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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从激烈竞争的规则中得出一个结论：当信息完全对称的时候，一定是强者战胜弱者；而当信息不
完全对称的时候，弱者也有占上风的机会。
情报是经过筛选的信息，对情报的占有决定战争的胜负。
信息就是资源，情报就是战斗力。
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日本对此理解得最深。
1894年，日本以情报上的优势打败了舰船领先的清朝北洋水师。
1905年又战胜了军事强大的俄罗斯，情报上的领先是重要的因素。
这些胜利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提出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口号。
这一方面说明日本军国主义者低估了中华民族的心力与抵抗力，无异于痴人说梦；另一方面也说明日
本在经济力与军事力对中国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信息与情报的优势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日本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的了解，对中国地方实力派心理的把握，都是欧美等国乃至中国统
治当局所难以企及的。
中日之间不仅在经济军事实力上不对称，就是在信息的占有上也是不对称的，在军事情报上更是望尘
莫及，因此日本军人才说出这样的大话来。
战争与经济建设都是在两条线上进行的：一条是公开的，这就是明火执仗的军事与热火朝天的建设；
另一条是隐秘的间谍活动，就是以隐蔽的手段侦探对方的军事机密与商业情报，为公开的战争与建设
服务。
为在情报上占人机先，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像日本那样动员全民的力量，动用最先进的设备进行搜集，
并在搜集中采用了欺骗和阴谋手段。
日本明里喊着“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的口号，实际上是在艳开的菊花后面暗藏着军刀，在举
起军刀之前早已射出了暗箭。
情报是战争的灵魂。
日本军国主义者将侵略他国、掠夺别国的资源作为“国策”。
又因其国土没有防御纵深，势必使其在战略上采取进攻的态势，如果失败，它就没有转圜的余地。
所以日本在进行侵略战争每一步的时候，都要将情报放在领先的位置。
1936年秋，松井石根带着几个幕僚以旅游者的身份由上海出发，沿沪宁铁路线到达南京，他们走走停
停看看，要知道这时的松井可没有休闲的情趣，他是为进攻南京踩点探路来了。
果然，一年后松井石根以华中派遣军司令的身份指挥部队由上海杀向南京。
无独有偶，坂垣征四郎1936年也在晋北进行了一次“旅行”，他避开险要雁门关，徒步由河北的蔚县
经山西的灵邱到达太原。
一年后，他是以第五师团长的身份指挥日军沿这条路线进攻山西的。
日本在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前早已打响了间谍战。
抗日战争过去了70多年，日本现在还有人在战争的起因问题上提出讨论，其实只要看看日本间谍在战
前的动作、日本的情报准备，这个问题的答案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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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些年来我们曾参加过不少学术会议，也听过多次政治报告，不少人在总结中国遭受日本侵略历史教
训时，总是少不了一句话：落后就要挨打。
这句话无疑是对的。
但我们在哪些方面落后，落后的原因是什么，大多一言蔽之，或语焉不详。
至于我们今天还有哪些依然落后的地方，更是不谈。
其实在我们曾经挨打的历次战争中，实力对比并不都是落后，如甲午战争开战前中国海军较日本并不
落后，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军在东北的兵力较关东军也不差。
落后在当时的官方和军队不许下级讲话，听不进御敌良策；落后在对情报不去搜集，不予重视；落后
在生活腐化，怕死怯战，尤其落后在军队没有研究敌人、了解敌情的气氛，没有侦察敌人的举措，好
像我们先人曾经教导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成了过时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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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在明治初年的时候，萨长互争雄长，警视厅向反对派常派遣大批情报人员，去侦探他们的行动
。
一般权力阶级对警视厅的严密监视，深恶痛绝。
他们除了处处掣肘外，必欲除去而后快。
警察总监川路的突然死亡，就是权力阶级对警视厅的严厉报复。
明治天皇曾下令查办，费了好大劲，也毫无头绪，最后不了了之。
情报就是战斗力人们从激烈竞争的游戏规则中得出一个结论：当信息完全对称的时候，一定是强者战
胜弱者；而当信息不完全对称的时候，弱者也有占上风的机会。
情报是经过筛选的信息，对情报的占有决定战争的胜负。
信息就是资源，情报就是战斗力。
国土狭小、资源贫乏的日本对此理解得最深。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以一后进的小国而能战胜老大强盛的俄罗斯帝国，情报的占有是最重要的
决定因素。
这次胜利奠定了日本纵横东西、睥睨世界的基础。
在日俄战争中为战争的胜利起决定作用的间谍冲祯界与横川省三，日本为其树碑立传，大肆宣传，成
为日本上下一致崇拜的偶像。
嗣后，日本的情报组织及功能更臻完备，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日本不但在其国内建立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极为严密的情报机关，就是在世界各国间，也已散布着星
罗棋布的情报网，东自俄罗斯的海参崴，西至美国的旧金山，南自新加坡至中国的上海，北自哈尔滨
以至俄罗斯的伊尔库茨克，都在日本情报活动范围之内，到处都有拖拽着和服、木屐嗒嗒的日本人，
如幢幢鬼影，使人不寒而栗。
监视和密报统制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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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谍在中国(1895~1945)》是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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