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遺忘的盟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被遺忘的盟友》

13位ISBN编号：9789863204854

出版时间：2014-6

作者：芮納.米特(Rana Mitter)

页数：620

译者：林添貴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被遺忘的盟友》

内容概要

Page 2



《被遺忘的盟友》

作者简介

Page 3



《被遺忘的盟友》

书籍目录

目錄
導讀
本書重要人物／注釋縮寫說明
戰時地圖
序 章：烽火山城
第一部 走向戰火
第一章 中日脣齒相依
第二章 新革命
第三章 走向衝突之路
第二部 飛來橫禍
第四章 那年夏天的三十七天：抗戰爆發
第五章 淞滬之役
第六章 難民與抵抗
第七章 南京大屠殺
第八章 台兒莊之役
第九章 花園口黃河決堤
第三部 孤軍作戰
第十章 「一種戰時常態」
第十一章 奔向混沌不明的未來
第十二章 走向珍珠港之路
第四部 各懷鬼胎
第十三章 緬甸
第十四章 河南大饑荒
第十五章 恐怖統治
第十六章 開羅會議
第十七章 一場戰爭、兩個戰場
第十八章 與史迪威攤牌
第十九章 突如其來的勝利
尾 聲
後記

Page 4



《被遺忘的盟友》

精彩短评

1、终于啃完了，总结一句：老蒋不容易，老毛也算历史的选择，老汪就太任性了。。。
2、没看出什么新东西来。另，页417：历史学者刘震云，刘震云什么时候成历史学者了？
3、本書結構明確，敘事性強，且將中國近代發展與中日戰爭均置於世界史的大脈絡下，結合中國內
部與國際的變化書寫。本書將西方與東方如何在冷戰結構下遺忘這段歷史的複雜、中國社會內部結構
的重整、中國民族主義的興起、中國戰時經驗對中國日後的走向、西方人對東方人的羞辱與輕視、非
歐洲社會反抗歐美帝國主義的奮鬥（先日本後中國）、蔣汪毛三人的權力變遷、西方與中國的不穩定
關係如何影響至今、中日戰爭如何摧毀了中國的各種多元主義的可能性發展等等事情都寫了出來。而
本書是寫給西方人看的，著重指出西方忽略中國戰場的貢獻與西方盟邦對中國的影響都對當今有著極
大的影響，也同時指出西方史家的忽略之處，應當重新重視中國戰場的貢獻。總而言之，這本書敘述
完整，既避免陷入零碎的戰爭細節，也提供一個較客觀中立的描述，是本值得一推的好書。
4、抹掉此前在课堂所学到的抗日战争史。
5、想买之二 @深圳魏鼎 #2014香港书展好书#” 
6、一部宏伟的抗战史，一个鲜为人知的客观评价！
7、 相对比较中立的观点，书中一些说法还是比较的新颖，第一听说，有待考证。
8、我在猶豫是不是要標記成英國文學會更好一點。。（有一些視角還不錯～
9、读着不解气，但让人清醒
10、放下书，好像肩上的担子都放下了；因为内容太沉重。虽然我不敢苟同作者的某些观点，但是本
书基本上遵循了中立的原则。值得一阅。
11、視野拉到歐洲、東南亞，試圖站在宏觀的角度看抗戰，沉重且憂傷。話說回來，連英國佬都覺得
史迪威是來鬧的。
12、译笔不错，推测原文应该也可；以一本介绍给英语世界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地位，以
及这位盟友又如何被遗忘，乃至造成现今世界历史主旋律究竟是建立在反法西斯抑或是冷战的分歧观
点，这本书或可说是已完成了初阶任务。不过，毕竟是写给英语使用者看的，对于两岸读者而言未免
过于简略。叙事性强而考证性不足，亦未提出令人耳目一新的历史解释(对洋人来说，或许很新吧)。
13、胜在态度客观，国、共、美、汪等各方，该夸夸该骂骂，不为任何人遮掩。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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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本书基本是一本毁三观的书，我们对于近代史的印象太美好，感觉就好像本来的中国挺不错，
列强来到了，生活才崩盘。又太乐观，觉得当年的中国似乎有无数高明的出路可供挑选。看完这本书
，我的想法都放了一放。开篇就是日本崛起，中国扑街。为什么做国家的差距会这么大，至今也没法
讲明白。这本书阅读过程中，我也思考了一下日本的相关，为什么日本人会明治维新成功，为什么日
本人会变扭曲，以及丑名远播的“大东亚共荣圈”到底是什么样的思路。之后讲述了第一个新中国的
建立，当然这个新中国不是我们常常提到的那个。这本书对我有个很大的启发，就是让我明白了国共
双方在后来的各种匪夷所思做法的来源。历史的延续，文化的继承，优点缺点都不是凭空来的，而是
传承下来的。原本最让大家受不了的原版国共双方，才是传统中国真正的继承者，他们的身上有鲜明
的千百年积累下来的，恶劣缺点与闪光优良品质共存的遗传。而现代的各路中国人反而更像是基因突
变或转基因产物。辛亥革命成功，然而一切折腾并没有结束，中日之间关系逐渐交恶。这个交恶过程
有很大的教育意义。教育我们——绥靖是没有屁用的。国府一开始也在息事宁人，把要求开战的文人
抓起来，把要求国府援助的东北情愿者冷却处理，没有任何用处，日军终于到家门口。在跟日军对垒
的过程里，国府真是反复刷新了我的三观。。。我不知道现在国民党改了没有，寄全部希望于西方发
达国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盟友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说要抵抗到底的将领也只是嘴炮。从前我学
习抗日这部分的历史，一直很奇怪为什么只讲一个台儿庄，再加一个百团大战就跳到抗战胜利了？看
了这本书，我终于明白了，国军整个抗战过程基本是就在“溃败+逃散+日军屠城”三部曲和“撤退+
日军屠城”两部曲之间循环，整本书能看到的光辉战役就只是台儿庄一个。土共主要是游击队，原书
里评价，虽然有效的拖住了当地的日军，但是没法扭转局面。大规模的作战大概就是完成了一个百团
大战，完成之后也是日军报复，晋察冀边区被日军“三光”，三光这段电视里经常演。国民党的官僚
作风，给我的感觉就是，嘴炮喊得响，跑路窜的快。这也是一种实力了。而土共的官僚作风，对自己
的同志有种道貌岸然感，比如延安谴责项英是个懦夫之类的。。。战争期间的人民，《赞美》这首诗
里面写人民，是“佝偻的人民”，这本书给我感觉是看见了成群羊羔一样的人民，当时的人民太温柔
了，而这种温柔也带来了自己的厄运。对政府温柔，对敌人温柔，对盟国温柔，这样温柔的人民遭遇
到了最不温柔的命运。换成现在的人民，南京政府的官员没有几个能自己跑路的，想跑的会被直接杀
掉。在河南饥荒那部分，作者提示经此饥荒，农民对民国党产生恨意，所以之后国共内战中，农民对
国民党的放弃已经是无法避免了。经济的崩溃以及三个不同政府的作死，我最大的感受是：国民党，
土共以及汉奸，这几类人的风格始终没变，从抗战就能看出来之后他们是怎么做事情的。国民党坚持
管制人民一百年，土共坚持发动人民斗争一百年。而汉奸，可以完全兼容如今的带路党。抗战期间他
们这样，各奔东西后他们还是这样。我们臆测中国在二战结束后有千万种可能，实际上，当时中国未
来道路只是在白色恐怖和文革中间选一个。虽然这两种状态都不圆满，但我们也没有必要遗憾责怪，
近代中国环境下生长出来的领袖和人民，当时能做到的最好，也就只能是这样了。可以说大家都尽力
了，虽然效果不是那么高大上。关于经济，这本书给我最诡异的印象是。。。。为了筹钱抗战，国内
的几个团队，已经不择手段了。这部分最大感觉是：嗯，确实很像这几伙人能干出来的事情。然后是
中国跟西方世界的关系，我本来以为是只有现在不好。结果这本书告诉我，从来就没有真的好过。虽
然没有你死我活，但相爱相杀从来就没停止过。当盟友当到双方情报部门的头头互相死亡威胁，也是
够有创意的了。最后的结尾，光明但仍然前途漫漫，我们终于结束了抗战的8年，迎来了内部撕逼的3
年。然而这部分实际是非常积极的，因为当时大部分的国家根本连撕逼的资格都没有，他们的前途是
美苏领导人在聊天时候决定的。《被遗忘的盟友》是一本非常有意味的书籍，可以从中认识到承前启
后的历史，我们自负的以为我们的现状，好与坏，黑与白，都是我们这些现代人从无到有创建的，实
际绝大部分是从近代继承的遗产。而由我们创建的现代历史遗产，也已经被遗留在未来，虽然我不知
道未来的人喜不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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