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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帝国》

内容概要

《最后的帝国:沉睡的与惊醒的"满洲国"》是上世纪30年代一名德国记者游历考察当时伪满洲国写下的
一本纪实性著作。《最后的帝国:沉睡的与惊醒的"满洲国"》1936年在德国出版，全书文字约13万字，
书中还附上了作者拍摄的30张反映伪满洲国现状的历史纪实照片。作者在书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所
见所闻，切开了日伪统治下“满洲国”的一个剖面，为国人认识伪满洲国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由于
作者身份独特，书中披露的许多史料都是鲜为人如的，有些章节读后甚至令人惊心动魄。如美国记者
新闻作假的事实、中国军阀导演的“人造战争”事件、在“新京”（长春）采访末代皇帝溥仪的过程
、参观日本关东军军营，见到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的细节⋯⋯作者接触了许多日本军官、军妓，接触
了各阶层人士——官员、汉奸、车夫、苦力、妓女、和尚、土匪⋯⋯作者写出了在日伪铁蹄下“满洲
国”民不聊生的惨状、日本军国主义者横行霸道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以及中国人民不满日伪殖民统治
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情景对话，生动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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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帝国》

作者简介

王迎宪，湖北武汉人，原武汉电力学校（现武汉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教师。1990年赴德国，现旅居德
国，就职于德国汉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长期致力于中德两国经济文化之间的交流工作。已出版的译
著有德国足球守门员奥利弗，卡恩人物传记《卡恩一号》和德国汉莎飞行员乌尔夫，迪特·格拉夫，
楚，卡斯特先生撰写的、见证上世纪30年代中国民航发轫期历史的纪实著作《中国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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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帝国》

书籍目录

者序
前言
第一章 新的“国家”
西伯利亚快车：贝加尔湖
满洲里——北大门
一个旅行者的迷惘和错觉
在“鸡棚”里办理签证
深夜遭遇土匪袭击
最高礼遇——场人为导演的战争
黄色的魅力
“满洲”的巴黎——哈尔滨
夜幕下的哈尔滨
在一个狭窄昏暗的巷子里
在酒店里遭遇“警察”
新统治者的靴子
哈尔滨的“死亡和新生”
经过大豆和高梁地南行
第二章 “新京”——世界上最年轻的“首都”
在火车站
“睡美人”被唤醒之后
劳作中的苦力
“嘿哟、嘿哟卖小孩哕！”
为觐见“皇帝”做准备
一个“皇帝”的生平
觐见“皇帝”溥仪
“新京”的“皇帝”阅兵大典
在新开放的西公园里
为男人哭丧的中国女人
告别宴
乘“观光”列车前往奉天
第三章 奉天
第四章 经热河去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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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帝国》

精彩短评

1、“试想，这样一个国家的民众能在一夜之间认可西方的宗教理念、接受现代文明吗？对中国人来
说，所有的革新者都是野蛮人。”
2、满洲国侧写
3、浪费时间，报告文学也没这么个写法
4、细节丰富，故事生动，难得的满洲国生活史
5、还是值得一读的。作者的感知很敏锐，他所批判的缺点，中国人至今未改。
6、作者是一位记者，透过他的视角检视满洲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名人、尤其是底层社会的苦力、妓
女、孤儿。透过他的文笔，把当时的情境重现出来，喜欢他描写抽鸦片的时空幻觉。翻译的也很通顺
。
7、过去了几十年，耻辱还在、印迹还在，可悲的是正被好多人遗忘。日本的野心，从开始就那么明
显。
8、德国记者的伪满游记，跑了哈尔滨、长春、沈阳、承德四个主要城市，见了溥仪和土肥原贤二，
遭遇了土匪、碰上了白俄骗子、吃了街边苍蝇馆、抽了鸦片、和中日两国妓女深入交流。
9、毕竟只是一个记者写的游记，猎奇为主，调研为辅，不时地再抒发一些小情怀。
10、比较猎奇但又熟悉的满洲描述，挣扎于底层的中国劳工，冲劲敬业的日本职员，还有没落颓靡的
白俄遗族。这位晓通汉语的德国人得到日本和中国人的尊重，自然获得旅程的知识并不困难，那场在
巷中饭馆与劳工的对话令人印象深刻。而作者在满洲见识到的建设景气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尽管建筑
在山东劳工的血汗上，但壮丽的帝国成就来自日本人精心的营建和土肥原贤二的扩张梦想。丝绒眼睛
的男人，是满洲幕后的指挥家，保护着东亚的文明。驱使愚昧的中国百姓，拥立象征性的满洲帝王，
真是杰出的社会实验。
11、颠覆我之前对于满洲国的想法，这还是一个中国的缩影，内容很丰富，态度很调侃，故事很沉重
12、书差，纸也差。一个外国人的东北游记。
13、为数不多的关于“满洲国”的史书，很有意思！
14、虽然是家门口的历史 读起来非常新奇
15、。。。
16、昨天看《最后的帝国》，作者德国人写到自己在满洲国乘火车时遇到土匪袭击，差点丢了性命，
而旁边尚在喝奶的婴儿被打穿了腿，场面十分可怕。
今天读《伪满洲国的“照片内参”》，里面说“国际列车被抗日武装袭击”⋯⋯“获得了许多布匹和
粮食”。
这就是不同视角下的历史。
17、第二天学车，与别的学员轮流交换休息时看完了这本书。接下来能看很多闲书了啊哈哈
18、将来要十倍奉还。
19、满洲国见闻录
20、满洲国的第一视角 虽然带有偏见 不过是很好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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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帝国》

章节试读

1、《最后的帝国》的笔记-第66页

        在这个新兴的城市（新京）里，你走不出几步就会生发出一个新的感叹——为工地上人们表现出
来的那种令人难以想象、为建设远东加倍努力的勤奋精神，城市处处都令人印象深刻地见证着当局者
大兴土木的举行。

你恍若走进了一个生机勃勃的童话世界。

2、《最后的帝国》的笔记-第157页

        刘先生就像这里的某些年轻中国人：越是私下不承认，就越是表现出了他们骨子里深藏着的、地
地道道的中国本色。他们追求、强求一副没有内涵的令人发笑的、空泛无聊的欧式外表，没有自己的
脊梁骨，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志气、也没有干劲去干点自己想干、该干的事。
在计较刘先生英语或日语知识水平时，刘先生就成了一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但私底下他却是“
满洲国”政府的官员，尽管他并不需要去工作。

3、《最后的帝国》的笔记-第176页

        “是的，是的。。。。。。可谁又能够探究到中国人的心灵呢？中国人民是亲切善良、有人情味
、期盼和睦、勤劳勇敢的人民，是一个有着辉煌历史的人民、有无限创造力的人民。但这里的这群中
国人，面对一具行将腐烂的活人躯体竟无动于衷，像是在围观一条令人感兴趣的、刚从垃圾堆里爬出
来的蠕虫。。。。。。这种情景在这里我见多了。”凯宁格先生说道。

4、《最后的帝国》的笔记-第119页

        这就是中国，真实的中国。
这里没有电灯，只有一盏小油灯燃起微微泛红的火苗。没贴墙纸，没铺地板，人们就直接站在长年累
月被脚踩踏得结结实实的泥土地上，泥土地里还踩进去了不少陈年垃圾。随地吐痰、大声喧哗在这里
是毫无忌讳的，也根本不会影响到他人的食欲。饭馆的某一角落还可以干一些其他的事——具体啥事
，在这里我就不变继续往下描述了。

5、《最后的帝国》的笔记-第123页

        “你们在满洲国感觉怎样？”我问道。
“嗬嗬嗬、哈哈哈。。。。。。”一阵哄堂大笑。
“我们是中国人，不是满洲人！”
“我们蔑视满洲人，蔑视日本人！”
“我们要保持中国人的身份，也会保持住我们中国人的身份！”
“日本人干的所有一切，关我们屁事，满洲国又算什么呢？”
“我们过去就这么穷，现在还是这么穷，将来也还会是穷。就这样。。。。。。但。。。。。。”
话匣子一打开，大家就七嘴八舌愤怒地嚷嚷起来，那阵势，像个小小的抗议示威团队。

6、《最后的帝国》的笔记-第182页

        人人都有病痛，都需要神树显灵。挤在这些不拘小节、举止随意的病人和体弱者中间，一个健康
人的难受程度是难以想象的！我也止不住要咳嗽起来了。一个人将痰吐到了我的胳膊上，站在我后面
的一个患红眼病、正在流泪的妇女，由于在拥挤的人群中无法抬起手来揉眼睛，为了止痒，她竟将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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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帝国》

得发烂的眼睛使劲地在我背上磨蹭，真令人恶心。我站在人群中间，前后左右都受到了挤压。我想，
一个人即使没病，在这里也可能什么病都染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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