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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金禾出版社《国际视野丛书》评介

徐　勇

由台湾实业家郭俊　先生策划并主持, 台湾金禾出版社自 90

年代初推出《国际视野丛书》, 到 1998 年为止, 已连续出版各种著

作 (含译作)近 20 部。该丛书以现代中日关系和战时日本为主题,

关涉美、苏、中等国对日政策, 战后各大国关系, 战前日本军国主

义、法西斯主义的社会状况, 日本战争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日本军

国主义战争罪行 (包括战俘、慰安妇历史等)诸方面重大课题。该丛

书的出版, 是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战后国际关

系史、现代中日关系史诸学术领域增添的又一批重要成果, 为史家

和广大读者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书。笔者依据初步的阅读感受特作

简要介绍, 以飨读者。

该丛书综合来看有以下特点:

第一, 丛书选题鲜明而集中, 多为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重大的

专门问题, 或是针对一些分歧性问题提出新的材料与看法, 有些论

题填补了学术研究空白。第二, 丛书各部专著都具有厚实的资料基

础, 不仅专著本身具有很大说服力, 而且通过出版披露了一批难见

的档案材料, 如当事人多年的亲身经历, 或有学术价值的日记, 或

各方面的档案材料。第三, 丛书大部分作者是西方和日本学者, 有

的专著是首次公开发表, 有的已是英、日文种中很有影响的专著。

通过丛书译介为中文, 促进了东西文化交流, 并帮助国人拓宽视

野, 加深对西方和日本观点的了解。第四, 丛书各部专著持论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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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严肃, 写作多注重平实风格。

对于各部专著, 笔者尤觉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美国亚

历桑那大学教授迈可·沙勒 (M ichael Schaller) 著, 郭俊　译《亚

洲冷战与日本复兴》。该书认为战后麦克阿瑟控制的远东司令部与

华盛顿之间鸿沟甚深, 意见不协。由麦克阿瑟的专断与华盛顿政府

的“惧苏恐共”心理相结合, 美国扶植日本使之成为对抗苏俄和亚

洲革命的堡垒, 日本坐收渔人之利, 获得战后复兴的最大契机。这

不仅决定了战后日本的命运与远东的冷战格局, 也是美国干涉中

国, 先后实施对韩国、越南战争政策的源流。著者长期研究中美与

国际关系, 著述甚丰, 依据新近解密的大量档案资料写成本书。在

翻译过程中, 马利兰大学薛君度教授又协作译者查核了档案。著、

译双方的学养及对于史料的重视, 保证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日本学者山根幸夫教授等著, 周启乾监译《近代日中关系史研

究入门》, 原由东京研文出版社出版。山根幸夫教授为日本资深学

者, 其余著者亦为活跃于学术前沿的专家。该书对于明治维新至二

战后两国关系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统评介。所介绍的

工具书、论文及各种专著数多量大, 范围以日本为主, 兼及大陆、台

湾、香港等地学术研究状况。该书持论公允, 对于日本军国主义的

侵略扩张性质的揭示是明确的。

由新西兰麦凯 (Jam es M ackay) 著、何林荣译《俘虏痛史——

美国人出卖盟友的故事》, 是一本令人读后深感沉痛与震撼的书。

著者依据战时新西兰皇家空军军官 J. G. 戈德温的生平与相关资

料写成。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披露了三方面罕见的第一手资料: 第

一, 被囚于日军战俘营的白人军官以日记形式保存下来的亲历其

境的真实记录; 第二, 一批盟军司令部组织的对日本战犯罪行调查

的档案材料, 其中包括盟军司令部当时草草结案, 并规定不许披露

的秘密文件; 第三, 盟军司令部调查日本战争罪行内幕, 如在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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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庇护之下, 日本战犯嫌疑人气焰嚣张, 盟军调查官面临被谋杀威

胁等内情。书后附有若干完整的重要的调查报告。

其余各书的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美国) 富内德曼、迈勒巴德

( G. friendm an 、M. L ebard) 合著, 沈彬康译《未来美日大战》, 回

顾了二战时期美日两国由橡胶、石油等经济摩擦冲突发展为战争

的经过, 指出战后的资源贸易等摩擦问题并未改变, 严重的经济冲

突有可能导致这两大盟国再次成为交战的对手。

陈丰祥著《近代日本的大陆政策》根据大量中、日文资料, 阐释

了近现代的 70 年间, 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制定过程, 从而揭示了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与对美开战的政策根源。

(英国)毕思勒 (W. G. Beasley)著, 叶延　译《现代日本的崛起

——简明日本现代史》对日本作为现代国家崛起的历程作了较深

入的分析。

(日本) 藤井志津枝著《近代日中关系史源起——1871～ 74 年

台湾事件》通过侵台事件的个案分析, 指出当时两国都在改革之

中, 日本军事力量尚不足以与中国匹敌, 但是清廷以老大帝国自

居, 实施息事宁人妥协外交急于求和, 致使日本侥幸获胜, 侵台得

手强化了好战派力量, 助成其后不断的对外扩张势头。

(美国) 克里瑞 (T. C leary) 著, 黄骧译《日本人的兵法》认为八

百年的武家军人政权与长期对外战争, 使日本人系统吸收了中国

古典兵法及儒、道、释诸家思想, 形成特殊的日本人兵法, 以指导其

军事乃至商业外交诸领域的方法手段。

(挪威) 伦特斯德 (G. L undestad) 著, 郭俊　译《东西南北——

1949～ 1990 年的世界》从欧洲学者的立场对美苏为首的世界冷战

作了较为中立的分析, 作者认为由于欧洲的需要与邀请, 美国在欧

洲的势力迅速扩张; 战后独立的新兴民族国家为自身发展, 努力避

开两大超级大国集团的冷战, 形成了不可低估的不结盟力量, 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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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南北经济发展矛盾与合作诸问题。

(英国) 麦伦、哈瑞司 (M eirion 、Ssie H arries) 合著, 沈彬康译

《藏剑入鞘记——日本之非军事化》搜集了大量资料, 揭示了战后

美军利用日本即存军国主义政府实行整肃, 日本政府阳奉阴违是

以存留大量改造不彻底之处。

(美国) 史麦赫司脱 (R. J. Sm ethu rst) 著, 郭俊　译《日本军国

主义的社会基础》利用大量日本文献, 系统分析战前日本利用“在

乡军人会”、“青年团”、“爱国妇人会”等社会团体将广大民众纳入

军部控制之下, 形成了深厚的军国主义社会基础, 而日本民众也在

对外战争中付出了沉重的牺牲。

(英国) 麦伦、哈瑞司 (M eirion 、Ssie H arries) 合著, 叶延　译

《日本皇军兴亡记》详细介绍了日军的组织结构、战略战术、武器装

备与训练方法, 对其军官团的人员构成、武士道精神传统的剖析甚

为深入; 指出由于长期的侵略宣传、暴力管制等造成日军精神伦理

堕落, 而无限扩军又导致军队素质严重低落, 促成其侵略行动中无

数的暴行。

(美国) 哈达科瑞 (H elen H ardacre) 著, 李明峻译《神道与国

家》详细论述了神道成为日本国家宗教的起源。神道本无经典教

义, 唯强调日本人为神的后裔, 经由战前军国主义政府的扶植, 神

道发展为国家宗教, 为其侵略战争服务。

(美国) 倍利 (K. B. Pyle) 著, 傅曾仁译《日本的问题——新时

代的国力与目标》以“吉田主义”、“历史包袱”等问题为线索, 分析

了战后日本实施的自由贸易与经济立国的强国政策。

(日本) 铃木隆史著, 周启乾监译《日本帝国主义与满洲》客观

分析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地区侵略政策的制定及其推行过程, 介绍

了历史上列强瓜分中国的竞争、日英同盟发展、满蒙独立运动、“百

万移民计划”以及关东军在二战后期力量严重削弱等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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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日本学者波多也善大著、林明德译《中国近代军阀之

研究》, 方志平著《血染我河山——日本侵华史实》, 傅安明著《中国

近代史大事记——由鸦片战争到台湾经验》等, 限于篇幅, 笔者无

法在此对于各部专著都作详细评介。

该丛书有些著作立论是值得商榷的。如格顿·张 (Go rdon H.

Chang) 著, 梅寅生译《敌乎? 友乎? ——美国分化中苏联盟内幕》

一书, 认为美国施展谋略, 离间中苏联盟, 取得了战胜共产主义集

团的胜利。中国坚持不结盟的自主外交, 选择本国的发展道路, 乃

1949 年完成大陆统一, 取得一定的安定发展成就之后的必然决

策, 决非外来离间策略所能左右。此论显示著者美国中心主义的倾

向。另外, 有的专著没有引文注释是为较大遗憾。

(作者徐勇, 1949 年生,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责任编辑: 刘　兵)

《东史郎日记图证》
由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

出版社 2000 年 2 月出版的《东史郎日记图证》, 以东史郎

的《我们的南京步兵队——一个召集兵体验的南京大屠

杀》为蓝本, 用图片资料, 对东史郎从应征入伍参加侵华

战争至武汉会战期间主要日记内容做了背景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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