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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野島剛
資深媒體人，作家。1968年出生，就讀日本上智大學新聞系期間，曾赴台灣師範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
交流學習。1992年畢業後，進入朝日新聞社展開記者生涯。曾任職於朝日新聞社佐賀支局、西部本社
等，2001年起擔任駐新加坡特派員。曾赴伊拉克、阿富汗等戰地前線採訪。
其後擔任東京本社政治部記者，2007至2010年擔任駐台北特派員。擅長採訪報導兩岸三地華人圈的政
治、外交、文化等多面向議題，目前在日本、台灣、大陸等地許多媒體上開闢專欄發表時事評論。著
有《伊拉克戰爭從軍記》等多部作品，已在台灣出版《銀輪的巨人GIANT》、《兩個故宮的離合》(
聯經)、《謎樣的清明上河圖》(聯經)。2014年將中文漫畫《中國人的人生》譯為日文，榮獲日本文化
廳藝術祭漫畫部門優秀作品獎。
譯者簡介
蘆荻
台大歷史所碩士畢，大隱於市、靜觀紅塵流轉的癡人一枚。
曹雪芹與劉姥姥的愛慕者，目前正致力於如何將茄子做出雞肉味的祕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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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不是严谨的史书就算了，居然还在前后弄了一堆花边新闻，蒋介石去找宋美龄的娘，蒋介石哪个
题词是在哪里写的，甚至还安插了毫无关联的二二八的片段，南京大屠杀的数字讨论...这些完全是看
的醉醉得。写作风格里不停给军人们安上啊 哟 之类的语气词或者感叹号完全让句子读起来画风就不
对了...强烈地情感偏好让就算是事实的东西看起来就像在片面地挑选证据，完全不严谨无逻辑地归纳
。一开始把白团弄成神秘兮兮又伟光正的东西，直到一个回忆录出来又全是日本人酗酒打斗内部矛盾
的日记，顿时也真是瞎了。关键是这个东西你扯得再牛逼，别人也看得出，喔，是日本教官的事情，
能牛逼到哪里去...非要吹成蒋介石多么热爱日本...再也不要看新闻作者的历史书了...
2、內容編排凌亂，對於參考資料也未交代清楚，與其說是歷史書籍，倒更像是老人間的軼事回憶錄
。
3、以新闻采写的文体写成的本书,很难说是一本严谨的历史论著,却充满了人性化的诸多细节。虽然实
际的战术价值几乎可以不论，白团对于中华民国（台湾时期）的国防贡献确实添上了重要的一笔。特
别值得一提的是，直到白团按照日本战前的动员法构建了台湾民国的动员体系前，民国居然没有动员
体系！（这点值得关注证实）。另外关于蒋介石的世界观，中日关系，冷战开局的情势等问题，也有
不少新的启示。
4、读到第二章，这满满的冈村宁次版的“如果元首知道”既视感史观。。。
5、从白团写蒋介石与日本的暧昧关系是很好的入口。日本既是军事现代化先进经验的借鉴对象，又
是八年抗战的敌人，如何化解矛盾、过度关系，题材有趣。但野岛刚的立场太明显，缺少批判，字里
行间难掩对蒋的钦佩之情，而对共产党的书写又过于刻板，似是一个只会赶尽杀绝的强大猛兽，与蒋
以德报怨、温和敦厚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而且直接将国民党的性格浓缩成蒋的性格，除蒋以外的其
他人，如贾士徴、何应钦都是以蒋唯命是从的代理人的身份出现、执行蒋的命令，他们做对，是因为
蒋英明，做错，也是因为蒋糊涂。另外，我认为野岛和他自己批判日本军人一样，对军国主义的反思
太少了。
6、對蔣介石的了解粗淺，但還是可以在書中看到他一貫的性格：奉行新儒家主義。以傳統知識份子
作為標準來要求自己，228和白色恐怖的種種大約會是他一輩子的污點吧，在當時的情勢或許是不得不
為，但依舊是一件錯事。
7、作者算是国际派，但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历史研究学术训练。在日本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记者写历史
书，这类书籍往往政治倾向和用意极其明确，疏于考证，文风很碎嘴，充满情绪释放，质量甚至比戴
旭大校的书更加不堪一读；相较之下，同样出自于记者之手的本书还是不错的。
8、更推荐看原文版，没看过原文版还真看不懂翻译的一些地方是什么意思
9、书中披露了大量珍贵史料，部分是首次披露。作者做为新闻记者，搜集资料的功力是相当强，仅
从这点来说，这本书也是很有价值的。但作者不是专业史家，写的有点乱，感觉史料的价值没有充分
发挥出来，对白团的价值也有夸大的嫌疑。
10、鲜明颂蒋立场的史料考證錄，历史决策与外交环境的弱化把白团的存在让自己信服的归结为恩义
简直让人没法信服，蒋介石知日也并没到崇日地步，作者多半是右翼人士啊，最后的心情轮大跌眼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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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最後的帝國軍人: 蔣介石與白團》的笔记-第381页

        

缺欠对【失败的战争】的内化体验

包括这一点在内，白团成员在言行举止上几乎都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对于自己经历的【那场战争】
，表现出来的态度淡漠道令人惊讶的地步。对于自己之所以渡海前来台湾，白团成员除了高举【为了
报答宽大政策的恩义，所以前来帮助蒋介石】的大义名分之外，完全看不见他们对于自己所应负的历
史责任与意义，曾经认真展现过什么深刻的省思。

白团的指导者冈村宁次，在一九五六年（昭和三十一年）发表于《文艺春秋》杂志，与访日的何应钦
将军的对谈中，针对身为战犯的自己获判无罪这段历史，若无其事地这样说道：“我之所能免除战犯
的罪名，全是托您所拍来的律师的福。虽然我知道这是属于私事的范畴，但还是请容许我在此，向您
致以上诚挚的感谢之意。”虽然这只是冈村对外的部分发言，不过确实很怀疑，他到底有没有真正理
解过，自己的无罪以及白团的成立，其实是一种“施与受”的关系？

然而，这并不单单只是白团的问题而已。在为“反共”与“美谈”感到喜悦的同时，却缺少了将“失
败的战争”这一体验加以内化并省思的过程，这或许可说是战后全体日本人共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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