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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兵眼中的战争》

内容概要

《美国兵眼中的战争:从二战、朝战到越战》中这11名美国兵，日后有的成了知名作家、文学教授、白
宫记者、公司经理、私人侦探，以及园艺师、工程师。这增加了他们的人生经历的厚重感、沧桑感，
有助于中国读者了解美国老兵眼中真实的美国社会。
这11名美国兵中，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吉米有令中国兵欣赏之处。美国兵与中国兵似乎有共同的爱
憎，有共同的坚定信念。
1941年，吉米听说母亲乘坐的轮船被德军炸沉，于是怀着一腔热血，几经周折参加了美国海军。吉米
像恨“德国鬼子”一样，恨“日本鬼子”。吉米“总是咬牙切齿地骂：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狠呀!”以
至于几十年后，吉米仍有仇日情结，坚持不买任何“东洋货”，不买日本汽车。每次谈起日本人，他
总是说，“这些混蛋王八蛋!”这令任何有血性的军人对他肃然起敬。
吉米所在的“博劳号”，在太平洋战争中，可谓功勋累累——“击沉击伤日本载兵舰四艘，如果平均
每只船载兵五千的话，吉米这艘小小的潜水艇，一艘75人的潜水艇，消灭了两万日本鬼子。”吉米可
谓美国二战军人中活着的“典型”。不过，战后，他回忆起菜特岛之战的残酷，不免常怀恻隐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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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兵眼中的战争》

作者简介

郑凯梅，美籍华裔女作家，北京人。曾上山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现任美国麻省大学艾森伯格
商业管理学院信息技术管理主任，多年来与IBM合作。教授电子商务和电子销售学。多次在一海明威
论坛》和。《南德科达季刊》发表关于海明威中国之行的学术文章。她与先生唐纳德·詹金斯共同翻
译李白诗歌六十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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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兵眼中的战争》

书籍目录

中国兵眼里的美国兵（代序）自序第二次世界大战：“最伟大的一代人”  1.一个水兵的水上水下——
吉米·格拉斯比  2.太平洋上空的机枪手——鲍勃·怀特  3.白宫记者与塞班岛的安妮——史蒂文·麦克
唐密克，希欧·麦克唐密克  4.一个一枪未发的侦察兵——罗兰德·詹金斯朝鲜战争：“最寒冷的冬天
”     5.清川江上的坦克排长——查理·黑沃德  6.战场上的宪兵——瓦特·詹金斯  7.战俘营内外——肯
尼思·伊顿  8.难以平息的战火——罗伯特·路易斯越南战争：“迷雾重重的战争”  9.用炸药的伐木工
人——约瑟·哈德曼  10.一个海军陆战队员的忏悔——戈登·弗莱彻一豪厄尔  11.热带雨林的最佳飞行
员——罗伯特·梅森后记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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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兵眼中的战争》

章节摘录

　　一个水兵的水上水下　　——吉米·格拉斯比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吉米就是我们在避暑
胜地天鹅岛上的一个近邻。每年夏天，大家都要互相请客，谈谈岛上的新闻，婚丧嫁娶、流言飞语等
等。吉米谈吐诙谐，笑话连篇，内容不太高雅，但往往令人捧腹不已。吉米就是用水手们讲笑话的特
殊方式，把潜水艇里枯燥的海底生活讲得有声有色，把残酷的战争讲得铿锵有力。年复一年，故事积
累起来，就成了一卷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美国水兵生活的多彩画卷。　　“我上了八年的夜校”⋯“咱
们此生有幸相会了”⋯“一直追到她的裤子掉了下来”　　要想了解二战中的美国兵，就得了解战前
美国人的生活，也就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的生活。我们得从吉米战前的生活说起
。吉米的父母是18世纪末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的，家里很穷。吉米14岁时，父亲因糖尿病去世了。为
了维持生计，吉米想退学去工作。但是母亲坚决反对，她挑起了生活的担子，在附近一家百货商店工
作。　　吉米高中毕业以后，在一家机械制造公司做长途销售，专卖摩擦机、滚磨机，在各个城市跑
来跑去。不能上正规大学，吉米不甘心，幸好公司愿意替他交一半的学费，他就去上夜校。在波士顿
大学上了三年，在费城的庙宇大学上了三年，又在波士顿的塔夫斯大学学了两年。就这样，8年之内
，每天早上7点起床，一直到晚　　上11点才归家，一边工作，一边学习。1940年，在美国参战之前，
他几乎完成了大学的工程学士学位。　　吉米对母亲很孝顺。父亲去世之后，母亲常常想念家乡苏格
兰。只要吉米攒了点钱，就一定送母亲回家乡，看望兄弟姐妹。　　、　　1941年9月，珍珠港事件之
前，吉米的母亲坐船从苏格兰回来，在途中，这条船被德军炸沉。吉米从费城的报纸上得知这个消息
，脑袋“嗡”的一声，呆了。　　吉米立即想到是加入加拿大海军，给母亲报仇。当时美国还没有对
德宣战，但作为英联邦成员国的加拿大已经与英国并肩对德作战了。当然大家都反对吉米这个“远水
不解近渴”的主意。吉米跑到纽约去，找到了另外一条船的船长。这条船曾在海里救过不少沉船的旅
客。船长说：“海上到处漂着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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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兵眼中的战争》

编辑推荐

　　在这些平静悠缓的往事叙述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小故事说大历史的平实和质朴。血腥的战争卸下
了呆板厚重的敌我面具，历史的见证透过零零碎碎、错杂缤纷的回忆，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别类的战争
絮语，是胜者，和败者都必须承担的苦难和人性代价。　　　——知名学者　徐贵　　“一将功成万
骨枯”，每一场战争中能被人记住的总是那些叱咤风云的将军，那些流血牺牲或幸存下来的普通士兵
，他们的经历、想法、命运几乎没有人留意。这本书就把目光投射到了那些普通的美国老兵身上，他
们的故事，他们的内心世界也正是中国读者所关心的。　　——知名作家　傅国涌　　什么是炮灰，
什么是士兵，二者的分界在郑凯梅的笔下得到了感性的呈现。士兵没有选择参与何种战争的权种，但
他们却有独立思考和自由表达的尊严。　　——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历史教授　程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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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兵眼中的战争》

精彩短评

1、不⋯⋯好⋯⋯看
2、此书甚是内涵,原来斯大林死的时候,志愿军前线司令部居然搞了庆祝,很开心的样子
3、详实地写出了战争的惨烈和给人带来的伤害。从美国老兵的角度了解战争很值得借鉴
4、我们看到的战争只是一个个数字：多少部队出征、多少人战亡。而在数字的背后，是他们真实的
经历。这些血淋淋的背后，还有人性的光辉。
5、抛开术中随处可见的名词错误来说算不错了
6、很好的间接史料 视角很客观 描述很精彩

7、非常精彩的原始素材，被一个经历过文革、头脑定型还自鸣得意的二流文艺女中年给糟蹋了。但
原始素材实在精彩，即便是文学化的文笔，在有心读者眼中，也掩盖不住口述历史的鲜活魅力。另，
作者这份心和敬业精神，强过其同代绝大多数文艺女中年，还是值得称道的。
8、写的还可以吧，比较写实不过作者挑的都是好的写
9、最有价值的是对朝鲜战争的看法~~
10、昨天的敌人今天的朋友
11、郑女士想当然的部分自动过滤即可。
12、经历过战争的人都挺豁达的嘛～
写出了战争的残酷，而不是鼓吹胜利
13、另一个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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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兵眼中的战争》

精彩书评

1、中国出的朝鲜战争相关书籍，其实和朝鲜方面的《朝鲜战争史》差不多，无非多加了些事例，图
表，各部队列装之类的。相较《朝鲜战争史》那种满口政治套话的书（我方均是“攻陷”，敌军皆是
“败退”）略好，但依然给人一种不真实感。最近读这本书，结合另一本《日本人眼里的朝鲜战争》
来看，发现了很多很值得深思的细节。首先关于“朝战是谁挑起的？”。据相关数据，朝鲜在6月25日
前已经磨刀霍霍，军队中多是参加过八路军或者完全在苏联培训的军官和士兵，兵多将广。陆海空武
器齐全，基本都是苏联援助，其中T34坦克最为耀眼。韩国方面则完全相反，上层虽然得到情报部门
报告，但是没有获得重视，依然认为朝军向三八线集结类似与往日的“边境挑衅”而非全面战争。美
方顾问团也认为朝鲜不敢妄动干戈。韩国士兵多是日伪时期的警员，实战很少，最多也就是扫荡游击
队。海空武器基本形成不了战斗力，陆上武器虽有，数量少且多为老旧器材。6月24日，韩国军队许多
士官和士兵都在休假中，军队并不满员。6月25日这天就出现了类似德军突袭苏联的一幕。韩军做了抵
抗和迟滞，可惜技与器皆不如人，连汉城都丢失了。到这里，我想说一条。战争前，韩国的动向，朝
鲜通过间谍摸得一清二楚。而朝鲜的动向韩国一直无法摸透。原因是朝鲜在情报方面花了1亿多日元
，韩方经费只有其1/10弱。另外一个原因是朝鲜难以渗透。朝鲜的两重保护包括了思想警察和密告制
度。朝鲜方面提倡的先进典型中不乏因为密告同学朋友父母而受表彰的人，这种情况下韩国间谍无法
携带通信器材进入朝鲜。从而导致坐失良机，处处被动。美军先头部队亦是如此。最早时，华盛顿和
东京GHQ方面没有打算仁川登陆。只是先派出了驻日美军协同韩国被打散的部队将朝鲜打回三八线以
北就好。许多新兵抱着“他们看见美军出现就会掉头逃跑”的心态来到朝鲜半岛的。一上来，美军就
被打得丢盔卸甲。T34可怕的威力让这些手里拿着二战结束后“刀枪入库”的落后武器的大兵们晕头
转向。一路退却，甚至连第八集团军24师师长迪安少将都被俘虏。直到此时美军才开始考虑联合国军
全面登陆事宜。并且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既要遏制CCP的出动，又要阻止KMT的反攻。如果单就
此条看来美国应该不会在扫灭平壤后入侵中国。之后在安东的投弹大约的确是美军常见的误炸。（美
军的飞机误炸频率很高，应该与不熟悉朝鲜半岛地理环境有关）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国内很少提到的俘
虏问题。先说美军俘虏。郑凯梅女士采访到一位美军坦克机枪手肯尼斯·伊顿。他被志愿军俘虏了，
逃出来3次，都被捉回。通过他的眼睛，我们可以看到几点。其一，朝鲜人民军方面基层士兵极其残
暴。抓到的俘虏，除了高级军官，其余无论百姓还是军人，全部要求自己掘墓后被仰面杀死。而对押
送回去的军官，一路也是枪托不断。某些时候，朝鲜军对美军战俘还采取极其野蛮的手段虐杀——杀
死俘虏后割下生殖器塞在其嘴里。大概是被日本殖民太久，行为上也与日军无二。其二，人民军的军
纪败坏。除了上下级间的欺压。在伊顿第二次逃出后被人民军抓获，被绑在树上暴打一顿。本来要被
枪毙的，伊顿的日语救了他，但是士兵们抢走了他的大部分随身物品。直到第二天被一个中国军官救
下来。在平壤战俘营里，伊顿每日伙食又少又差。某日实在饿得受不了，恳求一个路过的中国黑衣汉
子。那汉子牵了匹骡子，大概是中国运输队的人。那人看他们可怜，摸出几块钱要他们买吃的。可是
一转眼，人民军看守就把钱抢走了，留下一点零头只能买垒球大的一个糖球。几天后那黑衣汉子又路
过，知道此事，拿了一杆俄国老式步枪，把所有美国俘虏抢到中国的野战医院来看管。不知怎么的，
我和伊顿一样，对这个不知名的中国汉子印象深刻。其三，朝鲜老百姓很友善。每到一个村，战俘们
就要被老百姓围观。对他们踢打吐唾沫的自然有，这点非常能理解。奇特的是伊顿凭借日语优势，写
了几个纸条托朝鲜的“阿妈尼”带到美军驻地，居然最后有几张越洋过海寄到了伊顿母亲手里。其四
，中国志愿军的军纪不错。虽然在碧潼战俘营，每日要接受“洗脑”教育（伊顿说中国人非常善于分
化战俘，将黑人，其他国家士兵分开）；虽然徒步押送战俘，一路上死亡不断（可能有杀死战俘中伤
兵的事件），可是中国志愿军的素质的确很高，即使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文盲。除了上文的黑衣汉子
，还有一位宋司机沿途像父子一样照顾一个美军战俘（那位战俘最后死了）。反观美军在巨济岛设置
的战俘营中混入了不少朝鲜的情报人员，与外面的游击队相呼应。战俘营内也选出了上下级，制造了
各种冷兵器。杀死所谓的“软弱”分子（成为战俘后产生投降心理很正常，士兵和情报人员的义务不
同），最后甚至绑架了战俘营的负责人所长多德准将，要求改善条件。战争结束了。在交换战俘时，
美军的战俘基本都回来了。中国的大部分也都回了中国，一少部分去了台湾（所谓的一万五千
个Anti-CCP义士）。朝鲜人民军战俘许多都留在了韩国。之后中美朝所有这些战俘的命运，他们是否
后悔大概也只能冷暖自知了。最后再说一点题外话。这本访谈录的作成，很大程度上依靠了美国国内
异常发达的各种老兵协会。反观国内的老兵协会，不如叫老将协会吧。一场深刻改变世界四个国家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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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兵眼中的战争》

运的战争，后人看到这些会想些什么呢？
2、推荐大家看看其中朝鲜战争部分，很多资料都是国内第一次公开，比如美军战俘北上大行军内幕
，以及战争初期战俘死高伤比率的一些原因，还有关于志愿军第四次战役砥平里失利中的美军数据。
此书让我们以地球那一端视角来重新审视和了解这三场战争，不管是历史爱好者还是军事迷们，都会
发现一些新的可供使用和回味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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