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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就在美利坚合众国次贷证券信用下跌导致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2008年10月，日本航空自卫队最高长
官——航空幕僚长田母神俊雄撰写的论文获得了民间企业举办的悬赏论文的最优秀奖，这一事件曝光
之后，舆论大哗。
该论文的内容是，将日本在伪满洲国、朝鲜半岛实行的殖民统治正当化，并对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
现行宪法提出质疑。
关于日中战争，该论文认为，“中国政府说‘日本侵略了中国’，其实是蒋介石把日本拖进了这场战
争，日本才是受害者。
”关于伪满洲国、朝鲜半岛，该论文认为，正是由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当地人民才得以从暴政中解
放出来，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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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后60年来，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各国人民造成的
深重灾难，对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和法西斯势力策划战争和推动战争的状况，已经进行了很多揭露和
批判。
但遗憾的是，对于包括文学家在内的日本国内支持战争的民众势力，却没有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
这种状况亟需改变。
本书的工作，就是改变这种状况的努力之一。
    本书的目的在于，揭示日本文学家在战时体制下全面或部分地协助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的
事实，促使人们对于目前日本国内潜在的军国主义势力和极少数猖獗的右翼势力保持警惕。
本书对于战时体制下文学家这一群体的战争协力行为持批判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本书一味地纠缠
文学家的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
本书的终极目的在于，深刻反思历史，以史为鉴，反对战争，捍卫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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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胡连成，1962年生。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华侨大学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近现代中日关系史、近现代日本文学史。

    1999年7月～2000年7月，任日本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2003年7月～2004年7月，任日本国际交流基金
特别研究员兼东京大学客座研究员。

    已出版专著：《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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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这篇小说描写了武汉作战——自1938年6月溯江开始至10月武汉陷落——的全过程。
在这篇小说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作者深恐《活着的士兵》所引发的笔祸重演的紧张情绪。
叙述是客观的，作者决不在作品中抛头露面，对于身处最前线的步兵部队和陆战队的描写是简略的，
却对那些全力支援第一线部队、“躲在捷报后面静静地自我满足的不显眼的部队”，花费大气力去描
写。
这些部队是兵站部队、船舶工兵、扫雷艇、卫生队、医师、宪兵、兵马厂部队、军马运输兵、运输船
员等。
对于“皇军已经拿下德安，敌人失算，已经溃走西方。
”这样的新闻，有时候也予以批评，说他们“夸大其词”了，实际战斗并不是这样轻而易举。
小说还描写了几个场面：几个战友还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而炮兵却接到命令，要他们炮击这个包
围圈；为了便于作战而必须冲人敌人重重包围之中的部队；与占领武汉无缘的部队和伤兵；拼命追赶
自己队伍的一等兵，等等。
作品揭示了隐藏在武汉作战背后的阵亡、忍耐、悲哀和绝望等，矢野贯一在《近代战争文学事典》中
指出：“可以说，这篇作品随处都有危险的描写，其程度甚至超过了《活着的士兵》。
”由于充分汲取了上一次的教训，这次在写作方法上进行了“改进”，尽力“避开个人描写，而观察
总体状况。
”于是，这篇小说只被删去了一些字句，没有背上“笔祸”，这对于倒霉的石川达三来说，实在是一
件幸运的事情。
《活着的士兵》（1987年中译本）的译者钟庆安和欧希林在“译者的话”中说：“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后半期，日本反动政府对外扩大侵略战争，对内推行高压政策。
文学界出现了‘御用文学’和‘纯粹文学’。
石川先生逆流而上，在‘御用文学’和‘纯粹文学’之间，发现了区别于二者的新文学领域，在日本
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译者最后“激动和兴奋”地说：“作为一名中国读者，当您读完这部著作之后，您不会对石川达三
先生肃然起敬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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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昭和史的证言:战时体制下的日本文学》是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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