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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日本于上世纪30年代发动的侵华战争，致使中国大部分国土沦陷，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平民惨遭屠
戮，大量矿产资源被掠夺。
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军民实行全面抗战，到1945年日本投降，在绵延八年，烽烟万里的抗日战
争中，中国人民浴血奋战，380多万将士为国捐躯，3000多万平民伤亡，9500多万平民失去家园，成为
流离失所的难民。
中国在这场战争中遭受的损失，按1945年货币折算，约为6500亿美元。
　　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造成极为惨重的损失，使中国人民深受其害！
　　然而，作为侵略国的日本人民，也为战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当日本天皇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昔日的战胜国成了战败国，105万侵华日军成了战俘
，200多万在华日侨成了战败国的国民。
羁留在中国境内的300多万日俘日侨，在日本投降后所发生的故事，可谓惊心动魄：　　一些战俘集体
自杀、逃亡越狱，在战败的绝望中以最后的疯狂焚毁军营、藏匿军火、强奸杀人，在没有出路的逃亡
中为求活命而偷盗抢劫；兵临绝境的关东军为降与不降而内讧火并，日俘日侨联合举行暴动⋯⋯日侨
更是劫难重重，在悲惨的逃亡路上，有的被抢劫强奸、有的遭追击拦截，有的在惊恐与饥饿中煎熬，
有的为集体“玉碎”而惨死于同胞的枪口之下，有的逃进原始森林变成了“野人”，有的将百万财产
付之一炬后自杀，有的因生活无着而卖淫街头⋯⋯尽管中国当局不念旧恶，实行宽大政策，积极采取
措施，遣送日俘日侨回国，但其中故事仍令人嗟叹：成千上万的女日侨突击寻夫，异国情侣生离死别
，日侨归国途中死于瘟疫，遣送船海上神秘爆炸，受尽蹂躏的慰安妇惨死异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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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后，羁留在中国的日本战俘与侨民共三百余万！
　　三百多万日俘日侨在战祸余波的冲击下。
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的故事：战俘集体自杀、越狱逃亡；在战败的绝望中以最后的疯狂焚毁军营、藏
匿军火、强奸杀人；在没有出路的逃亡中为求活命而偷盗抢劫；兵临绝境的关东军为降与不降而内讧
火并，日俘日侨联合举行暴动⋯⋯日侨更是劫难重重，在悲惨的逃亡路上被抢劫强奸、遭追击拦截，
有的惨死于同胞的枪口之下，有的逃进原始森林，变成“野人”，有的将百万财产付之一炬后自杀，
有的因生活无着而卖淫街头⋯⋯　　尽管中国人民不念旧恶，以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对日俘实行宽大
政策，积极采取措施，遣送日俘日侨回国，但其中故事仍令人嗟叹：成千上万的女日侨突击寻夫，异
国情侣生离死别，遣送船海上爆炸，受尽蹂躏的慰安妇惨死异国⋯⋯　　这部纪实作品运用大量史实
，客观地再现了日本战犯的下场、战俘的结局、日侨的命运；披露了三百万日俘日侨从集中到遣返的
种种内幕，其中许多内情鲜为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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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侵略之国的结局　　三巨头波茨坦密晤后，日本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
惊涛骇浪中的舢板已百孔千疮，但水手们仍要做最后的挣扎，他们能否到达想像中的彼岸？
“国耻日”到来之前，东京城骚乱迭起，天皇裕仁靠何决策使万丈狂澜平息于瞬间？
1945年9月9日这一天，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怎样在中国度过？
　　1.三巨头密晤波茨坦　　1945年7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首都柏林，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举
目所见，尽是断壁残垣和流离失所的人们。
然而，距柏林30英里的波茨坦，竞在弥天的战火中幸存下来，基本保持着昔日的姿容。
也许正因为如此，美国、英国、苏联三国政府首脑才选择了这个城市，在此举行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
。
　　这是三国首脑所举行的最后一次战时会议。
　　这次会议使波茨坦城从此名垂史册。
　　会议从7月16日开始，到8月2日结束，为期18天。
会议持续时间之长，讨论问题之广泛，为三巨头会议中前所未有。
会议的代号为“终点”，它预示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终结，可以说比任何一次会议的代号都富有含义
。
　　使这次会议蒙上一道神秘色彩的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开会之前，竟自告奋勇，要去会见在柏林
的200余名新闻记者，向他们说明对这次会议保密的重要性，并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封锁任何
消息。
当然，这样的小事怎能劳首相大驾？
会议决定还是让新闻秘书代劳。
　　当时，美、英两国与苏联之间漫长而持久的冷战尚未开始，所以三巨头会晤的气氛基本友好。
　　当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斯大林抵达波茨坦后，美国新上任的总统杜鲁门设宴
为他洗尘。
　　65岁的斯大林酒量仍然惊人，餐桌上的佳肴并未引起他的注意，使他发生浓厚兴趣的是那些澄澈
悦目、香醇味浓的各种美酒。
这位大元帅竟怀着孩童般的好奇心，叫服务人员把酒瓶外的罩布拿去，让他看看每一种酒的商标。
当他发现那些酒均产自加利福尼亚州时，笑着对杜鲁门说：　　“等到会议结束，我要专程到这个州
去一趟。
”　　杜鲁门不解其意，问道：　　“阁下此行用意何在？
”　　斯大林说：　　“我要采购一吨酒运回苏联，慢慢地品尝。
”　　斯大林此语虽然只是戏言，但杜鲁门却趁机投其所好，将餐桌上的每一种酒都送给他几瓶，作
为与这位共产主义老大哥的见面礼。
　　宴会结束后，杜鲁门对他的随行人员谈起对斯大林的第一印象时说：　　“这位乔大叔倒是一位
和蔼可亲、令人愉快的伙伴。
”　　“乔大叔”，是当时欧美一些国家对斯大林含有嘲讽而又不无亲切之意的称呼。
　　然而，这位和蔼可亲的“乔大叔”却在会议进行数日之后，因要求美、英两国同苏联共同承认罗
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而与杜鲁门发生了分歧，使会议陷入僵局，并因此揭开了美、苏之间冷
战的序幕。
此是题外话。
　　第一次全体会议于7月17日下午5时，在塞西林霍夫宫正式举行。
　　这里原是威廉亲王的王宫，以霍享索伦王朝命名。
这座三层楼的褐色岩石建筑，位于风光秀丽的格里布尼茨湖畔，战时曾用作医院。
全体会议是在该楼的接待室举行的。
其室之大，足以容纳三国首脑及各自率领的助手们。
三方主要人员围一圆桌而坐，两边是他们的助手与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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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一个巨大的凹式窗户，可以欣赏格里布尼茨湖畔优美的园林景色。
会议的主要入口处及会议室内均挂着三国国旗。
　　在这次马拉松式的会议上，三巨头讨论了有关德国、波兰、西班牙、意大利、南斯拉夫等国的诸
多问题。
然而，这次会议最具重大历史意义的是于7月26日美国、英国、中国三国政府联合发表的“波茨坦公告
”。
而会议结束仅仅12天，太平洋战争势态的发展便导致了日本的投降。
　　值得一提的是，在整个会议期间有一段颇有趣味的插曲——三巨头除了在决定世界前途的问题上
争斗外，还在宴会上进行了一场“音乐战”。
　　在这场“音乐战”中，斯大林、杜鲁门总是得到尽情享受，而对音乐兴趣不大的丘吉尔总是为他
们做出牺牲。
但丘吉尔是最后的胜利者。
　　7月19日晚，杜鲁门首先设宴招待斯大林和丘吉尔。
宴会上的音乐是由一个很有天赋的尤金·利斯特中士演奏的。
杜鲁门很欣赏肖邦的曲子，因此他曾要求利斯特演奏他所喜爱的圆舞曲。
但利斯特却不知道这一乐曲，而且也无乐谱。
不过杜鲁门的随行人员后来很快设法从巴黎弄来了这一圆舞曲的乐谱。
　　斯大林和杜鲁门一样，喜爱古典音乐。
利斯特的演奏使他大为赞赏。
在一曲奏完的间歇，他斟满一杯伏特加，向东道主提议：为年轻的演奏家干杯。
青年中士受宠若惊，使出浑身解数，演奏得更加起劲。
　　这次宴会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1时方告结束。
　　7月21日晚，轮到斯大林做东道主。
他决心拿出更好的音乐，以胜杜鲁门一筹。
他派人乘飞机专程去莫斯科，请来了一名获奖音乐家和一名著名钢琴演奏家。
另外还有两名虽不漂亮但演奏水平却十分高超的女小提琴手，使杜鲁门大为赞赏。
　　当宴会持续到次日凌晨1时的光景，丘吉尔已感到腻烦。
他走到杜鲁门身边，低声问道：　　“阁下，你打算何时回去？
”　　杜鲁门兴致勃勃地说：　　“怎么啦？
多么好的音乐，我爱听极了！
我要待在这里，宴会何时结束，我就何时回去。
”　　丘吉尔大发牢骚说：　　“我可腻透了！
我可不爱这些音乐。
我想回去！
”　　首相阁下说是这么说，但出于礼貌，他还是耐着性子，坚持到凌晨1时半宴会结束。
　　事后，杜鲁门对人一面模仿丘吉尔当时的表情，一面说：　　“首相阁下先是对我怒视，后是生
气，最后终于发起了牢骚。
”　　听者不禁大笑。
　　丘吉尔对助手扬言，一定要对杜鲁门和斯大林进行“报复”。
7月24日晚，轮到他做东道主时，他搬来了英国皇家空军管弦乐队，要他们在宴会上一刻不停地演奏，
并务必坚持到次日凌晨两点。
而他则坐在一旁，面带一副恶作剧般的得意神情，观察杜鲁门和斯大林的反应。
　　住在德皇威廉街2号的美国代表团的司号兵们，受到这些马拉松式音乐会的影响，也爱好起音乐
来。
遇到元首们不开“音乐战”，他们就大奏其乐，以致使音乐迷杜鲁门受到吸引，亲自去向号手们表示
祝贺。
　　这次会议创下了一个记录，成为九次盟国军事会议中最富音乐气氛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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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音乐战”的结果，使三巨头和某些助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欣赏音乐的胃口。
　　在丘吉尔动用庞大的皇家空军管弦乐队获得“音乐战”最后胜利的第二天，日本问题被提上了议
事日程。
　　美国的军事人员拟出了以进攻日本本土作为军事行动主要目标的报告，得到杜鲁门和丘吉尔的同
意。
　　为确保进攻成功，美国将调集大批军队和物资，预定于11月1日首先占领九州，任何其他军事行动
都不得延误或有损于这一最高军事行动的实施。
　　美、英双方一致同意，太平洋战场的战略计划仍将由美国参谋人员制定。
英国舰队将继续协同作战，并调10个远程轰炸中队参战。
在西南太平洋战场上，英国将尽早地控制这一地区，蒙巴顿将军将统率英国与荷兰的军队，在他扩大
了的战区作战。
本战区作战的主要目的，按其顺序是：彻底解放马来亚半岛；向缅甸暹罗（泰国）边界上的日军施加
压力；占领暹罗的重要地区，以及爪哇或苏门答腊的桥头堡阵地。
　　该报告还认为，击败日本本土的日军，是迫使敌人投降的先决条件。
　　这次会议的一个明显的问题，是对中国在对日战争的最后阶段所发挥的作用，未能给予足够的重
视。
虽然会议同意向中国政府提供尽可能多的援助，以便能够有效地发挥对日作战的作用，但要把物资从
印度运进中国，需要翻越喜马拉雅山，这就使训练和武装中国军队成了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苏联代表在会上表明，他们将在8月中旬发动对日本的进攻，目的在于消灭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
队及占领拥有旅顺与大连港的辽东半岛。
当时，苏联估计在中国东北大约驻有30个师的日军与20个师的满洲傀儡部队，即中国抗日军民所称的
“伪军”。
　　苏军总参谋长安东诺夫声明，苏军在与盟军一起击败日本之后，将全部撤出在中国东北的部队。
　　安东诺夫担心美国是否能够防止日本关东军得到来自中国内地或是日本本土的增援。
美国方面则很有把握地表示，由于他们陆、海、空部队的严密封锁，敌人是绝不可能从日本调遣任何
增援部队的。
如有可能的话，也仅仅是从中国内地调几个日本师。
由于美军对地面和空中进行封锁，加上中国军队的牵制，驻中国内地的日军不可能对满洲的关东军进
行大规模的增援。
　　美苏双方在日本海的空军和海军的作战区域方面，在鄂霍次克及白令海双方配合作战方面，以及
在满洲与朝鲜上空双方作战区域的划定方面，均比较顺利地达成了协议。
　　7月16日，美国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试验的原子弹爆炸成功。
在7月24日的全体会议上，杜鲁门走到斯大林面前低声告诉他，美国已试验出一种以往战争中从未使用
过的大威力新式武器。
然而杜鲁门的话并未引起斯大林多少兴趣，这位苏联大元帅没有弄清杜鲁门所说的“大威力”究竟有
多大，只以为是一种新式武器，仅表示希望美国在对日本作战中普遍而有效地使用之。
　　富有幽默感的杜鲁门事后对助手们学说了“乔大叔”的反应，助手们不禁哈哈大笑。
把原子弹像炸弹一样乱扔，将会把日本彻底毁灭，何况美国当时并无可以“普遍而有效地使用”的原
子弹。
　　会上，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主张，杜鲁门总统应向日本人发表一项措辞强硬的声明，敦促他们早
日投降。
同时，考虑到日本人的特殊心理，必须强调“无条件投降”。
并向东京方面解释清楚，无条件投降并非等于消灭日本人民。
这种宣传将是有益的和明智的。
日本天皇裕仁只要发布命令，便可停止战争。
这一声明日的在于把天皇争取过来，并且告诉日本人民，投降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灭亡。
　　史汀生的建议被杜鲁门和丘吉尔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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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草案拟好后，立即电告蒋介石，以征得他的同意。
7月26日，蒋介石对声明做出了答复。
当日，由杜鲁门、丘吉尔和蒋介石以电报方式签署的声明在会议上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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