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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已故著名记者和政治活动家松本重治晚年撰写的(《上海时代》，是他的几部回忆录中最为引人注
目的篇章。
这部蕴涵着回忆与反思双重意义的书著，记叙了上个世纪30年代，作者在上海从事新闻通讯事业和政
治外交活动的历历往事，再现了那个危疑震撼的年代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历史画卷。
它在政治上和文化、学术上的价值，自然是无可置疑。
在《上海时代》问世近30年之后，终于以中文全译本在上海首次面世，与中国读者见面；无论从哪方
面来说，这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事实上，日本的“汪精卫工作”一开始就是进行对华政治诱降的“谋略”活动。
实施该项谋略活动的实际担当者，最初登场的是：以“满铁”总裁松冈洋右为政治背景的西义显，以
首相近卫及其密友、同盟社社长岩永裕吉为政治背景的松本重治。
以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和新任内阁陆相板垣征四郎为背景的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中国班班长
今井武夫等人，则于稍后加入。
而“满铁”嘱托伊藤芳男为西义显的助手，参议院议员犬养健则是继松本重治而起，成为沟通与联络
首相近卫、内阁官房长官风见章和影佐祯昭之间的桥梁。
影佐和今井的参与，使该项谋略活动直接沟通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
这些人根据高层既定方针，通过中方的高宗武等人，向周佛海、汪精卫进行试探和交涉；以汪精卫取
代蒋介石之议，正是在这种试探和谈判中逐步确立，日本当局随即决定了“倒蒋立汪”的政策。
最后，诱降汪精卫集团的方案则由日本政府和军部最高当局批准定案。
汪精卫集团的叛国投敌，最后在南京成立汪伪汉奸政权，为日本对汪精卫的“和平工作”画上了一个
句号。
汪精卫终于跳进了日本“和平工作”的圈套，沦落为中国头号大汉奸，而在历史上留下永远的污名。
作者参与的这项“和平工作”究竟是什么性质，不是最清楚不过了吗！
《上海时代》中文全译本即将出版，笔者有幸通读译稿全文，也略有感悟。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
历史的经验教训必须正视，更值得牢记。
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反思历史，审视现实，展望未来，我们相信，上个世纪30年代让中国人民遭受浩
劫，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的历史决不会重演！
我们对中日关系的前景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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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时代》主要是一部政治和外交的回忆录，又兼具新闻工作回忆录的特色。
书中每每以浓墨重彩描写30年代许多大权在握的中方官僚、军阀、财阀、买办、报业巨头、学术名流
和著名记者，日本在华的少壮派军人、大陆浪人、陆海军长官，更多的则是活跃在外交战线上足智多
谋的资深官员、谈判高手、情报专家等等人物；有头有脸，更富有各色人物的思想、心态和性格。
从这方面说，这部书也可以说是一本人物略影录。
全书以叙述为主，夹叙夹议，于史事的回顾记述中倾诉了对历史的深沉的反思。
　　　　然而，《上海时代》对于中日关系史上若干重要史事的观点和判断，却与我们存在着原则性
的分歧，是我们所不能苟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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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松本重洽，日本侵华战争中内阁首相近卫文磨的“智囊”，一个超派阀的重量级人物，在风云激荡
的20世纪30年代，以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名义常驻中国，凭其特殊的身份和广泛的人脉，跻
身于国民党上层及世界各 大国驻华使团之间，成为中日关系舞台上最活跃的角色，也是参与对汪精卫
诱降活动的主要人物之一。
作为一部蕴涵着回忆与反思双重 意义的书著，本书以罕见的内情细节观照，再现了那个年代许多具有
重要意义的历史画卷，从而一直被列为中日关系史回顾与研究的最 重要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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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海时代》：回忆和反思1930年代的日本与中国——松本重治对华回忆录中译本序说序章1．留学以
前2．结识比尔德博士3．“这是中国”4．京都太平洋会议5．满洲问题上松冈和徐淑希的争斗6．多姿
多彩的各国代表7．东京政治经济研究所8．嘉治隆一的回忆9．长谷川如是闲老翁第一章 去上海1．困
难重重的上海太平洋会议2．代表年轻的一代3．结识徐新六、胡适4．路透通讯社的钱塞拉5．新渡户
先生和历史的无情6．进入联合通讯社7．岩永和古野的最佳搭档8．采访活动的三原则9．即将奔赴上
海10．非法无线发报的苦心11．最初半年的失利第二章 中国的知交1．为住所而奔波2．与叶楚伧的会
面3．与中国友人的交往4．蒋方震5．日中经济视察团6．浙江财阀诸巨头7．《大公报》的张季鸾和(
的董显光第三章 在沪的外国人1．知日家哥济库兄弟2．加入上海俱乐部3．与外国记者的交友4．各国
大使5．苏联驻华大使6．美国的良心与才智7．斯诺与拉铁摩尔第四章 满洲、华北之旅1．纳粹的兴起
与远东形势2．初访满洲与华北3．在新京会见小矶参谋长4．后藤新平的梦想与军靴5．何廉教授的友
情6．与张伯苓先生再次相见7．来自中国有识之士的消息8．福建人民政府事件的报道第五章 蒋、汪
合作政权1．日英海军联欢2．昭和九年年初感想3．汪精卫的对日外交阵容4．军事蒋介石、政务汪精
卫5．蒋、汪合作政权的形成6．汪精卫的“辞职”通电第六章 有吉外交的成果1．有吉明大使2．有吉
的外交风格3．“天羽声明”的灭火队4．水鸟外交5．藏本事件和有吉6．通车通邮问题的解决7．日中
关系正常化的气氛8．广田外相演说的反响9．汪精卫与有吉会谈和蒋介石与有吉会谈10．唐有壬和高
宗武11．蒋介石首次会见日本记者第七章 开展对日外交1．王宠惠访日2．王宠惠的外交手腕3．王宠
惠的三原则4．取缔抗日和抵制日货5．对日接近及其经济背景6．对日新政策及日本的反应7．有吉公
使的发怒8．公使馆升级9．何梅“协定”(梅津一何应钦“协定”)第八章 二元化的对华外交1．睦邻敦
交令之含意2．大使委任状递交仪式的明暗3．矶谷、土肥原两少将的中国观4．与汪精卫的初次会面5
．土肥原一秦德纯协定6．“闲话皇帝”事件7．汪的辞意及蒋的挽留8．与影佐祯昭的交友第九章 广
田三原则1．与情报部门之间的信赖合作关系2．华北事件后日中外交上的接触3．蒋大使提出中方的三
原则4．三大臣对中国政策的谅解事项5．对广田三原则的反对6．汪精卫遇刺7．处理接连不断的抗日
暴力事件第十章 华北自治工作1．币制改革和李兹·罗斯2．华北问题的核心3．滦州事件和国民政府
的低姿态4．驻华日军的强硬反对5．有吉与蒋介石之重要会见6．有吉大使申述意见7．冀东防共自治
委员会和冀察政务委员会8．有吉大使终于离去第十一章 昭和十一年的新局面1．亲日派总动员的国民
政府2．从“联合”到“同盟”3．中国视察记者团的现场报道4．华北的现状5．华北的实权人物6．西
南派的三巨头7．矶谷武官和蒋介石的重要会见8．李兹·罗斯和矶谷少将的交往第十二章 “二二六”
事件的影响1．回总部出差以及父亲去世2．“二二六”事件3．“同盟”的最先报道4．事件后军部对
政治的干预5．有田、张群的连日单独会谈6．天津增兵的反响第十三章 调整邦交的基本国策1．川越
新任大使其人2．川越大使的赴任以及萱生事件3．国民党二中全会的对日方针4．蒋介石解决西南问
题5．《第二次北支那问题处理纲要》6．连续发生的抗日暴力活动第十四章 日中外交谈判之搁浅1．
须磨、张群准备会议2．致川越大使的训令中的问题点3．中止谈判的背景和经过4．第三次会谈中谈判
决裂5．抗日暴力活动和在华日侨的反应第十五章 蒋介石和川越的会谈1．“出云”号水兵事件的冲
击2．会谈中断后中国的动向3．拙劣的第二次训令4．派遣亚洲局局长和中国报纸的联名宣言5．蒋介
石与川越大使的会见6．鲁迅之死和内山完造7．鲁迅和长与善郎的相识第十六章 日趋高涨的抗日运
动1．国民党内部的对日强硬论2．促进华北中央化的杭州会议3．西安军事会议和连续发生的抗日暴力
事件4．太原会议和洛阳会议5．因绥远事件而激变的对日心理6．救国会七君子的被捕7．川越、张群
会谈的落幕8．黄郛的去世第十七章 抢先报道“西安事变”1．蒋介石统一全国的最后阶段2．与张季
鸾交流意见3．乔辅三的电话“蒋介石被监禁”4．独家新闻5．协助《纽约时报》6．蒋介石的安危7．
军令部特使团的来访8．同盟上海支社的大错误9．欢迎蒋介石返回的热烈场面10．西安事件是兵谏第
十八章 作为兵谏的西安事变1．西安事变杂考2．张学良赌蒋介石3．蒋介石对张学良的态度4．不寻常
的军事会议和蒋的烦恼5．蒋在监禁时的态度6．蒋与张的对决7．蒋方震与周恩来的活动8．蒋、张、
周三者的谅解第十九章 决定命运的半年1．从西北问题到华北问题2．须磨总领事回日本和汪精卫回
国3．三中全会的大会“宣言”4．“根绝赤祸决议”的表里5．浜田国松的反军演说和军部的反击6．
佐藤外相上任和“经济访华视察团”7．痛感华北形势紧张8．与驻军桥本参谋长见面第二十章 卢沟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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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爆发1．顺路去济南和青岛2．庐山上异常的动静3．川越大使的决断4．卢沟桥畔的枪声5．松井机
关长会见秦德纯6．当地日中两军互不信任7．桥本参谋长的苦斗8．松井、张自忠签订停战协议9．内
阁会议决定出兵10．东亚局长石射的努力第二十一章 踏上不归路1．与裴复恒谈时局2．扩大派和不扩
大派之间的斗争3．若到最后关头4．桥本参谋长再次建议中止出兵5．近卫、蒋介石直接谈判的计划6
．走向不归路第二十二章 和平努力的失败1．蒋、汪之真意，“最后关头”的演说2．阻止全面战争的
最后的努力3．川越大使“神秘”行动的真相4．船津、高以及川越、高会谈5．要我“撤退”的命令6
．第三舰队增援下开战7．中国空军对租界的盲目轰炸8．狙击英国大使许阁森事件的背景第二十三章 
战线大与和平之努力1．许阁森遇难后之交涉2．上海的战斗与同盟分社3．对松井司令官谈感想4．“
是和平，还是扩大战线”5．同徐新六的星期五会谈6．贾科诺神父的构想——成功建立难民区7．战祸
中的绿洲8．没有意义地去占领南京第二十四章 在日中和平工作的漩涡中1．松井最高指挥官的训诫2
．“南京大屠杀”事件3．“进入事变第二阶段”4．董道宁赴日5．与高宗武谈和平6．董道宁访日归
来7．香港旅途中和冯维罡的谈话8．浅水湾旅馆中的会谈9．古野先生来上海10．再次香港之行与巧遇
杨云竹11．在香港与高宗武会谈12．外白渡桥的小喜剧13．东京、上海、香港14．同梅思平的五次会
谈15．近卫声明中没有“撤兵”两字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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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的上海时代(1932年底至1938年底)整整六年。
在回忆上海时代的时候，首先第一个感觉是，这六年是我人生的一个亮点。
不仅是一个亮点，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以后的人生。
我所经历的这一时代，正是当时中国历史、日本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动荡不安的时代，发生了西安事
变以及其他各种事件。
在这六年中所接触到的，和亲聆教诲的前辈友人也为数不少。
当我作为“联合通讯”(完整地说应该是“社团法人新闻联合社”)上海支局长去上海赴任时，只是一
介普通的新闻记者，突然被卷入了各种重大事件中，不分朝夕地处理每一个突发事件的新闻或流言。
在这过程中逐渐开阔眼界，学会了把握审视复杂动荡的形势。
当然，作为一个日本记者，我对于形势的理解是有限的，我的回忆也并不是学术性的总结。
但是，在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不充分的情况下，我的回忆也许能成为研究的资料，这种想法在我脑中
浮现过好几次。
同时，也担心虽然是实际经历过那段历史，但个人的记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忘。
中央公论社在几年前热心地鼓励我出版回忆录。
但我觉得写自己的事太狂妄自大，而且还有可能得罪一些人，所以几度犹豫。
可连我的畏友冈毅武也再三来劝我，说“写回忆录是你的责任，也是义务。
不管什么事都放下，先把回忆录写出来”。
我不觉得我的回忆的价值像冈君所说的那样，但国内外友人都劝我把它写出来。
我还是很难决定，但想到能够叙说良师益友的事情，而且如果能把我在当地感受到的当时的情景从我
的视点来描述，或许能提供一些参考，终于决定执笔书写。
这里我想介绍一下我作为记者在去上海以前的经历。
在这里叙述我个人的私事很感到惶恐，但是我必须讲述一下把我派往上海的岩永裕吉的事，同时还有
我和岩永裕吉相识的京都太平洋会议，以及带我们去京都太平洋会议的恩师、美国研究学者高木八尺
先生。
还要叙说把高木先生介绍给我的黑木三次。
我在美国留学期间，我的父亲松藏教导我尽量和中国留学生交朋友，比尔德博士告诉我中国问题是日
美关系的核心，蜡山政道教我国际政治，嘉治隆一鼓励我写时政评论，这些我都必须涉及。
去上海的经历写得稍微长了一些，但这些都是在我的人生中给了我很大影响的前辈，因此这既是我去
上海前的经历，也是我整个回忆录的前期经历。
1．留学以前我考进东京帝国大学是1920年(大正五年)9月，毕业是在1923年3月，大学的讲义中最感兴
趣的是末弘严太郎先生的民法，和高柳贤三先生用英语讲授的法哲学史(当时不叫法哲学，叫法理学)
。
毕业的时候，刚开始读英语的《资本论》，只觉得正义感受到刺激，并没有意识到其中提出的尖锐问
题。
当时的想法只是不去贪图官禄，也不想去银行大公司，把自由职业或自由作家当作自己将来的方向。
我希望能当上律师，或新闻记者，或者大学讲师，为此我要求父亲让我继续读书，进了研究生院。
要成为研究生院的研究生，在形式上必须确定专攻科目和指导教授。
我决定专攻法理学，当时法理学专业有笕克彦和穗积重远两位教授，在当时这个专业被称作竞争科目
。
笕先生著有《西洋哲理》和《佛教哲理》两本大部卷著作，在本科生时期也听过笕先生讲课，但是我
不想搞神道之类的，虽说指导教师只是一个形式，我还是请穗积先生指导。
当时研究生的生活很自由，没有请穗积先生指教过，甚至研究生期间一次也没见过他。
几年后我成为东京大学的助教，我对穗积先生说：“那时我真是太失礼了。
”穗积先生却说：“没关系。
”末弘先生比较熟悉，在本科生的时候，有时晚上和同学一起到他家，听他谈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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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上研究生以后，一次在法学部研究室前正好碰到末弘先生，我向他致意，末弘先生说：“法学部研
究室给你另加桌椅，以后就在这里学习吧。
”其实不是一个房间，而是像过道一样的地方放上了桌椅，以后我就每天在这里读书。
记得当时读了《资本论》，还有恩格斯、河上肇的著作，也读了佐野学的《俄国经济史》等。
那时，教授们都去山上御殿，那里有一家名叫“钵木”的西式餐厅，在那里吃饭。
副教授和助教都在法学部研究室的一个大房间里吃自己带的盒饭。
末弘先生对我说：“你虽然没有资格，但我已经和各位先生说好了，就一起吃午饭吧。
蜡山政道、我妻荣、木村龟二、平野义太郎他们都在，都是读书很用功的人，一起吃饭对你的研究有
帮助。
”于是我就忝列这些学者之后，每天中午和副教授、助教一起吃饭。
然而，副教授和助教们谁都没有时间和我这个新来的研究生慢慢地说话，都伏在自己的大书桌上，书
桌的前面和两边都堆满了书，大家都埋头啃书。
吃饭最快的是蜡山政道，不到十分钟就吃好了，接着马上又开始继续看书。
吃饭时副教授和助教偶尔稍微交谈几句，这时我就竖起耳朵听，不漏过只言片语。
不管怎么说，在放暑假前的四个月是非常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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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完成本书译校之际，有几个问题在此作一简要说明。
本书是根据日本中央公论社《中公文库》1989年5月版翻译的。
松本重治的《上海时代》，最初是在中央公论社出版的杂志《历史与人物》上分期连载，后经过修订
分三卷出版。
由于事隔久远，资料不足，书中的记述难免有所差错，作者在后来版本中陆续作了更正。
因此，前后版本内容不尽相同。
我们选择的是在作者去世后不久发行的最后版本，应该是最完整的。
由于本书的部分内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被译成中文，并被学界所引用。
可能有细心的读者会发现本书的记述同以前略有不同，故在此作一说明。
本书中引用了不少中文资料，译文理应以中文版本为准。
但我们在校核时发现，有些引文与中文本出入较大。
原因是作者的引文全部是从当时的日文报刊中转引的，而当时日本记者是根据新闻报道的需要而摘译
的。
为保持历史记录的真实性，我们仍根据原文直译，未加删改。
作者早年留学美国，有很好的英语基础，中文是来到上海后自学的，只能说略懂一二。
因此，作者经常与西方人打交道，书中涉及到不少欧美人名、地名。
对于人名，大部分按照当时的习惯译法翻译，地名则根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及相关辞书翻译。
但是也有少量人名、地名，不见于史料记载，且原稿只有日语音译，未附原文，难以核查，所以暂用
音译方式译出，敬请读者予以谅解。
本书得以翻译出版，是集体合作的成果。
首先是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站在21世纪学术研究的新高度，与作者的后人达成版权转让协
议，使本书中译本能够在中国出版发行；其次是著名历史学家余子道教授，对本书的史料价值和存在
问题，作了详尽的分析，并亲自为之作序，为本书中译本的出版和参考利用，起了引路开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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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时代》追述二战时期日本首相近卫“私人驻华代表”，以其特殊身份和广泛人脉，深深介入中
日关系的内幕⋯⋯，披露大量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被公认为战后日本最有分量的回忆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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