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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起，至1945年8月15日天皇发布投降诏书终，日本海军史进入了最后
也是最风云激荡的时代——太平洋战争。
　　当东条英机内阁下定对美开战的决心之时，日本海军的战略决策与战术安排二者却是完全脱节的
。
日俄战争后三十多年，联合舰队一直是按照“渐减邀击”、对美长期抵抗和大舰队决战的思路来进行
军备建设的。
但在南进荷属东印度之后，日本将同时与美、英、荷三国处于战争状态；假如在海军重兵投入南洋攻
略之际，美国战列舰队早早前来进攻，那么日本将不得不停止南方作战。
即使是在此状况下，重新部署舰队、层层邀击美国战列舰队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曾任驻美武官的山本五十六深知，日本的国力和军事力量远不如美国，除了在开战之初就积极作战、
先发制人，迫使美国处于守势之外，可以说别无他法。
他毅然否定了被日本海军元老们视为圭臬、以巨大空间跨度和较长时间为基础的“渐减作战”，在开
战之初就以航母机动舰队的突然袭击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战列舰，同时对菲律宾和荷属东印度群岛发
动猛攻，最后挟新胜之利、与美国达成停战协议，以消化战果。
　　战争的开局的确是在按照山本的设想进行的：珍珠港一役，日军以微弱损失击沉击毁美军战列
舰5艘、击伤3艘；仅仅三天后，基地航空队又在马来海面击沉了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
号战列舰。
1942年2月15日，新加坡守军投降；3月9日，荷属东印度陷落；5月6日，整个菲律宾最后还在抵抗的部
分——巴丹半岛也向日军投降。
人类战争史上速度最快、范围最广的胜利之一诞生了，而日本人付出的代价却不过九牛一毛而已。
　　然而，就在第一阶段的大捷之后，日本患上了意料之中的“胜利病”。
围绕第二阶段作战的思路，军令部和联合舰队司令部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希望一鼓作气、消灭美国舰队残部的山本不得不屈从于意图封锁澳大利亚的军令部，导致在1942年6月
至关重要的中途岛海战中指挥失误，损失了4艘航母，终于不复开战初期的神奇。
之后的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更是成为了揉碎日本帝国命脉的“血肉磨盘”——受国力和燃料的限制，
日本无法一次性投入占有绝对优势的力量改变战局，只有陷入可怕的持久战中。
以舰队交战为目标建立起来的联合舰队在正面作战中表现良好，连续取得第一次所罗门海战、南太平
洋海战等多番战术胜利，却没有相应的后勤补给与保障措施来巩固胜利，更没有强大的生产能力补充
激战造成的损失。
结果时间越长，敌人补充和增长得越快，日军自身却始终处于不断萎缩之中，最终难逃失败的命运。
　　自1942年夏至1943年底，联合舰队在所罗门一新几内亚战线与美军展开激烈的消耗作战，虽则在
战线上未曾后退多少，战前培养的优秀飞行员却已损失殆尽。
到1943年9月大本营最终决定建立“绝对国防圈”、求得战略缓冲时，美军已开始实施“双叉战略”，
自中太平洋和新几内亚同时向日本占领区，借助庞大的快速航母编队施行“跳岛战略”，逼迫飞机增
产和船舶征用措施都来不及完成的日本人提前进行决战。
1944年6月，美军兵发马里亚纳群岛，日军不得不动用其两年来积蓄的全部力量，发动战略决战“阿号
作战”。
　　在菲律宾洋面上发生的“阿号”航母决战（日方称“马里亚纳海战”）中，象征着日本海海战荣
光和东乡元帅亡灵的Z字旗在联合舰队的历史上第三次升起。
不独如此，“阿号作战”还被视为日本海军30年来精练的对美渐减战略的集大成者，具有总决战的意
义。
经此一役，日本海军丧失3艘大型航母、舰载机600余架，两年来惨淡经营所积聚的反攻力量完全被摧
毁。
更具历史意义的是，“阿号作战”的惨败雄辩地证明：即使是在作战计划完备、战术设计高超、握有
天时地利和先发制人的情况下，联合舰队也已经没有能力取得一场大规模决战的胜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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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当年10月莱特湾之战后，联合舰队大型舰艇损失殆尽，再也无力改写战局。
随后美军更逼近日本本土，山穷水尽的日本海军只有依靠“神风特攻”、“菊水作战”的血肉之躯抵
挡以先进科技和正确战略作为支撑的入侵者，最终伴随着“大东亚共荣圈”和“大日本帝国”迷梦的
终结走入了历史。
　　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这段太平洋海战史，同时也是一段战略史、政治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折
射。
开战之时的联合舰队以世界第三大海军、拥有世界最大战列舰的堂皇阵容，装备不可谓不精，猛将不
可谓不多，然而在错误的军事战略和国家政略指引下，短短四年内就灰飞烟灭、落得个悲惨下场，不
可谓不触目惊心。
在总体战争时代，在双方士气相差无几的条件下，只有占据最充分资源，并能对其进行充分动员的系
统才有希望赢得最终的军事胜利，企图单靠某种超级武器或某次单一会战的胜利就赢得战争，不过是
秩序挑战者们一相情愿的幻想而已。
此情此景，后人能不识之？
　　以《菊花与锚》始，经《逆天而行》，直至这本《联合舰队》，我与阎京生兄合作的旧日本帝国
海军发展史三部曲，终于告一段落。
在整个三部曲曲折的写作过程中，得到了章骞、谭飞程、吴征宇、董曼杰等良师益友的帮助和指正，
知兵堂出版社的林达、林信贤等先生为本书的出版做了大量工作，在此向他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从《菊花与锚》的第一篇文稿问世，到《联合舰队》的最后一个章节付梓，已然七年矣。
七载以来，读史阅世，每多唏嘘；而文质粗陋、长进寥寥，又不胜惭愧。
由于日文基础不佳，为力求行文精准，大部分数据都须核实三种以上出处、修改四五稿方能成章，个
中酸楚只有己心可知。
天下之奇才大家多矣，大抵不会看得上如此琐碎枯燥的研究领域；而愚笨如我者，自以为能为一个众
人关注不多的研究领域做一点分内的工作，便已足慰平生。
许多时候，一个人做某件事并非为了谋取他人的认可或赞誉，而只是为着内心一点小小的信念与追求
。
哪怕就为这种追求，要付出莫大的艰辛和代价。
　　本书亦献给我早逝的妹妹史陈芝。
一切的奋斗与收获，如此希望与你分享。
　　刘怡　　2009年春千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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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起，至1945年8月15日天皇发布投降诏书终，日本海军史进入了最后
也是最风云激荡的时代——太平洋战争。
《联合舰队》揭开太平洋战争中，日本海军的战争史。
　　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的这段太平洋海战史，同时也是一段战略史、政治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的折
射。
开战之时的联合舰队以世界第三大海军、拥有世界最大战列舰的堂皇阵容，装备不可谓不精，猛将不
可谓不多，然而在错误的军事战略和国家政略指引下，短短四年内就灰飞烟灭、落得个悲惨下场，不
可谓不触目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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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奇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不沉战舰”败北记——1941年马来海战从爪哇海到印度洋——联
合舰队的奔袭作战“再见，帝国”——从珊瑚海走向中途岛熔炉瓜达尔卡纳尔——所罗门群岛争夺战
（一）宿命铁底湾——所罗门群岛争夺战（二）决胜拉包尔——所罗门群岛争夺战（三）马里亚纳猎
火鸡——1944年马里亚纳海空战“盖世无双的海战”——1944年，莱特湾神风落日——日本帝国海军
的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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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山本的战争　　勇壮！
航空派的逆袭　　“⋯⋯当面对一个拥有优势海军力量的对手时，处于防守的一方应放弃本方近海、
主动进击到敌方水域，对敌方舰队施以反复多次的打击，直至对手丧失出击能力⋯⋯”1908年，被誉
为“日本马汉”的海军战略家佐藤铁太郎在其传世之作《帝国国防史论》中如是说。
但在当时，刚刚打赢日俄战争的联合舰队并不具备直冲对手家门、将美国太平洋舰队消灭于巢穴之中
的实力。
1921年华盛顿海军会议上，日本也没能实现保留一支相当于美国70％兵力的大舰队的企图（佐藤铁太
郎曾认为这是日本安于守势地位的最重要基础），“六四舰队”的基本格局使他们只能满足于将控制
线推进到太平洋中部的原德属岛屿。
在此背景下，1923年日本修改年度国防方针中的“帝国军队用兵纲领”，决心“在开战之初首先扫荡
美国在东太平洋之海上兵力，与陆军协同攻占其根据地、控制西太平洋，确保帝国之通商贸易，并使
敌舰队作战困难；待敌本国舰队入侵时，截击并歼灭之”。
　　自1907年以后近30年间，日本海军一直是依照东乡平八郎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经验来规划未来战
争的。
面对最大的假想敌美国，由军令部和海军大学共同策划的“渐减邀击作战”设想在开战时首先进攻驻
扎在远东的美国亚洲分舰队，夺取菲律宾和关岛。
当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自本土赶来增援时，日军的辅助舰艇、航空兵和潜艇会在其航行途中将其逐渐
消耗，使之减少到日本战列舰队可以接受的程度；最后战列舰队出击，在西太平洋与敌舰队进行战略
决战。
在这个计划中，菲律宾、关岛大致相当于日俄战争时期的旅顺，美国亚洲分舰队就是俄国的第1太平
洋舰队；从本土和大西洋赶来的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则相当于俄国罗杰斯特文斯基中将的第2太平洋
舰队。
为了迎接这场“必然到来”的冲突，日本海军已经进行了多年“月月火水木金金”（注：日本的习俗
是以五行和日月为一周命名，周日称日曜日，周一为月曜日，周二为火曜日等等，周六为土曜日。
“月月火水木金金”意为没有周日和周六的休息，一周七天全都训练）式的准备，并坚信他们必将迎
来战果更加辉煌的第二次对马海战。
　　按照战略学上的惯例，快速制订因时制宜的计划往往效果最佳，而长远的规划则常会因环境更易
而变得过于死板僵化且过时，日本人的“渐减作战”也不例外。
进入1930年代后期，随着海军航空兵这支新兴力量的崛起，海战的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欧洲发生的挪威战役、敦刻尔克大撤退和克里特岛空降战役来看，航空兵的发展已经使海战由第一
次世界大战式的海面、水下二维战场发展到了空中、海面、水下三维样式，战列舰主宰海战的时代已
经一去不复返了。
虽然日本海军也注意到了新技术因素的出现，但大多数时候还是抱定了夜战、雷击战术、主力军舰大
编队决战之类的传家宝贝，不思变通。
　　山本身高1.59公尺，和“圣将”东乡一般个头，嗜好将棋、美女和赌博，是一位聪明机智且颇具
洞察力的将领。
山本不赞成在亚洲进行侵略性的扩张，而他在美国担任海军副武官的经历也使他对美国的战争潜力十
分地赞赏。
不过，山本和其他日本人一样相信日本在东方的“命定扩张说”，并且意识到如果不消除美国在亚洲
的影响，日本就无法实现其目标。
不过，思维敏锐的山本非常不愿意如“渐减作战”的旧模式一样，坐等美国舰队来进攻日本。
他秉承佐藤铁太郎的遗教，希望能像1904年2月8日东乡平八郎突袭旅顺口那样，先发制人，出奇制胜
。
　　华盛顿会议后十年，美国方面也已经意识到了日本的现实威胁，罗斯福总统的选择是“前出扎营
”，加强在太平洋地区的威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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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珠港，这个位于太平洋中北部夏威夷群岛的军事基地，逐步成为美国在整个太平洋上最重要的前进
堡垒。
珍珠港位于太平洋的心脏位置，距美国西海岸约3800公里，距日本约6000公里，距菲律宾约7000公里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港区水域面积约32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2公尺，可停泊大小舰艇500艘，各项设施完备，并有大型船坞
、修理工厂、潜艇洞库和海军油库。
从1939年起，美国海军将原驻本土西海岸的太平洋舰队主力调往珍珠港，使这里的常驻兵力达到水面
舰艇100艘（3艘航母、9艘战列舰、20艘巡洋舰、68艘驱逐舰以及大量辅助舰艇）、潜艇27艘、作战飞
机349架。
日本要推行“南进”，必须跨越这个麻烦的障碍。
　　甚至到了《华盛顿海军条约》签订以后很久，各国海军的主要作战圭臬仍然是主力军舰至上。
从这个角度看，日本海军只有8艘老式战列舰和2艘较新的“长门”级战列舰，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胜出
。
但是作为日本海军中“航空派”的领袖人物之一，山本五十六的思路是超常规的，他对战列舰在现代
战争中的作用表示根本的怀疑。
山本本人曾作为舰长指挥过“赤城”号航母，并且担任过一年时间的海军航空本部长，在日本海军航
空兵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早在“海军假日”时代，由于日本的主力军舰没有达到美国的七成吨位，山本就鼓吹建立“非对称优
势”，发展远程的基地航空兵。
他还力主组建集中的航空母舰舰载战斗机队，使用舰载机空袭敌方主力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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