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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刀书写的谎言》

内容概要

《刺刀书写的谎言》聚焦抗日历史的空白点，初次翔实揭露日本“笔部队”以笔代刀、协力侵华的暴
行，讨伐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火野苇平、林房雄、川端康成等日军“笔部队”为军国主义鼓噪
，美化战争，炮制战争谎言，用笔助战，是文化战犯！这支被中国人遗忘的“笔部队”，战后逃脱惩
罚，颠倒黑白，埋下日本右翼势力否认战争的祸根。《刺刀书写的谎言》用事实清算“笔部队”罪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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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龙，成都军区政治部文艺创作室创作员，少校，《西南军事文学》杂志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擅长用历史的眼光和全球的视野写人物故事。著有历史散文集《天朝向左，
世界向右》《国运拐点》等书。曾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七届四川文学奖、第五届在场主义散文奖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作品奖，参与制作多部历史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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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刀书写的谎言》

书籍目录

不该遗忘的日本侵华“文化战争” 乔良
第一辑 恶魔的吹鼓手——“从军作家”
石川达三：镣铐与灵魂的较量
面对黑云压城的“政治恐怖”，石川达三**地揭示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血腥兽行。然而惹火烧身
后，他被迫前往中国战场“戴罪立功”。满纸荒唐言背后，远不止一把辛酸泪那么简单。
林芙美子：一场女人的战争
在日本军部的棋盘上，她是一颗极其重要的宣传棋子；在出版商的盘算里，她是一位值得炒作的当红
作家；在广大民众心目中，她是全日本女性的骄傲——“汉口先锋”背后的狂热追捧，陆军班“头号
功臣”的赫赫盛名，其实酝酿着繁华之中的危机，盛名之下的孤寂。大势已去，任她再抱薪救火，又
怎能阻挡那为侵略者敲响的丧钟？
第二辑 蘸血为墨的谎言机器——“军队作家”
火野苇平：屠刀下的谎言
从默默无闻的小小伍长，到家喻户晓的“军队作家”；从化笔为刀的军国狂人，到暴得大名的“国民
英雄”，火野苇平是战争期间影响**大的“人气作家”。他不知疲倦炮制的侵华文学，蛊惑了难以计
数的日本国民，煽动了排山倒海般的战争狂热。他用无数鲜血染就自己的功勋章，也让成千上万的日
本青年充当了法西斯战争的炮灰。可悲的是直到自杀身亡，他仍执迷不悟地坚称这是“爱国热情”。
藤田实彦：“铁甲武士”的疯狂战车
在所有侵华日军“兵队作家”中，他是军衔**高的一位。他率领坦克部队**先冲入南京城进行血腥杀
戮，他还是关东军**后疯狂挣扎时的指挥官。在九死一生的战斗间隙，他“忠实记录”了进攻南京的
全过程。奇人，奇书，奇事，注定了藤田实彦和他的《战车战记》成为极其罕有的侵略旁证。
岛崎曙海：滴血的橄榄枝
紧随日军隆隆开进的侵略战车，他们在战争废墟上如同戴着面具的能剧演员粉墨登场，在占领区以恩
威并济、剿抚兼施的手段进行“教化安抚”，企图分化瓦解中国军民的抗日斗志。面对岛崎曙海笔下
日军“宣抚班”虚情假意伸出的滴血橄榄枝，国、共、日、伪四方在这场复杂的“思想战”中展开了
一番鲜为人知的激烈较量。
第三辑 迷失的变节者——“转向作家”
牛岛春子：黑白“异人种”
从“共产罪囚”到“著名作家”，一夜之间头顶耀眼光环走上“满洲文坛”。灰姑娘变公主的神话让
她激动不已，因而经不住诱惑为殖民政权树碑立传，塑造了许多“比日本人还日本人”的铁杆汉奸形
象。然而归根结蒂，牛岛春子和她笔下的中国汉奸一样，始终摆脱不了“异人种”的阴影噩梦，他们
的灵魂终生都在漂泊流浪。
林房雄：“灵魂变色龙”
他是一条高深莫测的“灵魂变色龙”，他无数次“变脸”简直让人眼花缭乱：从3次入狱的“文学战
士”，到幡然醒悟的“转向作家”；从出生入死的“战地记者”，到威风八面的“文化使节”；从开
除公职的“战犯作家”，到怙恶不悛的“右翼宗师”⋯⋯林房雄是20世纪日本文坛的“斯芬克斯”，
他天人交战的人生抉择，云谲波诡的命运沉浮，其实代表了整个日本文化界的某种缩影。
第四辑 随波逐流的“良知”——“摇摆作家”
与谢野晶子：迷途的“叛逆者”
一首惊世骇俗的反战诗，居然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神圣的天皇！她是一位超尘脱俗的“火星来客”，永
远凛然无畏，勇往直前。谁能料到，这位首屈一指的“反战诗人”，晚年思想却发生激烈蜕变，狂热
无比地为虎作伥、以诗助虐。究竟是走火入魔，还是无可救药？她本质是“反战作家”，还是“天皇
信徒”？
川端康成：默然的不安
在二战日本文坛，没有人比川端康成更懂得自由创作的可贵，也很少有他当初那种不甘低头的反抗。
然而，对侵略战争从迷惘到接受、从屈从到肯定，他为何**终随波逐流、连自己也承认“既是风又是
水”？
附录：被战火烧穿的文字——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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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抗战小说被禁
在日军的疯狂“大扫荡”中，一部“当遗嘱写成”的抗战小说，却从诞生之日起就饱受非议、屡遭批
评。王林做梦也想不到，他的后半生将全部耗费在这部作品上。他的曲折命运，成为一个时代令人唏
嘘的历史标本，更给文艺创新的制度环境带来诸多深刻的思索。
阿垅：向日本“笔部队”宣战
“我不相信，‘伟大的作品’不产生于中国．而出现于日本；不产生于抗战，而出现于侵略！” 南京
保卫战的亲历者阿垅，拿起笔愤怒地向日本侵略者讨还清白，自证公道。而他**后的人生悲剧，浓缩
着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矛盾和痛苦，也映射出20世纪中国特殊的文学生态。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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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主要介绍了抗战时期一些日本作家的人物传记，尤其是军旅作家。只粗读了一遍，略有所感。来
自日本武士之乡的藤田实彦，写有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的林房雄，在民族觉醒的今天，是能够理解的。
只能说日本人民族觉醒得更早，却是狼子野心陡生，企图染指大陆，而这些并没有因战争的结束而消
亡。
2、和王向东那本笔部队都很有资料价值。小错：把巴夏里说成英军统帅；把金陵十三钗电影的SB反
坦克作战当真；价值观的问题：借王林和阿垅事情，暗讽中国一直没有好的抗战文学（尼玛敌后武工
队算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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