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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部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投降为题材的纪实文学作品。
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正午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到八月十五日正午日本
天皇裕仁在广播里发布《停战诏书》，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在这短短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究竟
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
出现过什么思想分歧、决策交锋，乃至政治、军事争斗？
这一切历来是历史学家、政治家以及广大民众十分关注的问题。
　　为了弄清楚这段停战史，一九六三年六月，日本文艺春秋社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应邀出席座
谈会的三十人分别来自日本社会各个阶层，有政治家、旧军人、特攻队员和冲绳的女学生等。
其中有御前会议的出席者，政变计划的参与者，还有曾在内阁、宫中、外务省、驻中立国大使、陆军
省、海军省、NHK工作过或与之相关的人员。
从这些当事人所回忆的事实中诞生了这部作品。
在很多当事人已经不在人世的今天，这本书可以说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有关二战历史的珍贵资料。
　　作者半藤一利是日本文豪夏目漱石的孙女婿。
是日本有名的保守派评论家。
在这部书中，作者以求实的态度记录了当天日本皇室、军政高层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变故。
无论是心灰意冷、决意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政府首脑们，还是在日本民族的存亡关头
，无奈做出停战圣断的昭和天皇，以及违背天皇圣旨，妄图通过本土决战谋求战略转机而企图孤注一
掷发动政变的陆军青年军官们，对他们的思想个性、言谈举止以及在他们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作者
均有细致入微和栩栩如生的描述。
书中各章节环环紧扣，情节起伏跌宕，险象环生，恰似好莱坞大片，有很强的可看性。
　　如上所述，本书对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做了详尽的描述，揭开了那段历史的神秘面纱，使人们对
日本战败投降的全过程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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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一天宣告着人类史上最大的悲剧终于结束⋯⋯     1945年8月6日，美国在广岛投下原子弹，接着，苏
联红军挺进满洲（中国东北），日本帝国的“荣光”已是夕阳残照⋯⋯1945年8月15日中午12：00以前
的24小时，围绕日本昭和天皇裕仁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正式发布向美、英、苏、中四国无条件
投降的“终战诏书”所发生的种种：难以接受的现实和无法想象的未来，政坛、军界各色人等的情感
表现和行为选择，终战程序执行的争议和变数，终战诏书表述的含混与刻意回避，航空队基地司令官
的抗命特攻，陆军省少壮派军官的决死兵变⋯⋯一切都是为了保存国体，一场喧嚣终归沉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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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半藤一利，日本“昭和史著作第一人”。

    1930年，出生于日本东京。
 
　　1953年，从东京大学文学系毕业后，进入文艺春秋出版社。
历任《周刊文春》、《文艺春秋》杂志主编、专务董事、出版社顾问等职。
创作了包括《日本最漫长的一天》、《圣断——昭和天皇与铃木贯太郎》、《莱特岛海战》、《珍珠
港的一天》、《日本宪法２００天》、《荷风的战后》、《昭和史》（全二卷）在内数十部作品。

　　1993年，作品《漱石老师》获第１２届新田次郎文学奖。

　　1998年，作品《诺们罕之夏》获第７届山本七平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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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章十四日正午—下午一点  “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
”——阿南陆相下午一点—两点  “决定录音广播。
”——下村总裁下午两点—三点  “军队将自己负责解决一切问题。
”——米内海相下午三点—四点  “重蹈永田铁山的覆辙。
”——田中军司令官下午四点—五点  “反正明天都是一死。
”——井田中佐下午五点—六点  “近卫师团有险恶的计划。
”——近卫公爵下午六点—七点  “关键时刻，必须要慎重。
”——莲沼武官长下午七点—八点  “军方的决定没有任何内幕。
”——荒尾军事课长晚上八点—九点  “下官坚决战斗到底。
”——小园司令晚上九点—十点  “给我写师团的命令。
”——芳贺联队长晚上十点—十一点  “没有杀人的决心，就不能成功。
” ——畑中少佐深夜十一点—十二点  “无论如何，一切都平安结束了。
”  ——东乡外相十五日零时—凌晨一点  “你们还算是男人吗？
”——佐佐木大尉凌晨一点—两点  “你想让东部军怎么样？
”——高岛参谋长凌晨两点—三点  “和二二六事件时一样啊。
” ——石渡宫相凌晨三点—四点  “事到如今，再闹又有什么用？
”——木户内府凌晨四点—五点  “把我杀了，也无济于事。
”——德川侍从清晨五点—六点  “军队即将进入御文库！
”——户田侍从清晨六点—七点  “朕亲自去把朕的决定解释清楚。
”——天皇清晨七点—八点  “请谨听玉音。
”——馆野播音员上午八点—九点  “从现在开始，就不该由我们老人出场了。
”——铃木首相上午九点—十点  “立即将两人逮捕！
”——塚本宪兵中佐上午十点—十一点  “我现在去广播局。
”——加藤局长上午十一点—正午  “从现在开始，进行重要广播。
”——和田播音员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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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下午四点，当记者团问到如何看待《波茨坦公告》时，铃木首相表情阴郁地回答说：　　“我们
认为那个共同声明是开罗会议的重新演绎。
作为政府，我们认为它没有任何重大价值。
我们对此不予理睬。
我们只管迈入战争的最后阶段。
”　　但是，当这个傀儡性的发言通过对外广播网向全世界播放的时候，却被当做日本首相的言论而
受到了极大的重视。
而后，这个“不予理睬”最终在外国的报纸上被报道成了“日本拒绝（reject）《波茨坦公告》”。
众所周知，这为日后投放原子弹和苏联对日宣战的正当化提供了理由。
　　没有时间留给日本了，可是如此宝贵的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白白浪费掉了。
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拯救日本了，但政府和统帅部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苏联身上，一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远赴苏联进行和平谈判的特使及其随从人员已大致选定：以前首相近卫文麿为中心，有外务次官松本
俊一、加濑俊一、哈尔滨总领事宫川船夫、高木惣吉少将、松谷诚大佐，还有酒井镐次、富田健治、
伊藤逑史、松本重治、细川护贞等近卫的知交们。
前外相重光葵是位苏联通，也在候补人选之列。
　　但是大家对谈判能否取得成功缺乏正确的判断，只是在不耐烦地等待着苏联的答复，这比什么都
不做更糟糕。
明知失去哪怕一天都将酿成千古之恨，但大家仍然无所作为地任时间流逝⋯⋯　　见谈判没有任何进
展，东乡外相不禁有些沉不住气，开始焦虑起来。
为此，在内阁会议席上等场合，铃木首相说：　　“要急着结束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最前线的官
兵发动叛乱。
古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虽然激进的发言实属违心之言，但铃木的心情的确很
愤慨，却又一筹莫展。
　　从近卫和内大臣木户幸一以及其周边与会人员那里不断地传来对铃木首相不相信的窃窃私语。
置国内形势于不顾，苦等靠不住的苏联的答复而任光阴荏苒，由此产生的焦虑和不安，在日本的领导
层里引起了混乱。
　　但是，铃木首相继续等待着。
　　“必须忍难忍之事”　　八月六日，广岛清晨晴空万里，几乎没有一丝闷热的云彩。
七点九分，三架B29飞机进入雷达的监测系统，虽然拉响了警报，但敌机没有露面，七点三十一分，
警报解除。
收音机里广播说敌机是为侦察而来。
原来如此！
约四十万市民放心地开始了日常的生活。
　　八点十五分，伴随着一道强烈的闪光，大爆炸发生了。
一枚炸弹给四十万人带来的只有一个字——“死”。
广岛市瞬间从地球上消失了。
　　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各大要害部门中，最早知道广岛被毁灭消息的是海军省。
八点三十分，由吴镇守府最先送来消息。
海军省决定正午派出调查团。
陆军中央直到很晚才知道这个消息。
广岛的通信网完全被破坏了，所以第二总军司令部（在广岛）的报告，都是经过吴镇守府送来的。
　　下午很晚的时候，陆军省才通过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向内阁报告了广岛的最新消息。
天皇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从莲沼蕃侍从武官长那里得知了广岛市被毁的消息。
仅仅一枚炸弹就让广岛市变成了一座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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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满面愁容，没有再问什么。
　　第二天，七日早晨，美国广播播放了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我们投入二十亿美圆进行了一场历史
性的赌博，并且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六号，我们在广岛投下的炸弹是一颗给战争带来革命性变化的
原子弹。
只要日本不答应投降，我们就将在其他城市再次投放。
”藤田尚得侍从长从外务省那里得知该事后，立刻直奔御文库禀报天皇。
天皇听完禀报后，通过侍从长命令政府和陆军提供更详细的报告。
　　　　虽然陆军承认此事有可能发生，但在激愤和混乱之中，仍故作顽强和冷静，声称这可能是盟
军方面的宣传或谋略。
全国各地都发布了强行限制言论的命令。
情报局、科学技术院以及军队的有关人士之间频繁地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向国民公开被炸的事实以及
公开的内容等问题。
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协议，即在通过正式调查对事实进行确认之前，不使用“原子弹”一词。
日本帝国竟敢对地球上突然冒出来的全能支配者说“不”，毫无疑问这是致命的一击。
　　下午三点三十分，大本营通过无线电，用一种简洁却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向国民作了如下的广播
：　　“一、昨天，八月六日广岛市遭少数B29敌机的袭击，死伤相当严重；　　二、敌机在上述袭
击中似乎使用了新型炸弹，详细情况目前正在调查中。
”　　该消息播送出去后，持不同立场、不同见解的人便络绎不绝地来到首相官邸。
其中，有要求立即停战的，有扬言要战斗到底的，也有大声疾呼捍卫国体的，还有宣传皇国使命的。
但政府仍未作出任何反应。
　　第二天，八日的早报刊登了昨天大本营广播的有关“新型炸弹”的报道，但是，弥漫在日本政界
以及媒体的却是杜鲁门声明。
谁也不相信大本营的“谋略”之说。
当天下午，东乡外相决意进宫觐见天皇。
外相在御文库的地下室见到天皇，外相向天皇详细禀报了从昨天开始的英美有关原子弹的广播，并对
天皇说，短波无线电正在疯狂地反复播送着有关原子弹的消息。
天皇对此早有所闻，并已作出重大决策。
天皇低声地对外相说：　　“连这种武器都使用了，看来战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不可能了。
要想得到有利的条件，就不能错失良机。
要想法尽快结束战争！
把这个意思转告给木户内大臣、铃木首相！
”　　得知天皇准备投降的决定之后，铃木首相着急想在当天召开一个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但有两三
个与会人员另有他事，会议被迫推迟到第二天早上。
　　此时，铃木首相收到了决定性的报告。
这是一份飞往广岛的调查团送来的实地考察报告，报告里正式提出“投放广岛的炸弹是原子弹”。
迫水书记官长拿着报告敲开了总理的房门。
　　“明天是九号，上午必须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今后的方针。
”　　“就照这样办吧。
”首相说道，然后又以十分轻松的语气补充说道，“在明天的内阁会议上，我要讲清楚，战争应该结
束了⋯⋯官长，请写一下发言稿。
”　　首相的意志很坚定，但停战方案仍确定不下来，又一天被毫无意义地浪费掉了。
不，不是毫无意义的一天，而是决定性的一天结束了。
　　八月九日凌晨三点，首相官邸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
迫水书记官长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到同盟通信外信部长的声音：　　“不得了啦！
旧金山的广播里说，苏联对日宣战了！
”　　天一亮，书记官长就拿着各种各样的情报资料和在内阁会议上的发言稿，朝首相私邸飞奔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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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木首相冷冷地说：“要来的终于来了。
”　　上午五点，东乡外相也急匆匆地跑到首相私邸。
首相只说了一句话：“就让这场战争在这次内阁会议上结束吧。
”说完，就再次陷入了沉默。
　　由内阁提出的请苏联从中斡旋的和平工作以失败而告终，铃木内阁此时应集体辞职，这是长期以
来的政治常识。
书记官长一见到首相，马上就提出了这件事。
然而，首相刚才说的那句话，却表明了他对该常识的蔑视以及准备火中取栗的决心。
　　　　局势危急，上午十点三十分，最高战争指导会在宫中召开了。
铃木首相直接进入正题：　　“广岛原子弹爆炸也好，苏联参战也好，从形势上看，战争不可能再继
续下去了。
我们只有接受《波茨坦公告》，结束战争。
我想听听诸位的想法。
”　　让人心情郁闷的沉默笼罩着整个会场，长达数分钟之久。
阿南惟几陆军大臣和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等在考虑：是否要将战争进行到底，要对这个根本性的问题
进行讨论。
　　米内光政海军大臣打破沉默，开始发言。
　　“沉默是无济于事的，不是吗？
大家尽管发表意见。
如果要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话，我们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呢，还是提出我们的要求，有条件地接受
？
我看有必要对此进行讨论。
”　　此言既出，大家便在无意之中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讨论追加附带条件
的问题。
会议进展颇不顺利，甚至中途触礁。
　　米内海相、东乡外相提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前提是：（一）不改变天皇在国家法律上的地位
。
阿南陆相、梅津参谋总长、丰田副武军令部总长主张：为了保住天皇制，除了（一）里的条件外，还
要（二）占领范围小，占领兵力少，占领时间短；（三）解除武装；（四）战犯交给日本人处置。
铃木比较倾向于海相、外相的意见。
　　这四个条件是为捍卫国体而提出的最低要求。
如果连这些要求都不坚持，而只是一味地无条件屈服的话，这对天皇，对国家，只能是一种不负责任
的态度，阿南陆相这样说道：　　“将我们的天皇交给敌人，以此来捍卫我们的国体，作为臣子，这
种事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出来的⋯⋯苏联不可信，美国惨无人道。
我坚决反对将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皇室交给这些国家。
”　　外相质问陆相，如果提出（一）以外的条件导致谈判破裂，该怎么办？
陆相回答说，只有进行最后的决战。
有获胜的信心吗？
不敢断言一定能取得胜利，但也不能说一定会失败。
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会议陷入混乱。
众人议论纷纷，然而声音却平静而沉郁，没有高谈阔论。
一切都在暗淡的气氛中进行着。
正在此时，第二枚原子弹在长崎投下了。
　　第二枚原子弹投放的消息传来，大家忧心忡忡，神色黯然。
最高战争指导会比预定时间延长了一个小时，最终仍然没有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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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接下来要召开内阁会议，所以下午一点过就休会了。
内阁会议连续召开了两次，第一次是从下午两点半开始，持续了三个小时，吃过晚饭后，第二次从下
午六点一直开到晚上十点。
会议上就是否应该接受《波茨坦公告》进行了讨论，但这里也一样，阁僚们的意见也不统一。
　　但在有一点上，大家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日本几乎无力再战了。
阿南陆相愤然地说道：　　“我十分清楚目前的局势。
但今天我决定：面对现实，继续战斗。
”　　大家对争论已经感到有点厌烦了。
文部大臣太田耕造像突然想起一件事似的，对首相说：　　“对苏谈判失败，而现在内阁意见又不统
一，从道理上讲，内阁应该集体辞职，不是吗？
总理，您说呢？
”　　这是重要的发言。
事实上，请苏联出面斡旋以求和平的计划是上奏了天皇并得到首肯的。
但因判断失误而造成了彻底失败，仅此一点，内阁就理所当然地应该集体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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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亚马逊书店五星推荐。
　　描写日本二战战败、投降交夕的话题之作！
日本国内畅销数十年！
首度与中国读者见面。
“强震”来袭，日本剧烈摇晃！
　　在日本民族的存亡关头，无奈作出停战圣断的昭和天皇；心灰意冷、决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
政府首脑；企图孤注一掷发动政变的陆军青年军官。
　　从1945年8月14日到15日正午，日本正式宣告投降前24个小时，24幕跌宕起伏的人性连续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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