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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简史》

内容概要

《血战太平洋》：
战争起因——日本赌国运
从甲午战争以来长赌不输的“大好局面”，让日本军部上上下下已经忘记了老祖宗儿玉源太郎的教导
：“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课题就是怎样结束！”
“长赌必输”的军国主义
任何一个了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美日两国国力差距的人，都会对日本人如此轻率地发动太平洋战争
感到困惑不解。如果仅仅列举一个事实来说明美日两国的差距的话，那么很显然的一点是：1939年，
当二次世界大战已经显露苗头的时候，经历了接近十年经济萧条的美国，其战争潜力依然要比已经因
为侵华战争导致“经济过热”的日本大7倍左右！这个简单的数字代表着将近2倍于日本的人口、7倍于
日本的国民收入、5倍于日本的钢铁产量、7倍于日本的煤炭产量、80倍于日本的汽车产量⋯⋯而对于
日本来说最重要的石油、废钢铁等资源，更是直接来自于对手美国。
日本为什么要发动太平洋战争呢？很简单，日本人又一次把自己的国运放在了赌桌上。只不过这一次
它是不得不赌。如果1931年他们就收手，那就是相当有利的局面，但是赌徒的本性让日本人一直下注
，终于失败。
从甲午战争开始，日本人就几乎在不停地打仗，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1895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
日俄战争，1914～1925年的入侵远东，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3年的长城抗战，1937年的“七七
事变”，1939年的诺门坎战役，1941～1945年的太平洋战争，日本就是一部刹车失灵的战争机器，一
直打仗，总有失败的那一天。
1895年甲午战争，海战方面日本实际上处于劣势，但是日本赢了；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方面更是处
于绝对的劣势，但居然还是赢了。这一次日本人又一次赌博，中国有句话叫“长赌必输”，日本人这
一次果然输了。
日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战争的过程被不断地拉长，战争的烈度也在加剧，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日
本人的思维却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虽然1907年的日本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就提到战争有从短期到长
期发展的趋势，日本的财力有支援不继的趋势（日俄战争就是靠英国人的贷款打下来的，颇有一些日
本人后悔进行了这场战争）。
日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这给日本带来了相当的好处，比如太平洋上托管于日本的岛屿维持
原状（主要是一些原来德国管辖下的岛屿）；再就是华盛顿条约对各国海军主力舰艇的限制（图1）
。
一战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衰退期，日本也不例外。1925年日本陆军大裁军，从21个师团缩减
到17个师团；日本海军则把计划中服役的16艘战列舰和8艘巡洋舰的目标，按照《华盛顿条约》进行了
缩减，改成了10艘战列舰，4艘航母，16艘巡洋舰。
到了1929年，世界经济在经过了几年的稳定发展之后，一下子掉进了深渊，日本也遭受到了沉重打击
：黄金被禁止出口；中小银行纷纷倒闭；农村甚至出现了卖儿卖女的情况。日本的出口额从1928年
的20多亿日元，急剧下跌到了1931年的10亿日元，钢产量也在达到120万吨后再无增加。
这段时间，日本陆军计划关闭四分之一的兵工厂，有的兵工厂甚至到了用多余的炮弹壳做饭盒出售的
境地。日本海军在这段时间虽然一样艰难，但要比陆军的日子好得多。
陆军的日子难过，那怎么办？打仗呗！既能抢钱，还能争夺拨款。在这个困境之下，日本陆军发动了
“九一八事变”。此后日本经济迅速走出低谷，两年时间出口额就回到了近20亿日元。
一次次从战争中获得甜头，日本人就越发经受不住战争所带来的诱惑。“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军费
占国家预算的30%左右，已经很高了，到“七七事变”前日本军费占国家预算已经接近了70%。长期
把钱花在军费上，那国家自然就没钱了。没钱怎么办？只能继续重复之前的道路，侵略近邻中国，抢
夺中国的资源与财富。于是就有了“七七事变”。
从图2上，大家可以很清晰地理解日本为什么被称为军国主义国家，钱都花到军费上去了。做一个对
照：战争之前和战争中日本国民的主食（大米）消耗量，战前日本人均消耗大米165千克，战中人均消
耗大米126千克，考虑到优先保证军粮和军粮运输储存中的损耗，可以说日本国民当时的粮食消耗量已
经低到一个可怕的程度了。
在日本陆军的预期中，“七七事变”并不是要鲸吞中国，日本的高层也知道，侵略中国最好的办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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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食，而不是鲸吞，蚕食而后逐步消化，直接鲸吞的话，这么大的中国，噎死日本的可能性更大。但
是，这挡不住军官们“建功立业”的野心，于是全面战争就爆发了。打上以后日本军方才发现，中国
太大了，这个摊子消耗太大，日本的国力根本支撑不起。用句简单的话说，这一仗打赔了。
打赔了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低估了中国人民的勇气和韧性，这一口咬得太狠，惊醒了中国人，也唤
醒了中国人民的血性。
第二个原因是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强国，比如美国、苏联、英国，包括日本的盟友德国，都不愿意世界
上再出现一个大国，而日本人依靠自己的技术再加上从中国获取的资源，完全有可能成为一个大国。
于是美国派志愿者航空队，其实这些志愿者都是临时从美国军队退役的，干两年回去还是继续当美国
大兵；苏联人就没动这么多心思，来华志愿航空队就是空军；德国顾问则一直参与中国的国防防务。
脖子上的绞索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美国人。美国的做法是逐步收紧日本脖子上的绞索，在日本死掉之前，尽可能地榨
取利润。美国人这样做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众所周知，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想作祟；另一个原因
是美国的核心在大西洋，重点是欧洲。如果完全切断日本的资源，那么日本必然进攻东南亚以获取石
油，这样太平洋就一定爆发战争。
太平洋爆发战争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一方面是太平洋战争必然导致美国向太平洋西岸派遣军舰，
这样就会削弱大西洋上的美国海军力量；另一方面日本人北上攻打苏联是美国人希望的，而日本人也
确实有进攻苏联的可能。
抗战前三年，美国为日本提供了日本所消耗石油的70%，废钢的90%。换句话说，那三年中屠杀中国
人的日本枪弹，一半以上的原料来自美国。
另一方面，美国又大力支援中国。首先是趁机购买中国的白银(当时白银跌价，买进白银等于赔钱)，
用美元支付，以便于中国购买美国的武器；后来又直接提供贷款，以便尽量利用中国消耗日本的国力
。
美国人玩这种左右互博有自己的本钱。美国具有天生的地理优势，别的国家无法在陆地上威胁到美国
。美国的国力最强，置身事外，又有钱又有枪，自然可以采取自己认为对自己最有利的做法。至于这
个做法长远看是不是确实有利，那是以后的事情。
1939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旨在反对日本提出的 “东亚新秩序”的 “太平洋设防案”，以立法的形式
反对日本对东亚侵略的行径。7月26日美国通知日本废除《日美通商条约》，对日本打击无疑是沉重的
。二战爆发后，日本扶持汪精卫成立南京傀儡政府时，美外交当局立即声明，重庆国民党政府是中国
唯一合法政府。1940年7月，美国宣布对日禁运汽油与废铁。1941年7月，当日本全部占领印支后，罗
斯福下令冻结日本在美资产。把在美国的日本权益，包括全部金融、进出口贸易的事务都归由美国政
府管制。美日经济关系实际停止。随着日本脖子上的绞索一步步收紧，日本人开始抗争也是必然的。
二战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场为资源的战争。图3是1940年时的世界石油产量，图中最大的那一块是美
国，占了世界石油产量的一半以上；中东的石油还没有被发现，所以很少；在上方正中间有一条很细
以至于几乎看不到的线，那是日本的石油产量，紧挨着它的是德国的石油产量，光看这个图就知道日
本人和德国人打赢二战的难度了。
“北进战略”头破血流
日本人并非没有北上攻打苏联的打算，只不过最精锐的关东军恰巧碰上了二战中苏联最优秀的陆军将
领朱可夫，虽然那时候朱可夫还只是个初出茅庐的中级将领，但是苏联的强大国力和朱可夫的军事天
才让日本人吃够了苦头。
在日本的扩张战略中，原本有两个战略选择：一个是北进，即将苏联作为主要假想敌，向北进攻西伯
利亚；一个是南进，即以美国、英国为主要假想敌，向南进攻东南亚。日本陆军主张采取北进战略，
巩固和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向北进攻苏联的西伯利亚。而日本海军主张采取南进战略，以中国为
根据地，向南进攻东南亚。究竟采取哪一种战略，关系到把日本军事力量的重点放在什么方向的问题
，日本陆海军争执得非常厉害。1936年8月7日，日本最高决策层决定采取“南北并进”战略。根据这
个方案，陆军军备以实施北进战略为目标，准备同苏联作战；海军军备以实施南进战略为目标，准备
同美国作战。
这个战略是个折中方案。但是，北进战略仍然强势，日本并没有动摇北进的企图。然而，1939年后，
日本军方却放弃了南北并进的战略，采取了“南进战略”。
1939年5月11日，“伪满洲国”军队突袭了一支在诺门坎巴尔德敖包山西侧的蒙古部队，日本方面则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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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日方击退了进入“伪满洲国”领土放牧的蒙古骑兵。这样，一场决定二战走势的大战就这么开始
了。
说它决定了二战的走势，有这么几点：1.彻底打消了日本北上的野心，战争的方向转往了太平洋；2.朱
可夫脱颖而出，成为莫斯科的保卫者和柏林的终结者；3.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最危险的时候，敢于从远
东抽调生力军投入战场。
除了朱可夫元帅，这次事件还要提到几个著名的人物：
一个是留希科夫，他是叛逃的远东克格勃头子，他给关东军带来了斯大林大清洗之后，远东苏军战斗
力急剧下降、人心不稳的情报。他建议日军趁着苏联正在西线和德军对峙，在远东对苏联动手，苏联
必然会退让。可惜他的这一重要情报落到了另一个人手里，一切都没有按照他的推测发展。
第二个是佐尔格，他得到了留希科夫的情报。佐尔格很快把这份情报发给了莫斯科，并建议在远东不
要退让，付出再大的牺牲也要打赢这一仗。原因在于日本人的性格，如果你退一寸，那么他们就会进
一尺；如果你进一寸，那么他们就会退一尺。莫斯科采纳了他的意见，虽然战役的初期苏军吃了亏，
但是中期就努力坚持，最后大获全胜。
第三个是哈斯巴特尔，又名荣茂，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员，当时还是中国人。他和其他一些情报员的故
事，在中央电视台播出的《马背谍影》这部纪录片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因为知道了太多苏军的秘密
，哈斯巴特尔后来加入苏联国籍，再也没能回到中国。
第四个是政信，关东军参谋。政信制订了计划，对上压制了情报，对下连忽悠带压制作战部队，“日
军一个师团相当苏军三个师”就是他的名言。由于日军的军制，参谋的权力非常大，不能按照中国、
美国和苏联的情况来推断，可以这么理解，虽然他们职位不高，但可以影响前线的部队。
图4是诺门坎之前东北地区日军和远东地区苏军军力对比，日军编制为师团，苏军为师。这个对比并
不完全准确，因为人数上苏军的师编制较小，而日军的师团编制较大；火力上就相反了，就火炮来说
，关东军当时能和苏军抗衡的九零式火炮就只有24门，而一个苏军步兵师光150毫米榴弹重炮就有24门
。
当时关东军估计苏军是步兵9个大队，火炮120门、坦克150辆、飞机150架、汽车1000辆，再加上蒙军
两个师，总共30000人的兵力。而实际上，苏军兵力为57000人，坦克500辆、装甲车385辆、火炮542门
、飞机515架。这个情报可以说错得离谱，自然失败来得也是很离谱。
第一阶段，1939年5月4日从小摩擦开始，5月28日日军的东八百藏支队被苏蒙联军全部歼灭，除了四个
通信兵。两百多具尸体都被摆成了一个圆形，东八百藏中佐在最中间，一半以上的尸体被烧得漆黑。
干这活的是OT-130喷火坦克，对于在没遮没拦的草原上只有轻武器的日军，喷火坦克就是标准的“大
杀器”。
第一阶段日军唯一的亮点就是空战，苏联空军几乎完败于关东军第2飞行集团。飞机的原因倒在其次
，主要是飞行员水平差距太大。
第二阶段的争夺基本在空中。6月18日，朱可夫被调到了战场。苏蒙联军前进至哈拉欣河东岸原来日军
所控制的区域，顺便把周围的日军工事、基地仓库都给炸了。
仗打成这样，政信等人居然伪造了大捷的情报。于是关东军司令部就收到了这样的电报：“庆祝诺门
坎方面贵军取得的赫赫战果，如今后该方面敌军有增兵或入侵企图，请及时通报贵军的计划，使用兵
力及需往‘满洲’增派的兵力和器材。”
就在关东军司令部莫名其妙、大本营战和不定的时候，政信就在6月27日，派关东军第2飞行集团对外
蒙古的达姆斯克空军基地实行空袭，炸毁、击落苏蒙联军各类战斗机、轰炸机达150架。他一个作战参
谋，居然把作战课长，总参谋长，司令官的字全给签了，而且还是用他自己的名字。
为什么用的是关东军第2飞行集团？那是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第2飞行集团，第1飞行集团这时候还是雏呢
！1935年12月2日“关东军飞行队”改称“关东军飞行集团”，1937年8月2日又改称“第2飞行集团”
。“第1飞行集团”一个多月以前的1939年6月才刚刚成立。“第2飞行集团”派来了所属4个飞行团中
的3个，分别是第7飞行团、第9飞行团和第12飞行团。
“第2飞行集团”还是很强悍的，和苏军相比，飞机数量相差不少（119架作战飞机，对手为苏联航空
兵的151架战斗机和116架轰炸机），飞行员的质量则要高很多。这批人很多都是有佐级军衔的军官，
是日本高淘汰率下训练出来的精英飞行员，放到别的国家多数是要留在航校当教官的，而且多数在中
国的抗日战争战场上经历过实战。苏联人开战后吃了大亏，调来了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48位王牌飞行
员才稳定了战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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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第二阶段的诺门坎空战开打。苏军的主力是双翼的I-15和单翼的I-16，日军的主力是单翼
的Ki-27“九七”式战斗机，双翼Ki-10因为性能太差，就没拉上来让对手刷成绩。三天大战之后，飞
行员和飞机都略占优势的日本空军硬是被苏联红军用数量优势淹没了。
在夺取制空权后，苏军的SB-2型轰炸机就开始“欺负”地面上的日本步兵了。欺负的狠了，日军的战
斗机就想出来报复，结果就屡屡被高空的I-16伏击。打到后来，日军的战斗机都不出动了，I-16有时候
也“客串”一把对地攻击机。这一阶段日本第2飞行集团仅有的闪光点是6月27日，9架Ki-30“九七”
式轻型轰炸机、9架Ki-21“九七”式重型轰炸机和12架“伊”式重型轰炸机在74架战斗机的掩护下偷
袭塔木察格布拉格机场，日军谎报战果说地面摧毁49架苏联战机，空中击落99架，实际上苏军的损失
大约为20架。
7月3日凌晨，关东军第26、28两个联队在小松原道太郎的带领下偷渡哈勒哈欣河，摸上了巴英查岗，
然后被苏军的SB-2轰炸机，坦克、装甲车、摩托化骑兵、炮兵第185团一通招呼，就在支持不住想要通
过浮桥回撤的时候，提前逃回来的小松原将军担心苏军顺浮桥冲过哈勒哈欣河，竟然把桥给炸了，这
两个联队基本上全军覆没。
这期间还有一件事不能不提：臭名昭著的日军731部队企图对苏蒙联军水源使用细菌武器。不料苏军已
经侦知此事并且铺设了供水管道，反倒是1340名日军官兵染上伤寒病、赤痢病和霍乱，731部队军医和
“敢死队员”被细菌传染而毙命的就达40多人。原因是投毒方法错误，自食恶果。此后，日军再未敢
对中国以外的国家使用细菌武器和化学武器。
第三阶段以地面战斗为主，补充了兵员、火炮的关东军开始对苏军反扑，而苏军因为地形关系易守不
易攻，基本放弃了之前占领的地段。结果战争的形式是日军进攻，胜利占领一块地方，然后被大炮、
坦克、轰炸机给炸得底朝天，再撤回来，然后双方继续僵持。
日军的进攻只有两个作用：一是执行上级的命令，二是给苏联红军刷战绩。空中的战斗就是苏联人想
来就来，想走就走，日军只能等着看。苏联空军还欺负日军飞机没有夜航能力，轰炸机晚上慢悠悠飞
来，扔了炸弹就走，不定时地给关东军“响闹钟”；战斗机则在天亮前起飞，天一亮就正好赶到日军
机场晃悠，日军战斗机起飞迎战，就在刚要离地的时候，早就算计好了的苏军飞机就来个迎头痛击。
苏联人使用了空射火箭弹，日本人对这种武器一点儿都不了解，结果挺优秀的战斗机在毫无防备的情
况下被打得七零八落。
第四阶段就是苏军的反攻了，8月20日是个星期天，日军的指挥官们大批地休假了，可就在这天早上，
苏联的轰炸机不期而至了。
憋不住火的高射炮开火了，哪知道这是苏联人的诱敌之计，高射炮一开火，30分钟就被苏军的远程炮
兵全部炸毁了；随后，浩浩荡荡的苏军轰炸机来轰炸了半个小时；轰炸机刚回去，苏军炮兵又发言了
，这一次是两个半小时；炮兵刚休息，轰炸机又回来了；轰炸机走了炮兵又来了。好容易不折腾了，
日军抬头一看，还不如让他们折腾呢，苏联人的钢铁洪流来了。最后，第23师团全部，第7师团的两个
联队，第1师团的一个野战重炮旅团被歼灭了。幸运的大阪第4师团这时还在赶往前线的路上，第2师团
的一部分距离战场还有40千米，从关内调来的两个师团还在集结，这些部队都躲过一劫。
1966年10月3日，《朝日新闻》报道诺门坎战役日军实际上战死了18 868人，而当时的战报是战死7720
人。不管是哪个数字为真，这次战役告诉了日本人一个真理：在陆地上不要招惹俄国人。自此日本陆
海军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还是南下找英美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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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美国还是很猛的！作者绝对是个逗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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