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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线从军记》

内容概要

藤原彰是日本著名的进步历史学家，被学界誉为近现代日本军事史的开拓者、奠基人。1941年他被征
入伍。本书是他根据亲身经历所写的。书中通过对侵略战争的反省，以不争的事实有力地揭露了日本
军国主义的丑恶面目，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用历史学家的眼睛来看“天皇军队”和侵略战争的实际状态的这一独具特色的从军记，是一部具有
意味深长、发人深省之内容的著作。
    从藤原彰先生在《中国战线从军记》中的叙述和介绍，，我们知道了一些以前因为抱有某些偏见，
或因资料欠缺而研究不够或不甚了了的情况，特别是关于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战场上如何与日军进行艰
苦战斗的有关情况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问题。
    藤原彰先生在本书相当详细地叙述了在湖南、江西一带与中国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十七集团
军司令长官杨森直接指挥的第四十四军作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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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线从军记》

作者简介

　　藤原彰，日本著名历史学家，被日本历史学界誉近现代日本军事史的开拓者、奠基人。他主张在
反省侵略战争的基础上，教育日本国民，永远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其著作主要有：《日本法西斯主义
的形成》《战后五十年和我的现代史研究》《南京的日本军》《饿死的英灵们》《南京大屠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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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线从军记》

书籍目录

作者自序
序节 从山村到士官学校
第一章 华北警备队的小、中队长
第二章 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
第三章 遂赣作战
第四章 从中国战场到本土决战师团
终节 以历史学家为目标
译者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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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线从军记》

精彩短评

1、很有趣的书
2、作为唯物史观学家，除了认为天皇是战争最大责任者，也没见多少战争祸害描写反省什么的，更
多一种军队服役的职业化描述。日军极度依赖骡马运输，迟至四三年冬，日军仍计划并演练对苏作战
，
3、值得一读
4、日本和中国一样，有愤青，也有客观理性的。
5、作为军人和历史学家的双重眼光，使他对战争的描述更加客观理性。值得一看。
6、我把这本书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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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线从军记》

精彩书评

1、写抗日战争的书很多，但是日本写的这是我发现的第一部。书中的主人公的经历很具有代表性，
也揭示了当时的一些历史侧面。摘录如下1。作者在华北维持治安时，由于部队过于分散，军纪涣散
，很容易被装备差，但是灵活度高的八路骚扰围歼，因为部队经常在某个据点只有10人左右 2。日军
由于1939诺门坎战败，对于北方苏联一直有很大的担忧，所以东北军力不敢松弛，导致华北军力严重
不足，对于华中，华南的后勤补给也造成困难，以至于后期日军选择行军路线一定选择未占领区，主
要出于收集给养的需求，1942年之后的抗日战争，日军战斗减员只占1/3，非战斗减员（主要是饥饿和
伤病）占2/3。给养成了决定战力的关键，这也是美军训练思路下后期国名党军得以致胜的优势点。 3
。日军在珍珠港后，从中国抽调10个师团远征南亚，导致严重缺乏军力，军官的大批阵亡，导致战术
素质的整体下降，作者从少尉升到上尉3年而就（战前大概需要13年）， 开始有日军投降做俘虏，战
场无人收尸（只能取一截手指）的现象。4，麦克阿瑟统治日本期间，为发行新币，将居民超过支取
上限的存款全部蒸发，让日本人在战后艰苦异常，包括作者这种高级军官也一下赤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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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战线从军记》

章节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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