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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真相》

前言

在抗日战争期间，隐居在美国华盛顿的高宗武先生撰写的回忆录《日本真相》，尘封六十余年之后，
现在终于有机会公开出版，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作为高宗武的孙子，我愿借此机会，把我所知道的
关于《日本真相》  （英文稿名《深入虎穴》）的撰写以及出版波折的背景情况，如实地提供出来，
或许能为治史者起到一点参考作用。1994年9月24日，爷爷高宗武逝世；2004年3月26日，奶奶沈惟瑜
逝世。二老去世之后，家人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了大量的文电手札（日记）及照片等新史料，更让我
们惊奇的是，发现了他撰写的回忆录《深入虎穴》（Into the Tiger's Den）的英文打字稿本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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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真相》

内容概要

《日本真相》作者为中国近代外交风云人物高宗武。他将自己与日本人打交通的经验教训一一道来，
披露诸多历史内幕，令人深感震惊。其文笔老辣，识见超群，诚为一部奇书、异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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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九·一八”后的中国外交方针朝鲜惨案1931年，余方在北平闲居之时，突接友人刘君来电，谓南京
方面对于（在）朝鲜（发生的）杀害华侨案十分关切，各朋友的意思欲请余赴当地切实调查，藉资参
考。当时来传达的人是王文宣君，就是渠等所推定要同余同行的人。那时候，我们正有许多朋友组织
了一个“日本问题研究会”。这朝鲜惨案的内幕，也是我们必定要研究的（课题），乃决计从朋友之
命，即日成行。（我）在朝鲜约住了两个多星期，所到的地方是清津、镇南浦、平壤、京城、釜山等
华侨会集之区，这就是我第一次和日本发生事务关系。说起朝鲜惨案，读者或许都已忘记了。当时日
本早想占领（我国）东北，可是没有借口，于是用种种方法鼓动朝鲜人惨杀华侨，其中以平壤为最烈
。华侨因此而死者达两百七十余人之多，伤者两千余人，所有华侨之房屋财产几被完全捣毁，平壤街
上堆满华侨所存之商品，电车无法通行，真是惨无人道！后来有人告诉我，平壤是日本在北方的空军
大根据地，尤以对俄对华作战为目标，所以日本人的计划，（是）想把当地的华侨驱逐或杀光。日本
人的用意，以为朝鲜人在朝鲜惨杀华侨，中国人必定会在朝鲜人聚居之东北各省惨杀朝鲜人，（如此
）日本人则以保护朝鲜人为名出兵东北。所以日方散布流言说中国人在东北惨杀朝鲜人，乃朝鲜人暴
动之唯一原因。可是中国政府及人民深知，朝鲜人之惨杀华侨完全是无知识的朝鲜人被日本军部所鼓
动及利用。本来中朝两民族（的人民）只有历史上的友谊，没有任何怨恨，所以中国人民当时沉痛之
余，并没有向朝鲜人报复的意思，所恨的还是在背后操纵的日本人。朝鲜惨案在1931年7月中旬发生，
暴动的时间约有一个多星期，以日本在朝鲜设立的警察网之严密，这一类的暴动行为，在两三小时内
即可完全镇压下去，岂能延长一个多星期，而且漫延到朝鲜全境，死伤如此之多?仅此一点，即可十足
证明当时朝鲜的暴动，完全是在日本军警整个计划之下而发作的。我有几位朝鲜朋友，他们告诉我，
朝鲜暴动所用的武器，都是日本军警分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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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高宗武遗著《日本真相》历经几度春风秋雨，终于在祖国大陆出版了！《日本真相》的内容，许多都
是高宗武的亲身经历，他所采用的是第一手资料，所以我把它看作是高宗武的回忆录。这部回忆录早
在1943年初就已经撰写完成。为了能在美国出版，先后曾有几位美国学者为迎合美国读者的兴趣，对
高氏原稿加以润色及窜改，并更改为一个诱人的书名：《深入虎穴》（Into theTiger's Den）。但折腾
多年，终未能在美国付梓问世，其中详情，高昕在本书序言中已说得明白，我不必赘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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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真相》：书屋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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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真相》

精彩短评

1、内幕极多
2、汪精卫真的那么坏吗？我将带着这个疑问看看此书。尽管自1995年订阅《书屋》杂志，购买《书屋
文丛》还是第一次。
3、为什么推荐为精彩好书，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民国历史。历史，嘿嘿，常常也需要人来
背黑锅，真的。看到这，你不得不想，人之为睿智或愚蠢，之为伟大或渺小，是有定数的。
4、对日工作，是一个沉重的话题，近代史到现代史，不能逾越，不能忘记。
和野蛮、凶恶、短视的民族对峙，永远要准备付出和战斗，也促人深思、觉醒和奋起。
5、前面记事有点看头，后面作者自己对日本的评论有点冗长乏味。
6、哈工程美女成功后抠门会计， 乘客们
7、蒋不让高回，就是起了疑心了。
8、此书史料价值极高，自不待言。首先应知高为何人。他先为对日求和的探路人，却在随汪精卫落
水前夕，及时抽身，盗走对日合约的要点，抢先公布以惊醒国人，可见此公仍不失为爱国者。抗战初
期认为无法以武力对抗强敌，只能委曲求全退而求其次，以保住民族生存之一线生机者，实不在少数
。将这些人物一概斥为卖国贼失之简单，那本是民族生死存亡之际，各种政治力量共同挣扎求生的一
场极痛苦的努力。当事后诸葛亮容易，身当其时如何作为却难于上青天！读此书可与陶恒生著之《高
陶事件始末》参照，可进一步对所谓“汉奸”加深了解。
9、一战劫余之日本，不外乎町人上升，华族下降；财阀上升，政阀下降；军人上升，武士下降......祸
始是肇，固有日人室伏氏所谓之“宿命”存焉。神州错铸，梦魇难销。
10、中国人和日本人打交道的第一手经验。
11、历史迷雾
12、此书的英文译本被陶恒生先生发现并翻译发表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近在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
名为高宗武回忆录。日本真相为高宗武中文原稿，英文稿据书序交待为中文稿改编版，中文原稿面世
价值不小，其中对日本外交策略、手段、性格刻画入微，相信对今日中日外交都有借鉴作用，对汪精
卫一步步滑向投敌叛国交待的清晰可辨。出版说明中蒋廷黻的黻被排印为敝。下面引用高宗武获得日
汪密约的惊险一幕与大家共享：忽然有一天，一位从日本东京来的议员打电话到汪公馆，说是要来看
我，汪也知道这个日本人相当重要，在得到汪德许可后，我就请他来汪家晤谈。这位议员来了谈了两
个小时的话之后，我送他出去，此时那文件已装在我的口袋里。我有意地边聊边送，一直把那个日本
议员送到旅馆，就在这个日本人的房间内，我给汪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马上派人来取回，否则我在
一小时赶回来。汪说没关系，不必急。接着我立即走到旅馆门口，要我的汽车夫等着我，转回身便从
后门出去，叫了出租车火速赶回家中，请我太太连用最快的速度把文件一页一页全部拍下来。完事后
，我要太太连同照相机一起送到一位朋友家中去冲洗成胶片，然后把这卷胶片交给一位极可靠的朋友
处保存。与此同时，我乘出租车赶到旅馆后门口，下车后从后门进去再从前门出来，果然我的汽车夫
在那边门口等候着，我便上车命他开回汪公馆，亲自把文件交给汪看，这中间没有超过一个小时。汪
没有表现出一点疑心，还说“不必心急！”这是1939年11月中旬发生的事，距我离开上海尚有一个多
月时间。这就是打击汪氏傀儡政权“高陶事件”的最重要一环，沉重打击了日本对世界的欺诈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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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刚看过前半部分，写得比较简略，31年到37年的主要事件简单交代一下，倒是对通邮谈判花了很多
笔墨，关于和平运动一节，恐怕有为尊者讳和撇清自己的嫌疑，而且重光堂一节没有提及；正在看后
半部分，对于认识日本，即使到今日仍有借鉴意义；高宗武作为战前主要交涉人，所知恐不能言？那
么这书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小辩护了；另，书的整理有一些问题，有很多人名等都不准确；
2、汪精卫投敌案，被罩上重重迷雾，庐山真面目不可得见。汪氏出逃，主要策划人是前外交部亚洲
司司长高宗武；而窃取日汪密约叛逃至香港将其公之于众的，也是这个高宗武。高宗武回忆录，在尘
封六十多年后面世，但谜底还是无法因此而揭开，反而闹出了新的“双胞案”，可谓谜上加谜，案中
有案，煞是热闹。2008年12月，湖南教育出版社推出高宗武遗著《日本真相》（下称“湘教版”），
由夏侯叙五整理注释；隔了一个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刊行《高宗武回忆录》（下称“百科版”
），由陶希圣之子陶恒生译为中文。这是同一种书，还是两种不同著作？也对，也不对。前者，是高
宗武中文原稿；后者，则是由美国合作者依据中文原稿和高氏补充的内容改写的版本（原名为《深入
虎穴》）。核心内容大体相同，但编排、行文、繁简、细节均有差异。至可笑的是，湘教版由高宗武
孙子高昕撰写的代前言说：“在我们整理爷爷的遗著和文献过程中，得知陶恒生先生从美国史坦福大
学胡佛研究所获得爷爷《深入虎穴》的英文复印稿，并花费了近一年时间译成中文，陆续在台湾《传
记文学》上发表。我们非常欣赏陶先生对这段历史的执著研究、严谨翻译以及详细的注释。陶先生在
得知我们保存有爷爷遗著的中英文原稿，并已与《书屋》杂志社谈妥出版事宜后，表示‘尊重高府后
人的意见’，并停止了出版爷爷遗著的计划。在此，对陶先生的理解，我深表谢意。”言犹在耳，而
陶先生的译著很快就变成百科版了。读者最想解开的，当然是这些令人牵肠挂肚的疑问：汪精卫为何
要投日？高宗武在此种扮演何种角色？高氏送汪入虎口，而又曝光密约，是否老蒋主使？“高陶事件
”男二号陶希圣，后来竟做了御用笔杆子，享尽荣华，而男一号高宗武为何要流落海外，隐姓埋名，
至死不归？答案，仍在若有若无之间。汪兆铭在最初的时候，与日方接洽“和平运动”，颇有忧国忧
民、“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佛家情怀；及至发表“艳电”之后暂住河内，原有静观其变的打算
。蒋中正先礼后兵，派人送钱送护照促其游欧，未能如愿，乃派人在香港打伤汪派干部林柏生以敲山
震虎，最后看到没有效果，只能派军统特工陈恭澍到河内实施暗杀。孰料人算不如天算，汪兆铭当晚
把主卧室让给秘书曾仲鸣，曾氏不幸当了替死鬼。高宗武在百科版《回忆录》中大言不惭地说：“我
深信曾仲鸣的被杀是日本特务所为。他们企图让汪相信蒋介石是幕后策划者，从而离间汪、蒋，以诱
使汪一头栽入日本人的圈套。这就是事情的真相”（百科版第32页）。高宗武长期从事机密工作，在
港、居沪均与杜月笙系统保持极为密切的联络，从种种迹象中当然能判断出谁是暗杀主谋。高氏既将
暗杀栽赃到日方头上，又为蒋氏极力粉饰，其回忆录的可信度当然要大打折扣，而亲蒋的倾向也昭然
若揭。高氏撰写回忆录目的之一，在推卸自己作为“和平运动”发动机的责任，所述的有关汪伪政权
成立前后种种事实，在今日基本上已人所共知，唯个别细节有所补充，但“孤证不立”，仍有待于其
他方面的资料证实，有些“真相”或许将永远埋藏在当事人的心中，带到棺材里面去。比如高宗武是
否蒋氏派在汪身边的“卧底”，或者只是蒋氏放出的“胜负手”，和谈有成则居其功，和谈跑偏则卸
其责？也许等到蒋介石“大溪档案”全面开放的那一天，会给世人一个答案？高氏回忆录详细描述了
在上海偷拍密约的全过程，湘教版和百科版情节基本相同，字句略有差异，为以往的史料中所无。正
如汪精卫所说，“这是日方最机密的文件。日方从来没有提过这样具体的方案，一旦泄露，日方将作
为我们对日本无诚意的解释。所以参加会议的同志不许把文件带出去”（湘教版第103页）。高宗武谋
划偷出文件已经很久，苦于没有机会。汪氏觉得文本翻译得不好，交给高宗武重译，但吩咐不能带走
，只能在汪公馆里面工作。忽然有一天，有个东京来的日方要人到上海，来汪公馆与高会面；高氏借
送客回旅馆的机会，从旅馆后门飞速跑回家，叫夫人全部拍下来，然后返回，前后不过一个小时。胶
片暂存杜月笙门人处，在逃离上海前取回。据唐德刚为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所写序言，高宗
武夫人亲口证实，在事前数月，高就让他夫人学习照相技术；他与杜月笙留沪代表徐采丞秘密往还，
“是直接听命于重庆的。”“高陶事件”全过程，就是顶尖间谍小说的真实版，高宗武不是卧底，也
与间谍同一路数了。汪兆铭生性冲动，优柔寡断，权力欲与能力不相匹配，为群小所包围，听不进陈
公博、后期高宗武和陶希圣的逆耳忠言，终至身败名裂，为天下所唾骂，固其宜也。高宗武此时刚过
而立之年，自以为对日交涉第一人，过于自负，一步步跌入日人所设的陷阱，所幸良知未泯，及早抽
身，但偷密约之功难掩其罪。正因为他是汪氏投日的谋主，瞒着蒋氏私自赴日谈和，就算在“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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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蒋介石也不再信任他，命他“渡美考察”，在华盛顿了此残生。这两个版本的回忆录，文过饰
非之处甚多，不可作信史看待。倒是后半部分对现代日本政治的解剖，有些真知灼见，可供国人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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