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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原副会长、武汉大学童云杨教授编译的《日

寇在宜昌》一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

这是一本来历颇具传奇色彩的书。1940—1945 年，日本广岛

县、市一万多名侵华日军驻扎在宜昌。1981 年广岛市、县一千多

名侵宜老兵，成立了广岛宜昌民间“日中友好促进会”，铭记历

史，增进交流。1984 促进会成员在广岛市街头征集两万多市民签

名，提交了为推动广岛市同宜昌市结成友好城市的《陈情书》。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两座城市友好往来扩展至会议、经贸、农

业、救灾、学校等多个领域。2000 年，为纪念广岛宜昌友好交往

20 周年，修建了“中日友好之翼和平纪念塔”。

正是在此交流的基础上，为了再现当年侵华日军侵占宜昌地

区的史实，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日寇在宜昌》的编译工作被

提上了日程。本书收集了 30 余份有关当年日军的报道、作战计

划及日军官兵的个人手记等，以当事人的视角，对日军在宜的侵

略事实，做了相当“原生态”的记述。书中对宜昌周边的襄阳、

随县、老河口、荆门、宜昌、当阳、宜都乃至慈化、大烟墩、百

里洲、土门垭、三溪山、石板铺、雨台山、将军岩等小地方的战

斗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记载，直言不讳地披露了日军强渡白河、回

师汉水等四处侵略的罪行，还以大量篇幅见证了中国军民可歌可

泣的浴血奋战。尤为难得的是，书中用相当大的篇幅，翔实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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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了张自忠将军为国捐躯的壮烈场面，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是敌

营对手，也对抗日战争中中国战死沙场的高级将领，满怀了崇敬

与赞誉。

书中还全景式写到了一九四三年后“二战”转折中日军在宜

昌地区转入防守后的“困兽之斗”以及中国军民为反攻进行的艰

苦卓绝的战斗。这些资料是侵华日军侵略行径的铁证，通过再现

侵华日军官兵日记的形式，细致记录和反映了侵华日军在宜昌地

区的侵略行径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还原了当时日本军

国主义思想和侵略行径的猖獗和罪恶。其对战场细节的再现更为

真实，也反映出侵华日军普通士兵的军国主义狂热和对战争的复

杂心态，从另一视角反映了抗日战争的面貌。

由于全书搜集的资料内容驳杂、体例不一，文字水平也参差

不齐，其记述交叉、遗漏、错讹之处不少，给编译工作带来了巨

大的困难。童教授付出大量心血，进行了复杂的收集整理和翻译

核对工作。从历史的角度看，它是值得珍视的原始资料，也是进

行爱国主义教育和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军国主义言行的重要之作。

是为序。

2015 年 12 月 29 日

符利民

（原宜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教授，中国作协会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这批书稿的编撰者，曾是侵华日军第 11 军第 39 师团横山联

队的一名颇有文学根基的军人。在 1940 年至日本投降以前，他

一直留在驻守宜昌的日军中。在“二战”后至 1973 年，他收集

了 30 余份当时日军的宣传资料，如《警备纲领》《战斗详报》《阵

中日志》《战记》等及日军官兵个人写的手记。编撰者还收集了

一些原侵华日军官兵写的材料和回忆录，在其对这些材料编撰加

工的基础上，才有了这份我拟题名为《日寇在宜昌》的书稿。

这批书稿的内容，大致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以“宜昌作战”

为标题，叙述 1940 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宜昌时的经过。第二部分

的标题是“宜昌攻防战”，是叙述自 1942 年至 1944 年这一段时

间内，宜昌地区的战事演变。

由于这些原始资料的提供者和加工、编撰者当时的地位和经

历，他们在描述上述诸过程中，总是津津乐道于日军一个又一个

的战斗胜利故事，他们也一遍又一遍地歌颂赞扬那些遭受失败而

视死如归的军人气概。即使如此，在他们渲染“胜利”和哀叹“失

败”的背后，也为我们勾画出侵略者的丑恶心灵和对中国人民的

残暴行径。所以，我们将这批书稿翻译出来，是有积极意义的。

编译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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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这批译稿可以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教材

1940 年日本军队攻占宜昌，是其侵略全中国的重要步骤。后

来日军一直固守宜昌，就是近则确保日本侵略者在武汉的殖民统

治地位，远则策应和扩大其在东亚殖民统治的范围。所以，日本

侵略者是把宜昌作为维持和扩大中国乃至亚洲的殖民统治一大据

点，对宜昌十分重视。

对如此重视的宜昌，日军在长达五年的时间内，进剿连年，

战祸频仍，到处尸横遍野，人民流离失所。“宜昌市内看不到女

人小孩，郊区农村看不到猪鸡的影子”。“有庄稼的地方，都已

变成凄凉之地了”。可见日本侵略军对我宜昌人民生命的摧残和

财产的掠夺残暴到什么程度。

面对如此凶恶的敌人，我们的爱国军民并没有被他们的凶残

所吓倒。著名的爱国将领张自忠便是在这里英勇殉国的，他可说

是当时国民政府内许多爱国官兵的杰出代表。宜昌地区的城乡人

民，无不冒着家破人亡的危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打击无恶不作

的侵略者，使敌人行军不敢问路，口渴不敢饮水、喝茶，住民房

遭火烧，有物资不能运走，侵略者完全被置于极端孤立的境地。

日本侵略者也不能不承认，中国的百姓，口头说是“顺从”，但

在行动上，“很多人是敌军的奸细，通敌分子或游击队员”。特

别在有中国共产党活动的军队和民众中，日本侵略者简直陷入了

人民抗日的汪洋大海中，他们称有“共产党政治影响波及的地方”，

便有“抗日救国精神在农民中间传播”，他们认为“过去江西红

军系统的人员组编的军队”才是劲敌。在这些侵略者的笔下，他

们也不得不承认“敌兵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但是，他们也是勇

敢的人，他们跨过已经倒下的战友，继续向前冲”。他们不得不

承认，“虽然是敌兵，也是燃烧着爱祖国、爱民族的激情的人们，

轻视中国军民，将会得到可怕的结局”。我们读到侵略者说的这

些话，能不为我们先辈的这种坚决反对侵略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

义精神而欢欣鼓舞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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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可以提高我们对日本军国主义欺骗宣传的认识

在这达数十余万字的文稿中，编撰者按时间顺序描述一次又

一次的战斗场面，“歌颂”在宜昌作战的每一个日本军人的英勇

行为，说日本军人都具有一种所谓的精神要素，如“必胜信念、

荣誉感、责任心和敢斗精神”等，认为这一切才是“一幅幅令人

愉快的画卷”。可以说这是一本暴露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活教材。

在他们笔下的日本军人，好像都是一些没有思想的人，虽然“英

勇”，但又愚昧残暴。他们描述日本军人精神要素的育成时，据

说努力修筑阵地工事，就可产生坚守阵地的感情和必胜的观念；

宣传种族优越，说一个中国兵和一个日本兵的价值有“天壤之别”，

就可使一种“不输给中国兵的思想”成为日本军人的“秉性”；

灌输武士道思想，鼓吹“名门师团”出身，相信“武运长久”；

鼓吹要像“一骑讨”中的武士，就能勇猛善战。如是等等，不一

而足。他们虽然把日本军人的“英勇行为”提高到精神素质的高度，

但他们却一点也不敢涉及士兵为之献身的根本问题，完全回避战

争目的是什么、战争性质如何、士兵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等战争

核心问题。他们也说在战场上首先要解决的应是“确立生死观”

的问题。但生死观如何确立呢？他们说只有“还元于无”，说如

果“一旦还元于无”，就能从此获得“直接参加战斗的必要素质”。

这样，就把人们确立生死观的最高境界托寄在佛教的“无生”之

说上，使士兵相信自己是“不去不来，无生无灭”，说“只要决

心去死，大家就会团结起来，守住阵地”。因此可见，日本军国

主义的欺骗宣传，在其实践的运用上是极为初步、极为浅薄的。

令人吃惊的是，为什么如此初步、如此浅薄的欺骗宣传，居然能

使千百万日本人，心甘情愿地充当他们发动侵略战争的炮灰呢？

这的确是不能不深思的问题。东京教育大学名誉教授家永三郎曾

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回答这个问题，他说：“从 20 年代至 30 年

代前半期，我们接受了小学和初等教育。不仅学习始于神代的国

史和国家审订的教科书。而且还接受强调国体观念和极力赞美战

争的教育。通过敬听奉读教育诏书、齐唱《君之代》、升太阳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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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具体训练，在不知不觉中培养了我们对国家的忠诚和绝对服从

的精神”。在当时各种治安法的限制下，日本人根本没有机会去

接受理性的历史教育。因此，当时的大多数日本人，突然面临军

国主义势力密谋发动的侵略战争时，便不能采取“批判和反对”

的态度，于是“许多同胞赞美那场战争是圣战，并不惜赴汤蹈火

以换取英灵的美名，进而他们在占领地残杀俘虏和居民，对妇女

施暴，也就不会令人感到有什么不可思议了”。（见《朝日新闻》

1995 年 8 月 30 日文章《不能让战争的悲剧重演》）。可见，军

国主义欺骗宣传能以得逞的前提，就在千百万民众的无知，在于

统治者对人民接受思想的禁锢。所以，我们要想防止日本军国主

义势力重新发动侵略战争，就要不断地揭露批判军国主义欺骗宣

传在现实生活中的一切表现。

　　三、有助于反击当今日本军国主义和右翼势力的再起

旧日本军人和当时日本社论在竭力渲染当年军国主义“伟大”

业绩的同时，也无意中承认了当前妄图复活军国主义势力的人不

愿承认的史实。

比如，现在有的日本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成过去，再谈

“二战”的“往事”，就是“小题大做”（日参议院外委会副委

员长柿泽弘治语）。但是，这本书稿记下了日本侵略者如何不停

地发动陆空一体的军事行动，他们肆无忌惮地奸掳烧杀，把这块

无辜的远离日本的宜昌地区弄成尸横遍野、田地荒芜的凄凉境地。

日本侵略者的脚步，遍及朝鲜、中国、印度支那、缅甸、马来半

岛等亚洲大陆和印尼，菲律宾及其他许多西南太平洋岛国。在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仅中国人员的死伤便高达 3500 万，怎能说是

小题大做呢？

比如，现在有的日本人说，攻打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不是侵

略，而是为了打击英美殖民势力，是为了“解放白人的殖民地”（日

本自民党议员《终战 50 周年国会议员联盟》奥野诚亮语）。但是，

这本书稿却说，日军在这里一见到有外国权益的地方，宪兵便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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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会来张贴“禁止入内”的告示，这显然是为了保护。书中附有《宜

昌市街地略图》，图中便使用了专门的图样来标示“外国权益商店”

的所在地，这显然也是对外国权益采取保护措施的表示，何来“解

放白人殖民地”的之意？至于后期日本军国主义的确也和英美等

国打了仗，但那时英美等国是站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一边，共同

抵抗法西斯国家的侵略行径，哪有日本法西斯“解放”亚洲人民

之史实。

比如，现在有的日本人说，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是军队和国会

作出了错误判断“（自民党政调会长加藤语），在这场战争中，“天

皇陛下一心一意祈祷和平”，并“为避免战争而作出了全面努力”

（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语）。但在本书稿中，我们看到昭和天皇对

这次战争，的确是作了“全面努力”，但这种努力的目的决不是“避

免战争”和“祈祷和平”。实际上，他不仅参与这场战争的最后

决策，而且他有大量的活动是在为战争的继续和扩大“火上加油”，

为了配合招降重庆国民政府的“和平攻势”而发动“宜昌作战”

虽是日本大本营决定的，但大本营是直属天皇的。在一些重大军

事行动前，有皇族的高级军事人员视察前线，这不能不说天皇与

这场战争的密切相关。当时，所有战场上所发生的大事，都要向

天皇报告。在宜昌作战中，张自忠将军殉国，驻在汉口的日军第

一军司令部为了核实下级师团的报告，曾要求将张将军的遗体运

到汉口检验，因为军司令部要将此事上奏天皇。军司令部如此慎

重，据说是因为有“马占山先例”。因为在日军占领东北期间，

马占山将军在一次战斗后避入苏联，日军多闻师团长误以为马将

军已战死，便向天皇做了报告。后来马将军复出，多闻师团长自

愧战报不实，无以辩解，便自杀了。还有日军部队，无论集体还

是个人，如有突出“战功”，都会领取到纪念战功的奖状，日人

称为“感状”。但这种感状，军级以上的司令官也只有转发的资

格，因为他们在转发前还须“达于上闻”，向天皇报告，经过天

皇首肯后才能颁发。本书稿的编撰者所在的联队，只是一支攻打

和驻守宜昌的团级单位，在宜昌的六年中竟能三次得过“感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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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其中有两次相距不到两个月，得感状的具体单位还只是一个

大队和两个中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昭和天皇要听取这么小的

单位的这么多次的战功报告，完全是为了推动战争的继续与扩大，

因此，天皇在这场战争中的罪责是无法推卸的。

比如，现在有的日本人说，“随军慰安妇在战争中是可以存

在的事”，所以，村山富市的政府曾表示只需设立私人基金，由

民间募捐来处理有关补偿事宜，以示此事与政府无干（但在本书

稿中，根据描述当年驻宜昌日军情况的《梶浦资料与步兵中队资

料》做成的《宜昌市街地略图》中，就在日本机构中标明有“慰

安所”字样，表明“慰安妇”这种世界战史上绝无仅有的、残无

人道的肮脏勾当，竟是日本军部作为一项国家政策来实施的犯罪

行为，不然的话，在堂堂的军事地图上“慰安所”是不可能有一

席之地的。这书稿暴露了今日的日本政府，仍在欺骗舆论，逃避

罪责。

1995 年 7 月 26 日，我国《参考消息》提供了一则消息，说

日本立教教授长谷宪太郎表示，“日本政府应该明确承认在中国

进行毒气战的事实”，“应该让日本国民清楚地认识到日本曾在

中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毒气战”。可见，日本政府在此前是拒绝承

认或没有清楚说过在“二战”中进行毒气战的事实。但在这本书

稿中，却无意间透露了日本政府曾经企图抵赖的秘密。叙述日军

强渡白河时，提到使用“赤筒”，并说赤筒是日本陆军给催泪弹

取的别名，后来又提到日军使用过“赤弹”，并说此弹“对没有

防毒设备的中国军队效果很大”。后来还说，在羽里阵地日军使

用了“大赤筒”，说明日军早已批量生产毒气弹，才有不同型号

的区别。后来在必胜山战斗中，又一次提到使用“赤筒”。日军

在宜昌一地就如此频繁地使用毒气武器，这与日军在徐州会战中

八次使用毒气弹“红筒”的事实，完全可以互相印证（见 1995

年 7 月 18 日《长江日报》）。

可见，在“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滔天罪行，

在侵略战争中天皇的罪责，日军不顾国际法频繁进行毒气战的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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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人寰的罪行，日军普遍设立随军慰安妇的国家性政策性的犯罪

行为……这本书稿，就像军国主义分子的自供状一样，使这些罪

行昭然若揭了。

因为这份书稿的主要提供者多是日本侵略军中的下层，所以，

在充满军国主义叫嚣之余，也不时宣泄一些一般民众的心声。比

如它一方面承认“在自己国家内却住在日本兵占领的地域里”的

中国人是“燃烧着爱祖国、爱民族的激情的人们”，“是勇敢的人”，

“总有交出生命决心的人”，“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他们

跨过自己倒下的战友 , 继续向前冲”, 承认了反对侵略、进行正义

战争的中国爱国军民的英雄形象；另一方面，也描述了在军国主

义欺骗宣传下被迫参加侵略战争的日本士兵们，在战火弥漫的前

线思念和平生活，在艰苦的行军中唱思念妈妈和家乡的歌曲。在

他们手记字里行间不时表现出一种潜在的厌战情绪，如说阵地是

“死亡之地”，说战场是“人间地狱”，说在惨烈的战争中“人

们都会爱惜自己的生命”，即使负伤也愿逃避死亡，“即使失去

一只手，也比死去好”，并说“经过悲惨的战争体验的人，这种

想法大概是必然的”。这一切，表明了一般日本民众对侵略战争

的正常心理，表明日本人并不都是军国主义的战争的狂人。

读完这部书稿，让人产生一种令人诧异的感觉，即在同一本

书里，流露出两种完全不同的史观：一种是对过去军国主义在侵

略战争中危害中国人民的一切犯罪言行，其大都采取肯定的、歌

颂的口味来叙述的“皇国史观”；另一种是中国取得抗战胜利、

社会快速发展也采取了肯定的、歌颂的口吻来叙述的“人民史观”。

对那些过去遭受他们蹂躏的地方在现在取得的巨大成就，如长江

三峡在我新中国成立后航道的现代化，荆江分洪区的迅速重建，

郝穴移民区农村的建设，特别他们曾长期盘踞的宜昌地区在解放

后各方面的长足发展，都表现出了很友好的感情。这说明这些作

者的多数人，毕竟军阶不高，更接近日本社会的底层，在这场残

酷的侵略战争中，他们的活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

是，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牺牲者。这场侵略战争也最终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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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普通士兵的良知，使他们日益感到自己的活动对不起中国人民，

所以，才在书稿中流露出一些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在这里发

人深省的是，即使是对新中国比较友好的日本旧军人，当一说到

战争历史时，就又回到“皇国史观”的军国主义立场上去了。这

说明让日本人正确认识历史，要他们摆脱日本军国主义影响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这种状况如果长期得不到改变，日本军国主义复

活的温床是存在的。从这方面讲，本书稿译出后的一个重要意义，

即提醒人们不能放松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警惕。即使在一些对

新中国比较友好的日本旧军人中，也还要清除日本军国主义的影

响。日本学者加藤同一对当今的日本的动向提出了警告，说战后

日本是“半民主化的国家”，说这个国家“正处在一个历史转折

关头”，出现了“民族主义的回潮”和“重新军国主义化”的危

险（见 1995 年 9 月 6 日《参考消息》）。这本书稿的译出，我

想有助于扩大加藤先生这种警世之言的影响。

为了方便读者，本书还复印了原书稿中近 40 幅图，插入译

文的相关处，以便读者查阅。这些插图是必须加上的，因为译文

在描述历次军事行动时都有时间、地点，但这些地点很多不是原

来的中文名称，而是当时日军自己杜撰的名称。这些名称在我们

地图上是找不到的。如“中岛阵地”，便是“纪念”当时在此战

死的一名中岛准尉而取名的。还有“海参山”，很可能是日军当

时看到此山的形状像海参而取名的。宜昌西部诸日军阵地的名称

很多有类日本东北的地名。这是因为驻守这里的日军很多来自日

本仙台的缘故。所以，没有插图的配合，就不易读懂译文。这些

插图是为了方便读者而添加。有不妥之处，尚请指正。

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

童云杨

一九九六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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