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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日本帝国的衰亡》是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所写的一部以战争为题材的长篇历史纪实著作。
作者在书中描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帝国主义于1936—1945年间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遥相呼应，
在东部开辟侵略战场，横行亚洲，侵略中国，蹂躏东南亚各国人民，发动太平洋战争，偷袭珍珠港，
直至最后被迫求和投降的历程。
书中史料极为丰富，有许多材料系出自当时美日两国的战时档案，也有不少史料是一些原为日本天皇
的公卿贵族、重要军政头目和参战当事人提供的。
作者根据史实，生动地描绘了一幕幕侵略战争的残酷场面，揭露了战争给受害国人民和日本民族所带
来的巨人灾难，以及日本战犯制造战争的内幕。
原著于1970年10月在美国出版后，即成了一本畅销书，并夺得了1971年度的普利策新闻奖，仅在得奖
当年就再版三次，在西方广大读者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该著对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特别是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史有一定价值，堪称《第三帝国的
兴亡》的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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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美】约翰·托兰
1912年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一个传统的基督教家庭。
青年时代的托兰没有想过会成为历史学家，他那时的梦想是成为百老汇的剧作家。
大学里，托兰学的就是戏剧创作。
大学毕业后，他背起行囊走遍了美国。
42岁以前，他是个事业上不成功的剧作家、官场里得不到赏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帝国的衰亡（上下册）>>

书籍目录

（上册）
　前言
　第一部　战争的根源
　　第一章 “下克上”
　　第二章　挺进卢沟桥
　　第三章 “那么，这将是背水一战”
　第二部　乌云压顶
　　第四章 “还原到白纸上去”
　　第五章　致命的照会
　　第六章 z作战计划
　　第七章 “战争的爆发时间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要来得快”
　第三部万岁
　　第八章 “视死如归”
　　第九章 “我们前面的艰难岁月”
　　第十章 飘渺的希望难逃的失败
　　第十一章　“对他们发慈悲就是延长战争”
　　第十二章　“扪心无愧”
　　第十三章　转折
　第四部死亡之岛
　　第十四章 小本经营行动
　　第十五章　绿色地狱
　　第十六章 “本人罪该万死”
　　第十七章　结局
（下册）
第五部　调兵遣将
　　第十八章 鼠辈与好汉
　　第十九章 向马里亚纳群岛跃进
　　第二十章 “七生报国”
第六部　决战
　　第二十一章 “谁也别心慈手软”
　　第二十二章 莱特湾之战
　　第二十三章 “断颈岭”之战
　　第二十四章　溃败
　第七部　苦尽甘来
　　第二十五章 “绝好机会”
　　第二十六章 火刚熄灭的地狱
　　第二十七章　江户之花
　　第二十八章　最后一次出击
　　第二十九章　铁台风
　　第三十章 散兵游勇
第八部 “一亿玉碎”
　　第三十一章　寻求和平
　　第三十二章 “那是不用你操心的决定”
　　第三十三章　广岛
　　第三十四章 ⋯⋯以及长崎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本帝国的衰亡（上下册）>>

　　第三十五章 “忍不住也得忍”
　　第三十六章　宫廷叛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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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下克上”：11936年2月25日下午，东京上空彤云密布，预兆不祥，大雪已经厚厚地覆盖了
全市，而且看样子还要下。
前三个晚上已下了一英尺多，是五十四年不遇的大雪，交通受阻，陷于混乱，有的剧院不得不改为临
时旅馆供回不了家的观众借宿。
东京尽管披上了银装，可是看上去几乎仍然是既有西方色彩又有东方色彩。
日本已经甩掉它过去的很多封建的东西，成了亚洲一个最先进最西方化的国家。
离传统瓦顶的皇宫几百码的地方，一座四层钢筋水泥结构的新式建筑是处理宫廷事务和天皇办公的宫
内省大厦。
围绕皇宫的古老石墙和护城河外，同样是东西合璧：帝国剧场和第一生命大厦等一长排新式建筑犹如
芝加哥的完全是西方式的高楼大厦，而仅仅相隔几个街区，就是狭窄的卵石小街，一排排艺妓馆、寿
司铺以及和服店，鳞次栉比，还有房子摇摇欲坠的各种小商店，它们门上挂着随风扑动的暖帘和五颜
六色的灯笼，即使在这样的阴天，也显出一派欢乐气氛。
紧近皇宫一座小山上的是尚’未竣工的国会大厦，这座大楼主要是用冲绳运来的石块建造的，好像是
仿埃及的式样。
在这座威严的大厦的后面，是一幢幢政府首脑的宽敞官邸。
其中最大的是首相官邸，这座官邸由两幢楼房组成，办公部分是早期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风格的西
式建筑，起居部分是日本式的，墙薄如纸的滑动门，地板上铺榻榻米。
但是，外表宁静的东京却酝酿着一场骚动，一场即将冲向大雪覆盖的街头的激烈骚动。
皇宫外侧一端是第一（玉）师团的兵营。
该兵营由于陆军省一名少佐告密说他们要发起武装叛乱而引起了当局对他们的注意。
告密者说，他从某一青年军官那里获悉，一批激进分子计划于该日刺杀天皇的若干名顾问。
嫌疑分子已受到监视，还给政界要员派了应付紧急情况的保镖。
首相官邸的门窗都用钢筋和铁条加固，安上了直通警视厅的警报器。
可是宪兵队和警方觉得他们满可以从容对付局势。
一小撮叛乱分子不管有多么强烈的动机，毕竟翻不起大浪。
此时他们对情报所说即将发生叛乱的可靠性如何正半信半疑。
这一天眼看就要结束。
 他们这种安然自得的态度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负责守卫皇宫的精锐部队中的造反情绪非常强烈。
他们的傲慢不逊极为明显，因此已下令于数日内把他们调往满洲。
他们露骨地蔑视当局，以致有一支部队竞以演习为名，集体跑到东京警视厅门前去撒尿。
这些不服管束的官兵中另有一千四百人正在谋划揭竿而起，准备于次日拂晓前分头袭击东京六个目标
，包括警视厅和若干政府官员的住宅。
在为这些袭击进行复杂的准备工作的同时，寻欢作乐的人们却在渐渐黑下来的大街小巷上闲逛寻找消
遣。
银座——即东京的百老汇第五大街——已经挤满了熙熙攘攘的人群。
对日本青年说来，这儿早已成了外部世界的浪漫象征，是霓虹灯、妇女装饰品商店、咖啡馆、美国和
欧洲电影、西式舞厅和餐馆组成的仙境。
距这里不远的赤坂区（那里的男女普遍穿和服），古色古香的日本也期待着一个欢乐的夜晚。
那些脸上涂脂抹粉，身穿五光十色舞服的艺妓，好像是来自古代的不速之客，坐在人力车上沿着柳树
成行的蜿蜒的街道穿梭。
这里的灯火比较昏暗。
警察提着的日本传统的红灯笼，散射出柔和的令人思乡的光芒，宛如一幅迷人的木刻变得栩栩如生似
的。
这些叛乱者的动机并不是出于个人野心。
如同在他们以前的六批人一样——那六批人都失败了——他们企图用暴力和暗杀手段去纠正日本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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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公正。
日本的传统使这些罪恶行径合法化，日本人给这种行为起了一个专门名词——“下克上”（gekckujo
）。
这个词最初是在15世纪使用的，那时，各级地方到处发生叛乱，地方豪族拒不服从将军⋯，而将军又
不服从天皇。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制制度在欧洲瓦解，接着出现民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潮流。
这在日本青年人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要求变革的呼声甚嚣尘上。
政党相继出现；1924年开始实施成人普选法。
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得太突然了。
在日本，视政治为赌博或摇钱树者大有人在，已揭露出一系列丑闻，如松岛红灯区丑闻、铁路丑闻、
朝鲜丑闻等。
对贪污贿赂的告发，使国会大楼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伴随日本西方化而来的人口爆炸性增长更加深了混乱。
本州、四国、九州和北海道（日本四大岛，加起来几乎不到加利福尼亚州的面积）就有八千万人拥挤
在一起。
国民经济无法承担每年增加约一百万的人口。
农民由于产品价格暴跌而处于饥饿的边缘，他们开始组织日本历史上的第一次抗议。
成千上万的城市工人失去工作，不得不风餐露宿于街头。
左翼政党和工会组织纷纷应运而生。
然而，这些运动却遭到各国粹主义者组织的抵制。
这种组织最著名的领导人就是北一辉。
北一辉既是个国粹主义者，又是一个炽烈的革命者，他把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结合到一起。
他那论改革的册子《国家改造法案大纲》不但受到激进派的推崇，连天皇的崇拜者也如获至宝。
北一辉的言论吸引了所有渴望改革的人。
北一辉写道：“日本正在仿效西方国家的毁灭性榜样。
那些拥有金融、政治、军事权力的人们在皇权的庇护下，都在维护自身的不正义权益⋯⋯。
“没有我们的保护和领导，印度和中国的七亿兄弟绝不能取得独立。
“东方和西方的历史，不外乎是各封建国家经过一个时代的内战后取得统一的记录。
唯一可能的国际和平就是经过这个时代的国际战争后取得的封建式和平。
这种和平将由于出现一个可以统治世界各国的最强大国家而实现。
”他号召大家去“清除天皇与国民之间的障碍”，就是说，取消内阁和国会。
只有一家之长才能有选举权，任何人都不得积聚超过一百万日元的财产（约合当时五十万美元）。
重要的工业应收归国有，建立专制独裁制度，女人的活动只能限制在家庭圈子内，以“发扬日本古老
的花道和茶道”。
千百万易受影响的、富于理想的年轻人，对政界、财界的腐败以及家中的贫困，本来已深恶痛绝，无
怪乎他们一下子就给迷住了。
他们能够与这些罪恶势力和共产主义进行战斗，使东方从西方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并使日本成为世界各
国的领导者。
 在西方，这样的年轻人本来能够加入工会或当政治鼓动家以找出路。
但是，在日本，很多年轻人，特别是出身于小地主或小商人家庭的青年，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在陆军或
海军里当军官。
一旦入伍，他们从士兵的口中更深刻地了解到贫困的情况。
这些士兵，每当收到家信，都会失声痛哭——由于儿子远离，全家正处于饥饿边缘。
青年军官认为责任在他们的上级、政治家以及宫廷官员。
他们加入秘密组织，其中有些秘密组织号召采取直接行动和暗杀（如“天剑党”），有的则主张对外
实行领土扩张，对内则实行改革（如“樱花会”）。
1928年，这种骚动已到了白热化程度，但是靠了两位在军方范围内活动的非凡人物才把酝酿已久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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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付诸实施。
一位是石原莞尔中佐，另一位是坂垣征四郎大佐。
前者有才华、脑子快、浮夸、主意多；后者沉着冷静，善于思考，又富有组织才能。
两人搭配在一起是最完美不过的。
只要石原想得到，坂垣便做得到。
两人都是关东军参谋军官。
这支军队于1905年，为了保护日本的利益，被派到面积比加利福尼亚、俄勒冈和华盛顿三州的总和还
大的荒凉的满洲。
这两个军官认为，要解决日本的贫困只能在中国的满洲找出路，可以把荒无人烟的满洲变为文明的、
繁荣昌盛的地区，既可减少国内的失业，还能给人口过多的本土找到出路一在本土，三分之二以上的
农场占地不到二又四分之一英亩。
满洲还能为日本保持其工业国地位提供它极端需要的有保证的原料来源和成品市场。
但是，石原和坂垣认为，除非日本完全控制满洲，否则这一切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时的满洲还在中国军阀张作霖大帅的统治下，但统治很松散，日本那时也只有在铁路沿线驻扎军队
的权力，并从事采矿、农业和商业活动。
几百年来，为争夺中国北部这一大块土地，斗争从未间断。
中国曾占领了满洲和朝鲜，苏联人则占领了从白令海峡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西伯利亚沿海地带即滨海
边疆区。
许多世纪以来，日本闭关锁国，直到1853年以前，从未参与争夺这块土地。
那一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斯·佩里率舰驶入江户（东京）湾，用火炮迫使还处在中古时代状态的日
本接受现代生活。
日本人选择接受了这一强迫。
他们不辞劳苦地抄袭大规模生产的最新技术，甚至增加了创新的做法，例如，纺织女工穿旱冰鞋以便
多操作一些纱锭。
他们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海军，并开始模仿欧洲的武力外交，派出讨伐性的远征军。
不到几十年，日本便控制了朝鲜的大部分地区，并于1894年为了朝鲜同中国打一仗。
日本轻而易举地打了胜仗，还获得台湾、满洲南端和辽东半岛及其两个重要军港旅顺和大连。
俄、德、法三国眼看突然闯进一个国家把它们的“中国西瓜”夺走一块，惊恐之下便联合起来迫使日
本放弃它用武力取得的这个半岛。
苏联后来独占了辽东半岛，但不到十年就丢了。
1904年，日本感到民族自豪被损，对沙皇进行了反击——沙俄帝国陆地面积占地球的六分之一——而
且使全世界感到震惊的是，日本连战皆捷。
于是日本又得到旅顺和大连。
日本还获得曾是苏联的在南满建筑的所有铁路。
如果不是想要欧洲人承认日本是帝国主义大家庭中受人尊敬的一员，日本本来是可以一鼓而占领整个
满洲的。
之后，日本在这个盗匪横行、人烟稀少的地区，投下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在铁路沿线建立起了法律
与秩序，使成千上万的日本、中国和朝鲜商人以及定居者如洪水般地涌进了这个地区。
正是这种情况启发了石原和坂垣设想建立一个摆脱中国军阀统治者的满洲。
石原设想使满洲成为一个自治州，一个各民族——日本人、中国人、满洲人、朝鲜人和白俄——共居
的庇护所。
在这个地方将实现真正的民主作为对苏俄的一个缓冲地带 。
所有这一切都要通过关东军来实现，东京是同意的。
但无论是天皇还是陆军省都拒绝批准这样一个似乎是伪装的侵略计划。
石原和坂垣及其追随者没有因此而畏缩不前，他们决定自己采取行动——来次“下克上”。
第一步先把年迈的中国军阀张大帅干掉。
1928年6月4日，一名关东军参谋指挥工兵团的人炸毁了张作霖的专列，张因伤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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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石原和坂垣不顾东京的一系列警告，继续操纵关东军，好像这支军队是他们的私家军队似的。
1931年夏，他们准备使出最后一着棋，秘密集结军队用武力从中国手中夺取满洲。
外相得悉这个传说后，连忙劝陆相从东京派一名军官前往满洲把关东军控制住。
选派去的军官是仑少将，于1931年9月18日晚到达沈阳。
此时，在离城只不过几英里的靠近中国军队第七旅兵营的南满铁路线上，刚埋下一大包炸药。
爆炸将成为派兵占领沈阳以“维持秩序”的借口。
坂垣大佐轻易地把那位将军弄到一家日本旅店“菊文”去和艺妓们过夜。
当晚十时左右，炸药爆炸，但破坏程度微乎其微，不到几分钟，一列南行列车便安全地通过了被炸地
段。
一位日本领事馆官员想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中国人，但是一位关东军少佐拔出指挥刀威胁，不准他讲。
十时三十分，日本开始向中国兵营射击，其他部队则从四面八方向沈阳城围拢。
而在菊文旅店的那位将军早已烂醉如泥，根本没听见枪声。
就是听见了，也无所谓。
他对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是同意的。
次晨，沈阳已落入日本人之手，不仅全世界，就连东京本身，都感到狼狈。
应内阁的请求，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限制其敌对行动扩大。
这伙个人主义者根本不顾命令，继续向满洲其余地区挺进。
这实在是一次大规模的“下克上”。
在东京，樱花会的成员已经在秘密策划政变，以便与满洲的造反行动遥相呼应。
他们的首要目的是要在国内实行激进的改革。
这些改革，加坂垣曾写道：“从日本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满洲无疑是重要的。
从无产阶级的观点来看，由于这种观点要求平均财产，在自然资源贫乏的日本本土，不可能找到一个
根本解决的办法以确保人人都能生存。
”上对满洲的征服，将使日本成为崭新的国家。
参与这个阴谋计划（“锦旗革命”）的有一百二十名军官以及他们的部队，还有煽动叛乱的北一辉的
追随者。
叛乱者计划首先杀害政府以及朝廷权贵，然后在皇宫前集合集体切腹，以此表示向天皇请罪。
但是，参与政变的派系太多，意见纷纭，有人便去告密。
至于告密者是由于内讧还是为了金钱，不得而知，但政变策划者却于1931年10月17日遭到逮捕，为首
者被叛处禁闭二十天，助手则为十天。
其余同伙只受到责备而已。
还是老规矩：对任何实际上已经采取或计划采取暴力行为者，如果是为了国家荣誉，都应特赦。
当晚，陆相致电关东军，软弱无力地责备道：1．尔后关东军不得再进行诸如独立于皇军而夺占满蒙
之新计划。
2．总的局势正按陆军意图发展，贵军可完全放心。
似乎还嫌不够，陆军次官又加了如下一段抚慰的话：为解决目前困难，我们一直团结一致，竭诚努力
⋯⋯请相信我们的热情，谨慎行事⋯⋯防止类似宣布关东军独立的鲁莽之举，以待时局转为有利于我
。
关东军的将领们不但没有满足，反而愤怒地否认关东军有另谋独立之举。
他们只承认关东军“行动曾有过于积极和武断之倾向”宣称那是“为祖国着想”。
这次流产的“锦旗革命”还是达到了其目的之一：在后来的几年里确保了满洲冒险的成功。
这件事使许多日本人深信，政界与财界确实腐败，理应支持军方带头的改革。
与此同时，却也产生了一个恶果，那就是改革运动中两翼开始分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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