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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言 001第一部 登陆冲绳岛 001对伤员来说，这些岛屿的名字萦绕在他们的脑际，让他们从噩梦中惊醒
，战友永远地倒在那里；排长或中士带领整个野战排冲向敌军，直至无人幸存。第二部 决战冲绳岛
161这是一场极为艰苦的战斗。升起国旗的时候，我们为那些在战斗中倒下的队友致敬。当我们一路杀
向东京，取得最后胜利时，一定不要忘记他们英勇光荣的战斗！第三部 最后的核战 289很多人认为，
那两颗炸弹只是人类巨大悲剧的序幕。人类最美好的希望就是，既然序幕已经这么恐怖了，那么，最
好把接下来的表演都取消掉。后记 367致读者 381史料出处与感谢 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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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艇长，雷达屏幕上出现亮点。”戈登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他抓起麦克风，放到嘴边，
按下了按钮。“什么事？小戈？”“240方向发现敌舰⋯⋯嗯，不是，是040方向，对方的航速是十节
。”戈登有个该死的毛病，每当看到目标出现的时候，他总是忍不住一阵兴奋，在没有做出精准计算
之前，习惯性地做出估计。“上尉，你急什么？敌舰离我们有多远？”“对不起，长官。还有一万七
千码。”戈登顿了一下，“确认对方航速为十节。”“小戈，准备好。叫法隆过来。”“是的，长官
。”他的双眼扫过方向盘，潜艇正朝着北方前进，他盯着雷达屏幕上亮点移动的方向，对方位于他们
的左后方，大概有十英里，仍然看不到。但是，对方正大致朝他们的方向前进，很快就会赶过来。航
速十节，这是超慢的速度啊！肯定是个大家伙。他突然精神抖擞起来，心中盘算着一个新想法。也有
这种可能，它只是在巡逻，想发现猎物而已，没什么战斗力。要是那样的话就棒极了。要是我们能拦
截并登上日军的战舰，这要比击沉那些满载粮食的日军运输舰更有收获。法隆是一个年轻的艇员。他
接到命令后，赶到了舱门。这个年仅十九岁的小伙子对计算精度有着极强的天赋，任何事物都无法抵
挡他那双锐利的眼睛。法隆僵僵地站在那里，低声地说道：“长官！”“里奇，你到目标距离传感器
这儿来看一下。现在敌军离我们还很远，看不到它的身影。但局势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了。”“遵命，
长官。”法隆走近指挥塔，那里挂着一架高精度的双眼望远镜。海员们都管这玩意儿叫“目标距离传
感器”，望远镜通过电路连接到舱下的显示屏。这个处理系统功能强大，潜艇上每位军官对此都印象
深刻，这个系统被称为鱼雷数据分析运算处理器。这个处理器是个大家伙，放置在雷达站附近，与雷
达系统是相连接的。通过这个系统，潜艇可以知道目标的航速与航向，最后通过对数据的分析得出当
潜艇在发射鱼雷的时候，应该保持怎样精确的航向与速度。他从来都不会不懂装懂，这些都是他所不
了解的东西。只要有艇员知道如何操作，他是不愿去操这份心的。这艘潜艇已经击沉了七艘日军商船
，要是那个发明鱼雷数据分析运算处理器的家伙希望他对此赞美一番，他是绝不会吝啬赞美之辞的。
他伸出手，看了看手表。“里奇，现在是三点三十分，也许还要两小时才能见到目标吧。我现在不想
坐等了。”他拿起了麦克风，按下了开关。“舵手，朝左方向前进，航向是270，保持十五节的航速。
”“遵命，长官。朝左方向，航向270，保持十五节的航速。”“戈登上尉，密切留意雷达的动向。”
戈登一直在等待着命令，马上给予了回应。“收到，长官。”他心想，真希望敌人不要收到我们的信
号。日军舰艇的装备不是很先进，但他们应该也能收到该死的雷达信号吧。他靠在上下舱处过道的钢
铁栏杆上，心想：现在还是静静等待吧。只要敌军不改变航向，我们就能赶上。潜艇来了一个大转向
，他双手抓住钢铁栏杆，法隆也是如此。他不想看方向盘，因为舵手自然会密切注视。之前，他们的
任务都完成得十分出色。远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那只是一艘船吗？现在还太远了，但很快我们就会
赶上的。我们要关闭雷达二十分钟，然后重启雷达，迅速扫视一遍。霍克利有一双锐利的眼睛，在电
光石火之间就能发掘出一些东西。要是我们速度再快点儿，日军就不能安全回去了。我真希望是好的
消息，让坏消息见鬼去吧。他朝着那艘隐藏于茫茫大海之中的舰艇前进的方向望去，思绪开始脱缰。
到底是什么？要去哪里？兄弟，这片大海是我的，你给我滚远点儿。他往下走到拥挤的指挥室，指挥
室紧挨着雷达台。他一定要亲眼看一下才放心。戈登在上面替他在露天的走道上观察情况，年轻的法
隆也与戈登一道。紧绷的情绪弥漫在紧闭的空间里，身体分泌的油脂与汗臭味一如既往的熟悉，一如
往常的那么难闻。年轻的海员把双手放在方向盘与控制键上，每个人各司其职，到处都是死一般的寂
静。他知道，在他脚下的控制室里情况也大体类似。虽然控制室比指挥室大一点儿，但也挤得够呛。
每个人都在各自的岗位上，随时等待着长官的命令。他弯下腰，眼睛死死地盯着黑色的屏幕，想了片
刻说：“霍克利，启动雷达，只开五秒。”霍克利快速翻转了一下方向盘，圆形绿光屏上的亮点闪得
越来越厉害。他俩专心地盯着，屏幕上显示的点越来越清晰了。“长官，距离目标越来越近了。还有
八千码的距离，对方航速十节。敌方舰艇就在我们前面。”“关闭雷达。我知道它要往哪里去。十五
分钟后，我们应该就可以看到它的样子了。”他走到声呐定位仪前，年轻的吉福特在那里，头上戴着
耳机。吉福特闭着眼，神情极为专注，他知道吉福特在干什么，所以没有上前打搅，而是耐心地等待
。吉福特突然睁大眼睛看着他，点点头，低声说：“长官，是运输船。音量太低，不可能是驱逐舰。
因为螺旋桨吃水太深了。”吉福特突然停顿了，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而他正焦急地等待着吉福特的
更多分析。“长官，听起来更像两艘船，有两种不同节奏的声响。”他又抬头看了看雷达屏幕，语气
坚定地说：“开启雷达，只开五秒。”雷达屏幕上的绿光扫过小小的屏幕，他清楚地看到只有一个点
。“关闭雷达。该死，怎么只有一个点？难道两艘船叠在一起了？”“对不起，长官。但是听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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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是两种不同的声音。”“吉福特，你敢确定不是你的耳屎多了？雷达只显示一个点啊。”燥热的空
气里，吉福特的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他也看出了吉福特的沮丧。无法估算到底是一艘还是两艘啊
。日军的船会因为它们航行的速度与引擎的大小发出不同的节奏与音调。但他深知，自己潜艇上的仪
器也不一定是准确无误的。他们经常所能依靠的，就是负责声呐仪器的艇员的耳朵。这不是能够训练
出来的，绝对不是。在潜艇上，每个艇员都有艇长所看重的特殊技能。敏锐的耳朵能够将混杂的声音
一一分辨出来，特别是在有多艘船只靠近的时候。虽然吉福特现在只有十九岁，但是他已经在最近的
几次巡逻中参与实战了，并且取代了他之前不忍心放弃的一位艇员的位置。吉福特也许在这方面真的
有天赋，但他知道此时还不能开火。沮丧感在他的心里慢慢地滋生，越来越强烈。他抬头望着舱门，
应该很快就可以看清楚了吧。要是敌人也在注视着我们，他们应该也会发现我们。吉福特双手抓紧耳
塞，再次紧闭双眼，摇了摇头。他焦急地望着吉福特，心想：孩子，这次一定要准确啊，这是生死攸
关的问题啊！吉福特又抬起头，望着他，眼神中闪过一丝恐惧。那是缺乏自信的神色。“我发誓，长
官，应该有两艘船。”他拍了一下吉福特的肩膀，说：“没关系，那我们就搜寻这两艘船吧。不久，
我们就清楚了。”他沿着梯子走上了露天的舱道，从烟熏般的密室里走出来，温热的风阵阵吹来。戈
登给他腾出了一点儿空间。“长官，什么也没有发现。”“上尉，耐心点儿。”一旁的法隆双手拿着
连接目标距离传感器的望远镜，神情紧张，一动不动，他知道，自己的工作需要极为缜密的操作。他
知道，无论前方是什么，自己肯定是第一个看见它进入视野范围的人。艇长往东面走过去。地平线上
有点儿灰亮。他心想，好吧，这场演出确实需要一些光。他对戈登说：“上尉，你到下面看看，随时
听我的命令下潜。根据声呐所做的分析可能是错误的，可能不是一艘运输船。我非常确定不想和一艘
驱逐舰在海面上进行正面交战。在发现目标前，保持现有的航向。还有两千码，我们就会与敌舰交叉
而过，但我们要在那之前见到它的身影。当然，鬼子也会见到我们。”戈登走到舱门处，走下楼梯，
简洁地回答：“长官，遵命。准备下潜。”在他旁边的法隆似乎也要跳起来，双眼凑近高高的望远镜
。“长官，发现目标。”法隆知道之后的流程，他迅速地走到一边，艇长靠近，双眼死死地盯着望远
镜。他一定要亲眼看一下。视野里似乎有一个低矮的、灰色的轮廓。他感觉自己的心怦怦乱跳，法隆
也十分兴奋。第一眼见到敌军的身影，那种兴奋感是别的事情无法比拟的。目标出现后，他心里总忍
不住想，这回应该是狐狸与猎犬的斗争。也许，情形对我们更为有利，我们是凶猛的狮子，对方则是
一只小鹿。如果真的是这样就好了。他感觉喉咙里似乎有块东西堵着，一时无法言语。他注视着远方
的船，对着麦克风低声地说：“启动雷达，但只是测量一下距离，一定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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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关于太平洋战争接近尾声时的那段故事，我们今天了解的简单史实，与不少读者想象中应有的模样存
在着微妙的差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六十六年后的今天，有不少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随着
太平洋战争的结束自然而然地结束的。但也有一些人心存疑惑，难道就没有更好的方式，或以更道德
的方式来结束这场世界大战吗？在美国人心中，这些争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将持续下去，但本书不
会提及这些争论。    这本书是我讲述欧洲战场故事的三部曲的最后一本。这几本书涉及美国对德宣战
，希特勒第三帝国覆灭等内容。同一时期，地球的另一边正上演着一场更为惨烈的战争，美国面对的
敌人所占领的疆域比希特勒占领的还广，被占领地的人民被迫与文明隔绝。假如日本成功地建立了所
谓的帝国（他们差点儿成功），范围将包括亚洲大部分地区，中国、朝鲜、印度、泰国、缅甸、马来
群岛，都将成为大日本帝国的疆域；这个帝国甚至还可能包括澳大利亚、新几内亚、菲律宾、印度尼
西亚，东至夏威夷，北至阿留申等数以千计的岛屿都将成为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当然，下面这些只是
假设性的问题：假如日本准备侵略美国呢（这也是日本占领阿留申岛链的重要原因，可以充当侵略美
国的一个跳板）？抑或，日本能否在所控制的岛链上获取充足的原材料，足够他们穿过印度，或是挥
军侵占南美或是中北美呢？    和希特勒对盟军构成的威胁相比，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军事行动则显得
威胁不够。即便是在日本突袭珍珠港的战争挑衅下，即便国家面临奇耻大辱，美国政府，特别是罗斯
福总统仍然认为，纳粹德国即将对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领土展开的占领才是迫在眉睫的威胁。所以，
美国军工厂制造的武器大部分都流向了欧洲战场。但是，太平洋战场形势的恶化也让美国不得不认真
对待。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对日宣战。在今天看来，这似乎是了不起的壮举：同时在两个战场，
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对抗两个迥然不同的敌人。    虽然我曾打算以欧洲战争的结局来作为这一系列书的
完结，但对于发生在太平洋战场上的故事，我认为不能就这样一笔带过。我不时会收到海军陆战队队
员的信件，他们的信件给予了我许多灵感。他们一致认为，“忽略”他们的故事是不恰当的，也是让
人难以接受的。一些老兵在信中表示，对于我不打算写另一部完整记录太平洋战争的书籍的想法，他
们感到非常沮丧。我做这样的打算是有理由的，因为出版商也不让我这样做。我想遵循《胜利之光》
（No Less Than Vitory）这本书的写作方式，大致按时问顺序来做编排，时间跨度从1945年春天开始，
到日本帝国垮台那个夏天为止。因此，这本书主要讲述了美日在冲绳岛展开的殊死决斗，还有接下来
的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事件——美国对日本广岛投掷原子弹。关于是否应该使用原子弹，至今仍存
在诸多争议。故事中有些人物是我们熟悉的，包括美国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美国总统哈利·杜
鲁门。而其他一些人物的知名度就没那么广了：保罗·蒂贝茨（Paul Tibbets）上校、牛岛满
（MitsuruUshijima）将军、柯蒂斯·李梅（Curtis LeMay）上将。有一些名字则是读者们根本没有听过
的：海军陆战队一等兵柯雷·亚当斯（Clay Adams）、日本医生波见下（Okiro Hamishita）。正是这些
不知名的人物发出的呐喊激励着我更深入地讲述这些故事。    假如你想在这本书中寻找为投掷原子弹
欢呼的论调，或是美国为自身非道德行为道歉的内容的话，你恐怕会一无所获。本书是以这段历史的
见证者的角度来阐述的。书中人物们的想法、所做的决定乃至阅历都深刻地反映在当时所发生的事件
中。本书没有任何后见之明的判断，也不掺杂个人的道德评判，因为这绝对不是我要去做的（我也永
远不会这样做）。图书馆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卷宗，读者可以从政治或是其他角度，就这场战争该如
何结束，做出自己的判断。而我只是一个说故事的人，我努力以求真求实地记录历史的态度让阐述的
内容趋于精确。那些曾在战争中做出决定的人，那些曾发号施令的人，那些勇敢作战、永不懈怠的士
兵，正是他们发出的声音告诉我该怎样去记录这一切。对他们来说，只能存在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
里，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消灭敌人。这也是我想说说这个故事的原因。    当年参与战争的老兵们一
天天离我们远去。每当与老兵们交谈的时候，他们总是提醒我，当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后，关于他们的
那段记忆就会随他们远去，正如一个老兵所说的，除非有人愿意把这些“该死”的故事记录下来。而
我愿意为此努力，这就足够了。    杰夫·尚拉    2011年4月

Page 7



《最后的风暴》

媒体关注与评论

令人震撼的小说，这是尚拉最好的作品，是任何从那场战争中活下来以及后继的人都应该阅读的杰作
。——纽约时报不管对于普通读者，还是体验过战争的人，这都是一本最优秀的军事历史小说。——
西雅图邮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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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最后的风暴》编辑推荐：全景展现太平洋战争最后一役的巅峰力作！近代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战役；
美国和日本都不堪回首的噩梦；美国总统奥巴马鼎力推荐。美国亚马逊年度最畅销军事小说；《纽约
时报》、美国国家图书馆年度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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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风暴》

精彩短评

1、内容感到很真实！其他还可以吧
2、主要内容是从美军的角度讲冲绳战役，实际上连同波茨坦会议、原子弹轰炸广岛等史事也有着墨
，期间还穿插着以日军为第一人称的描述。整体风格上属于欧美战争小说常见的“战壕的真实”的风
格，但也不乏对指挥部决策过程的描写。也许是翻译的问题，本书读起来并不能算畅快，有些地方甚
至存在与惯常用语相抵触的地方。对战场细节的描写很真实，很残酷，可读了十几页下来，总有种疲
乏的感觉，这也是文字与图像相比，直观性不足的通病吧。总之，想要了解六十多年前那场血战的人
，我想你们推荐此书。
3、这场战争还算离我们很近的，所以觉得写得很真实
4、太垃圾的翻译，一本好书竟被翻译成这样垃圾，你对得起作者吗、
5、没有看过原文, 有好多人物想来想去的, 是翻译自己加的吗? 看到最后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这个翻译
差...!
6、刚买的书，看封面的时候还挺兴奋的，感觉不错，翻开之后就失望了，首先翻译一般就不吐槽了
，其次180至184页缺失了，192至195页的右上角也缺失了，影响阅读，本来想退货，不过想想还是算
了，懒得折腾，算随便看看算了
7、面对历史，面对战争，谁的对错已经无法更改，只能在沉重的历史中哀叹曾经的过往，再吸取一
些教训吧。作者40万字洋洋洒洒详细叙述了这段战争史，再现血雨腥风的太平洋战争。日本毫无胜算
投入这场硝烟的战争，这或许也是罗斯福下的一个圈套，诱使的结果，而最终还有两颗原子弹的阴谋
，不知那些日本高官可曾真正后悔过。
8、而且译者毫无军事常识,有些术语翻得让人目瞪口呆.
9、书里满篇全是日军的上校，勃朗宁自动步枪在扫射，美军的女巫战斗机在盘旋，出版社能换个知
道使用常用军事术语的编辑校正修改下吗，我都怀疑这书是不是用翻译软件处理出来的
10、我开始买这本书是因为书中有介绍关于中途岛居民被迫自杀愿意。但是书中没有详细的介绍，也
没有图片，所以很失望。
11、看不下去。。
12、开始还以为是纪实的呢，其实是部小说⋯⋯
13、纯粹收藏目的，还没看~
14、不适合 写成文艺小说,还是看电影 血战冲 绳岛
15、在前两部分《登录冲绳岛》和《决战冲绳岛》之后是《最后的核战》，这样的安排意味深长。译
文有些瑕疵。PS：不知道是原著里面日军的军衔是否就是比照欧美军衔而用的。
16、本书三大部分，前两部分的冲绳战役描写了过多的战争残酷性，反而最后一部分，描写第一颗原
子弹的投掷更能感动读者。蒂贝茨在战争结束20年后开始受到巨大的指责，但他一直坚信投掷原子弹
是自己最正确的选择，救了无数美国人和亚洲人的生命。这么看来，实际美国也是用意识形态来抹杀
英雄的国度。
17、最后的风暴”或者是看的最完整的军事小说，太平洋战争不再是历史上的一行字。人不为仁，沦
为战争机器，苟延残喘交织着绝望命运，没有绝对正义与邪恶，只有动物本能的掠夺资源与进攻反击
，世世代代，如此而已。焦灼在破晓时分的冲绳岛⋯
18、不行啊，里面没图片呢！
19、翻译太不专业，小说写的也一般，心理描写过多
20、充斥海量的书中人物的主观活动及对话、苍白的描述、蹩脚的翻译。不是最烂也是极烂。痛苦挣
扎中才读毕。B29那段稍可读。
21、本次购买的图书中最喜欢的一本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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