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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

内容概要

本书译自英文，并参校日文原书作了修正，信件中零星出现的日本历史事件、人物、名物，已分别注
释（除注明为英译者注外，为中译者注释）。另外有若干反复出现的辞汇，在此单独提出说明。这些
辞汇，富含政治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意义，为日本人通用惯用。而每一个日本人在使用这些长期历史过
程中形成的辞汇时，也并不一定总是充分意识到辞汇中的含义⋯⋯

Page 2



《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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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英文版序
中文版序
中文译例
第一章通向战争之路
第二章军旅生涯
第三章侵华战争
第四章大东亚共荣圈
第五章太平洋战争
第六章在后方
第七章轰炸日本
第八章我们都是俘虏
第九章占领下的日本
第十章对战争的反思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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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一直对这段历史有着独特的好奇，这次从当事国的视角来了解一下~读了一半实在不能读下去了，
不然会抓狂，那段历史。。。
2、非常沉重的一本书，对于战争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战争，无所谓正义，交战双方都是在杀戮生
命。而战争中的敌人，也不全是符号化的坏人。书中对战争场面的描述非常恐怖，尤其是原子弹爆炸
后的死亡现场，恐怖到我已经删除这些记忆了。
3、非常真实的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但是可惜的是因为是国内出版，所以裁剪过后都是正面的了，
还有，国内没有这样一本书很可惜
4、《朝日新闻》从四千封信中选择出一千封信结集《战争》一书，立即轰动日本。美国在此基础上
选出四百封信同名出版，又成为美国各大媒体图书榜的畅销书。我觉得这是为了解客观历史而应该读
的书，我一直坚信加害者并非绝对的加害者，表面的兽性和潜在的人性、社会历史背景如何连接起来
才是真正应该让人关注的重点，否则找不到根源，也杜绝不了可能再重演的历史。
5、for TOK
6、第三国人的研究至少也中立了很多。
7、昭和前期20年众生相
8、不要以为一切都结束了：日本到现在其实还欠着2kw人命，总有一天时机到了它需要偿还的。
9、算是本口述历史吧，可读性一般。
10、多样的战争印象，就是日本人如今眼中的二战。他们更期望以客观视角去看待前人所犯下的罪孽
。
11、南京大屠杀中有成为魔鬼的日本人，但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魔鬼。想我天朝中的每一个人，
都应该通过了解一下最平凡普通的日本人在战争中的思想，了解过去和现代的日本人。也应该吸取教
训，不要让自己的民族走向那种极端的道路。
12、面对战争，容易有立场而不容易有思考；面对现在的日本人，如何拿捏，我已经彻底confused了
13、配图的人一定是被感动哭了...配图减10星
14、书中写道：“一些不祥的力量正以极右翼的面目集合到一处：一支庞大的警察机构、专横保守的
资本家。之上则陆、海军军官团⋯⋯《治安维持法》的出台——这部法律给警察处置所谓‘煽动’或
‘不敬’罪行以极大权力——无论是否仅是捕风捉影⋯⋯警察通过‘邻组’实施滴水不漏的监视。”
联想某市作为不寒而栗
15、看日本人讲述他们的苦难不免让人觉得这是在刻意回避或是弱化他们是战争发动者的身份，虽然
这种苦难本身也是真实存在的，对此，我们肯定要说一句“活该”。很多日本普通人受军国主义蛊惑
投向战场，如果他们不失败，没有战后民主化运动的改造，这样的文字和写文字时纠结矛盾的心理状
态八成不会出现。一句话，“形势比人强”，时势使然，战败才会有这种反思。
16、配图太糟糕了，可以当成编辑对本书基调的批判。以及，哪儿有日文原版？
17、日本政府和教育机构根本没有反思过侵略战争对世界的伤害，反而沉湎于自己在战争中所受的苦
难无法自拔。中国人对文革的态度是否定和耻辱，日本人却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天皇和军政府，说侵
略行为不过是从命，并坚称那是伟大的牺牲，是爱国行为，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其上行下效等级制度
的绝对服从，毫无批判精神和仁慈观念的国民观念所致。这样的国民教育不改变，其国家必定还会陷
于血腥的覆灭之中
18、将读者来信整理成书，挺真实的
难得日本方面有这样的书，值得看一看
19、其實內容很悲的 我講些片段給媽媽聽 然後看到她眼睛都紅了
20、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战争
21、史料，未来有机会找日文原版的一千封信的版本来读，转译两遍之后某种很重要的情感含糊了。
几点最大的体会，一是第十章有一封信提到「战争的延长线」这个说法，很直观地铺展开了战后日本
人对于战争记忆的活着的复杂感；二是读完之后又翻了翻修息底德，人的高贵与卑劣二千年不曾改变
；三是竹内好所发出的那句呐喊「帝国主义无法审判帝国主义」。
22、伤人一千，自损八百。而于人民是全部。
23、另眼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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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国民被教育不怀疑国家的政策,潜移默化的教育包括:(摘自熊井亚男的来信）- 不给国民提供正确的
信息- 不能违抗反对天皇的命令- 国民的优越感被煽动起来- 胡乱强调国家的危机- 赞美战争并且藐视其
他民族和国家这些手段感觉很熟悉吧。日本粪青就是这样炼成的，狂妄，无知，蔑视人的尊严，几乎
把自己的国家推入万劫不复的火坑。此起彼伏，在日本之后，东亚的另一个国家也开始染上了这个传
染病......
2、这本书提供了另一个角度让我们看待这场纠结着我们中国人的战争。在这本来信集里，我们看到
了日军的残暴，也看到日本人人性的闪光。我们能看到日本战后真的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读的过
程中，我挺感动的，眼眶不时泛湿——这本书在中国的出版，意义其实十分重大，书的思想内涵也很
分量，希望有更多人读到这部优秀的作品。虽然我自己看的是电子书，那也是因为这本书太难买到了
，有机会，我还是要买来收藏的。本书作者弗兰克·吉伯尼在中文版序这样说：&quot;　在我们进入
新世纪的时候，我们要怀着这样的期待：无论在哪里——每个社会、每个国家，有勇气的人会越来越
多。他们将甩开官方钳制与压迫的禁忌，讲出历史真相。这是我热切的期望，因此，也期望更多这样
的书面世，在各个地方。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掩盖我对推出这本书的中文版编者和译者的赞美
。&quot;这在暗指日本，还是中国呢？吾不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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