年（1993
年）获得日本政府的最高奖赏——紫绶褒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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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书籍目录

自　序
第一章 昭和 16 年秋，日军参谋本部
多等待一天就将多流一滴血
是先决心发动战争还是先进行战争准备
作战方案研究顺利进行
荻外庄会谈
近卫内阁总辞职
东条英机首相的立场
战机不容错过
发布准备开战的命令
期望外交谈判失败
对战争胜负的评估
美国的判断
攀登新高山 1208
第二章 空袭珍珠港
海军混合编队出发
发自哈尔西中将的“个人”战争命令
美国居然无视日本偷袭的前兆
极为准确的空袭战术
美国史无前例的灾难
“珍珠港受到空袭，这不是演习！”
同室操戈、流言纷飞、一片混乱
始料未及的偷袭
偷袭珍珠港的目的
战略和战术上的胜利
第三章 马来海战
宏大的南方作战设想
英国军队轻视了日军
日军登陆马来亚
英国远东军全军覆没
攻打英国东洋舰队
南海激战
第四章 进攻菲律宾、占领威克岛
处于劣势的菲律宾群岛美军
无敌的“沉默海军”
夜间登陆威克岛行动失败
登岛日军居然被美军的三个炮台、四架格鲁曼战斗机击退
以“帝国海军”的名义下赌注
深夜的混战
胜利的代价
第五章 香港、新加坡战场
突破醉酒湾防线
英军老步兵队的奋战
黑色的圣诞夜
纪元节攻占新加坡
加快创造进击马来亚的条件
“银环部队”的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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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仕林歼灭战
击溃英军、向柔佛州进军
毫无防备的新加坡
隔着柔佛海峡
华侨组成的“割喉部队”
日军工兵部队登陆
武吉知马攻守战
新加坡陷落
处死华侨事件
第六章 荷属东印度、巴丹半岛作战
空降兵部队降落在巨港
泗水、巴达维亚海战
在当地居民的欢呼声中进驻万隆
第一次登陆巴丹作战失败
本间雅晴中将追悔莫及
幸运的麦克阿瑟上将
麦克阿瑟将军逃跑
巴丹陷落
“巴丹死亡行军之旅”
苦涩的胜利
第七章 东京大空袭和中途岛之战
是“坚守南方”还是“进攻性防御”
山本五十六司令官的坚持
美军内部出现对立
绝密的空袭计划
中途岛复仇计划
问题多多的图纸推演
珊瑚海航母战
美太平洋舰队“AF”解读
空前绝后的大舰队出击
双方争打奇袭战
斯普鲁恩斯少将的决断
南云中将命运的决定
瞬间决定的胜负
第八章 瓜达尔卡纳尔岛死战
“听不到海军的积极进取论调而颇感沮丧”
美国海军开始“仙人掌”战役
“费迪南”情报
范德格里夫特少将的不安
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
第一次所罗门海战
一木支队全军覆灭
“血染之丘”的决斗
参谋本部的屈辱
海军陆战队获得补给而士气大增
美军情报收集万无一失
日军第二师团成功登陆
萨伏岛夜战
日军第二师团开始发动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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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攻击延迟，川口少将被解任
孤军奋战的古宫联队
“我累了，我想睡觉了”
南太平洋海战的“伟大战果”
联合舰队最后的大海战
忍饥挨饿搞游击
舰船损失不断增加
田中新一作战部长被激怒
美海军陆战队的轮岗
“断食、绝食、减食、戒茶⋯⋯全部体验”
决定撤军的战略
井本熊男中佐的日志
“饿岛”之歌
第九章 昭和 18 年——战争的转折点
美国发动进攻的时机已经成熟
参谋本部对局势的判断
自“魔鬼地带”降临的温盖特旅
第二个瓜岛——新几内亚岛
增援部队沉没于俾斯麦海
山本五十六司令官直接指挥 所罗门发起空中打击行动
山本五十六死于南海
阿留申列岛的战略价值
“即使别无他法”——日驻阿图岛士兵“壮烈牺牲”
“车轮”作战计划启动
失去优势的零式战斗机
所罗门中部终成美军囊中之物
苦战莱城与萨拉莫阿
历经磨难跨越萨拉维克特
第十章 中部太平洋战争
不断恶化的日本国内外局势
构筑“绝对国防圈”
美军过拉包尔而不入
对于塔拉瓦进攻战的疑问与不安
柴崎守卫队的激烈训练
塔拉瓦的恐怖
崩溃了的日军指挥系统
布干维尔岛航空战的重大打击
孤立的精兵们
不必要的耗费
开罗会议与德黑兰会议
不断失守的外围地带
参谋本部再议战略
执着于东南的海军
美军蓄势待发进攻马绍尔群岛
特鲁克岛空袭
死守决战线的“雄”作战
古贺峰一司令官“殉职”
第十一章 悲惨的英帕尔战役
“ウ”号作战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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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大东亚会议”的召开
史迪威将军的愤懑
“死亡之谷”的侵略者
牟田口中将的突袭计划
“成吉思汗式”的补给
“名垂史册的时刻已经到来”
第十五集团军“强势”进击
柳田师团长的“统制前进”
第三十一师团占领科希马
激战三岔路高地
两位师团长被解除职务
在英军的反击之下补给被切断
“美军的补给还没来”
佐藤师团长擅自撤退
最后的攻击、败退
进入艰难的持久战
第十二章 塞班岛失守
“飞行堡垒”B29 登场
参谋本部满怀侥幸的预测
缺乏一贯性的海军作战方针
斋藤中将担心防守
猛烈炮轰登陆的海军陆战队
日军的夜袭失败了
为求舰队之间的决战
“马里亚纳射火鸡大赛”
美军师长在敌军前被罢免
不知塞班岛已被放弃，还在等待着补给
彻底的“扫荡前进”
“进也亡，退也亡”
对塞班岛最后的袭击
第十三章 谋求在菲律宾进行决战
东条英机首相被迫下台
命途多舛的小矶“木炭”内阁
“七成决战”之“捷号”作战
麦克阿瑟将军坚决执行莱特岛进攻作战
“主观的必胜论和合理的战败论”
菲律宾决战临近
美军察觉到莱特岛防备薄弱
“卑劣的阴谋”——台湾海峡航空战
“我回来了”
新编成神风特攻队
第十四章 菲律宾海海战
依靠船队攻击进行舰队决战
栗田舰队刚出战就失去了旗舰
“武藏”沉没于锡布延海
掉头，然后再次掉头
在苏里高海峡溃退的西村、志摩部队
四位将军的不眠之夜
萨马岛海上的混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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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第三十四海军机动部队到底在哪里”
莱特海战并非“决战”
第十五章 最后的战斗
岛屿作战转为本土决战
陆海战略思想的微妙分歧
关于本土与海空的抉择
待命的栗林兵团
硫磺岛上弹尽粮绝
殃及市民的战斗
持久作战还是进行决战
日本海军联合舰队的灭亡
首里攻防战
“又是一年秋季，小岛上枯萎消沉”
不惜牺牲三分之一
“最近没有什么能努力的事”
太平洋战争走向“终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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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精彩短评

1、最好的地方是公正，读过的二战将帅传记各种吹牛逼，这书从日美资料两边对比，对以前形成的
所谓各种灌输的历史事件有了新的认知
2、目前为止看到的最好的一本关于太平洋战争的书，儿岛襄不愧为日本战史界权威，全景式介绍，
场景描写很震撼
3、凭君莫话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枯。该书并非完全客观，感情色彩还是倾向日本，毕竟作者是日
本人。但也从敌对国的角度看到了当时中国抗战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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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

精彩书评

1、作者：阿迟邦崖珍珠港的硝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弥漫太平洋地区，这一战长达三年零八个月，
波及三十六国，十五亿人。相关著作汗牛充栋，作者大抵为参战军人，能整体、有力地把握战争局势
，但是因为所持立场不同，总给人一种是对方擅自开战的感觉，不足以反映战争的真实性。作为日本
战史研究的权威，儿岛襄花耗七年光阴寻访日军决策的亲历者，并深入旧战场，力图站在中间立场，
从政策到战略制定乃至战斗的具体实施，来分析战争的胜败得失，写成了这部《太平洋战争》（彤彫
译，东方出版社）。第一章记录日本如何谋划和看待太平洋战争，并深层次地阐述战争的背景。第二
至七章讲日本利用“先发制人”和“以己优势攻敌劣势”的战略，所向披靡，先后鲸吞香港、马来西
亚、菲律宾、关岛、新加坡、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地，取得了二战前期的军事优势。山本五十六的联
合舰队甚至穷追猛打，意图趁美军内部出现对立之际，全歼美国舰队。第八至十章透析太平洋战争的
一干转折点，从山本五十六之死，到战舰“大和”和“武藏”的沉没，日军的指挥系统渐趋崩溃。其
实，中途岛大海战是一个最实质性的转折点，日本在这一役中就已经失去了制海权和制空权。根据当
时的国情，日本不敢打持久战，便孤注一掷发起瓜岛战役，但是由于总部的一个差池，完全打破了获
取增援的希望，让瓜岛成为了日军永远的“地狱之岛”。末四章介绍日本的局势不断恶化，从英帕尔
战役的惨败，到塞班岛的失守，再到菲律宾的决战，使日本彻底陷入到“进也亡，退也亡”的窘境，
直至投降。太平洋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束。然而，这场战争对亚洲和太平洋周边
国家的影响是深远的，不仅导致了欧洲轴心国集团的灭亡，美国使用原子弹、反殖民浪潮等重大事件
，还影响到中日两国的政治发展，更形成了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不同阶级阵营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
。莫泊桑曾在小说中说：“战争，那是国家高层的事。”日军中当然也有不想打仗的将士，他们心忧
是否能生还故土，在无数个深沉的夜晚里，吸着烟，唱着家乡的歌：“豆腐酱菜数奈良，来自贵国盲
圣乡，民俗风起千年久，此地无人不称唐⋯⋯”古宫大佐的遗言“我累了，我想睡觉了”尤为发人深
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一些日军将士在战后会安葬他国士兵的遗骸，他们之所以侵略，或许
只是因为从小所接受的教育：效忠天皇，军令如山。英国学者福特和日本作家山冈庄八都曾写过同名
的著作，也都曾轰动一时，但是论气势的磅礴和内容的细致，都逊于本书。全景式地展示太平洋战争
的历史细节，是本书的两大亮点之一。其次，儿岛襄选择以战败国的角度，并以一个学者的风度和严
谨来反思前人的战争行为，详解日本“必败之战”，亦赤诚可嘉。有一个普遍的认知，日本地小人少
打不起持久战，认为这个才是日本战败的主因。儿岛襄另辟蹊径，就战争的自身规律来展开评论，对
战败的致命伤进行深刻剖析：战争的胜负不单纯地取决于交战双方的武器、兵力和战术，更取决于综
合实力的较量，包括战争体系是否完备、组织理念是否先进，以及国家体制和政治经济制度等多方面
因素。近年，也读过几本介绍日本体制与文化的书。日本文化自有其深邃之处，常言道，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若非侵华余恨，倒可敞开心扉交流一番，或许也是我们狭隘了。太平洋战争是人类的一场
空前浩劫，同时也让始作俑者的日本输光了明治维新以来的家底。侵略不能带来福祉，唯有灾难和遗
恨，和平与幸福又何等可贵，战争已成为过去，教训记着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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