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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世界五大畅销书作者之一、已故美国作家欧文·华莱士的遗作《见证罪恶——日本的“我的奋
斗”》昨天由济南出版社推出。
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该书首次以中文形式出版。
    1940年，时年24岁的华莱士，作为美国《自由》杂志的驻远东记者，在日本和中国被占领土上海、
南京等地实地进行调查和访问，他将所得的第一手材料和观察，客观真实地记录下来，于1941年完成
这本纪实报道文体的书稿。
初稿完成后的第二天，发生了珍珠港事件。
他将书稿于1942年整理好，但因美国忙于参战，书稿由此搁置下来，一搁置就是60多年，一直未予发
表。
    《见证罪恶——日本的“我的奋斗”》是该书首次面世，该书的翻译工作由拥有华莱士作品独家翻
译权和专有出版权的作家、翻译家王金铃先生完成。
    在这本书中，华莱士用了近一半的内容记录了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呈奏的对外扩张计划
的秘密奏折，即《田中奏折》。
华莱士称其为日本版的法西斯纲领《我的奋斗》。
    《奏折》详细列出了日本企图征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实施方案。
《奏折》后被泄露，被译成中、英文散发，日本政府动员一切力量否认。
华莱士为了证实日本的虚假，将《奏折》内容全部录入本书，并对照日本所说的《奏折》与事实有出
入的主要事例进行调查和核实，结果证明，日本不仅不折不扣地完全履行了《奏折》中的计划，而且
大大超出了它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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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一  剖析田中二  奏折暴露光天之下三  最后机会四  《田中奏折》（一）五  《田中奏折》（二）六 
《田中奏折》（三）七  从沈阳到珍珠港八  铁路、鸦片及预言九  东条与头山满十  近卫与松冈十一  七
千万个战争实验品十二  日本精神十三  日本海军神话译后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见证罪恶>>

章节摘录

书摘一  剖析田中    1927年7月25日上午，日本帝国实际上已向美利坚合众国宣战。
当时的美国自然不会相信，直至1941年12月7日上午[1]，美国才相信这是真的。
    这份令人惊奇而又详细的对美宣战书，成文于15年前的东京，13年前披露于沈阳。
该战书将美国视为日本在本世纪最终在物质和经济上主宰全球道路上的一个障碍。
后来，此事被认为是毫无可能的异想天开而被搁置起来。
    然而事实上，这一征服世界的秘密蓝图，日本已经或正在逐页逐字地执行着。
    这个密件便是众所周知的《田中奏折》。
    它是日本的《我的奋斗》。
    1927年六七月间，日本首相、64岁的男爵将军田中义一——一个才智平庸，但却骄横跋扈、腐化堕
落的家伙，发出一道特别命令，将那些或公开或秘密地在满蒙工作的日本重要文武官员召至东京，召
开了一次重要会议。
    奉命而至的代表人数不多，都是亲信。
他们聚会东京，正式名日“远东会议”。
《朝日新闻》及《日日新闻》的记者询及会情，田中首相严肃地告知他们，“会议纯属国务，其议程
不可能公诸于世”。
    然而，此时传闻充斥东京，说田中首相在秘密会议上，将与他的扩张主义的智囊团一起，探讨日本
在满洲改善地位以及对中国采取更为“积极”的政策的具体可能性。
    “远东会议”结束几天后，确切说是在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首相向新天皇裕仁呈交了一份冗长
的秘密文件。
    密件的文辞极具爆炸性，两年后以《田中奏折》之名披露于世。
从此，这个《奏折》便成了奏请日本神圣天皇实施的日本图谋统治世界的详细的军事思想。
    《奏折》的开篇有一特别的段落，写道：    “日本如不采取铁血政策，则不能解除其在东亚之困境
。
然奉行此策，则非面对美国。
而美国因中国以毒攻毒之政策，背我而去。
审视未来，我欲控制中国，则必先击溃美国，亦如往时日本不得不对俄作战也。
但为征服中国故，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
如我此着能胜，则其馀亚洲诸国，必惧我而降服也⋯⋯此为明治天皇之遗策，其成功若何，实为日本
之生存所系焉。
”    《田中奏折》上呈天皇之前，初稿已被复制，偷出日本，带到中国。
1929年，美国官员获悉《奏折》内容。
1931年，《奏折》全球皆知。
    日本立即通过新闻界名流撰文并在国际联盟会议的每个场合，大声而有效地宣称，《奏折》为伪造
品，是“对日本国的诽谤”。
各地对日本的侵略日程的真实性进行争辩，有的怀疑，有的摒弃。
因为，尽管时处萧条的年代，但民主尚能盛行，和平还是美好的。
日本乃一介小邦，绝无大害之为。
，毕竟，田中党的接班人犬养津与志首相在1932年令人难以置疑地公开申明：    “《奏折》纯属伪造
⋯⋯十足的伪造，日本不是帝国主义，不受扩土之欲的驱使。
”    然而，尽管犬养首相进行了官方谴责，并对文稿提出了正当的怀疑，但日本的陆军大臣荒木定夫
将军(他拒绝在东京见我，原因是他“极不愿和美国人说话”)却于1932年7月在远离日本本土的地方，
大声说出了《田中奏折》的真实性：    “日本国之精神，理该在七大洋宣传，并在五大洲拓展。
任何妨碍其传播的东西必须予以铲除，甚至不惜使用武力。
”     1933年他再次说：    “如今东亚各国为白人压迫之对象。
已经觉醒的日本帝国再也不能允许他们横行霸道，日本民族必须再次真正弄清他们的神圣使命!”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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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整整10年，政治家所见到的及新闻记者所了解的，都是在设法让世界民主从可怕的30年代的妄自
满足中摆脱出来，以便在时间还来得及的情况下，努力使人们接受《田中奏折》的挑战，以图阻止日
本的野心得逞。
    在最初上百种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中，有一种观点是遭流放的列奥·托洛斯基1933年11月18日为《自
由》杂志撰文提出的，文中谈到了日本的帝国主义思想。
    “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真实本性，在《二十一条》中暴露无遗。
”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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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济南出版社独家推出——    ·世界五大畅销书作家之一，美国大作家欧文·华莱士尘封60余年的
遗作。
    ·拥有华氏作品独家翻译权和专有出版权的著名作家、翻译家王金铃先生翻译出版。
    ·又一部震惊世界的“拉贝日记”。
    ·2004年12月13日新华社电：《山东作家译毕美国记者书稿，日军侵华再添铁证》。
    ·鲜为人知的绝对一手资料：采访日本首相东条英机、亲王近卫文麿、外相松冈洋右、黑龙会酋首
头山满及多名日本海陆军将军等上层人物；揭秘日本灭亡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计划及令人发指的
“鸦片战略”。
    ·针锋相对日本新修历史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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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五大畅销书作家之一，美国大作家欧文·华莱士尘封60余年的遗作，又是一部震惊世界的“拉贝
日记”，一份日军侵华的铁证，由拥有华氏作品独家翻译权和专有出版权的著名作家、翻译家王金铃
先生翻译出版。
鲜为人知的绝对第一手资料，针锋相对日本新修历史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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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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