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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的战争指导大纲

张艳茹

(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世界历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 要 : 太 平 洋 战 争 期 间 ，日 本 曾 先 后 四 次 制 定《今 后 应 采 取 的 战 争 指 导 大 纲》，作 为 指 导 战 争 的 纲 领 性 文

件。大 纲 主 要 规 定 未 来 战 争 要 达 到 的 目 标 以 及 为 实 现 目 标 采 取 何 种 战 略、政 略、外 交 方 针 等。从 这 四 个 文 件 制 定

的 背 景 和 时 间 节 点 来 看 ，第 一 个 是 日 本 在 战 争 初 期 取 得 超 出 预 期 的 战 果 后 进 行 的 积 极 的 战、政 略 规 划 ，后 三 次 则

是 在 战 局 发 展 不 利 情 况 下 的 被 迫 调 整。从 各 文 件 规 定 的 战 略 目 标 的 变 化 ，可 纵 观 太 平 洋 战 争 期 间 日 本 在 战 略 上

从 主 动 到 被 动、从 进 攻 到 防 守 的 转 变 及 其 作 战 区 域 的 不 断 缩 小。从 文 件 的 内 容 亦 可 看 出 ，日 本 对 外 侵 略 的 核 心 目

标 是 妄 图 建 立 所 谓“大 东 亚 新 秩 序”。在 侵 略 野 心 驱 动 下 ，日 本 在 重 大 战 略 问 题 上 往 往 轻 视 国 家 综 合 实 力 对 战 争

的 影 响 ，制 定 远 超 自 己 实 力 的 战 略 目 标 ，战 略 及 战 术 层 面 常 呈 现 冒 险 性。

关 键 词 : 日 本 太 平 洋 战 争 《今 后 应 采 取 的 战 争 指 导 大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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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pan’s General Guidelines for War during the Pacific War
Zhang Yanru

(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 Studie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6)

Abstract: During the Pacific War，for four times，the Japanese government formulated General Guidelines for Future

War，a programmatic document for war guidance ． The guidelines chiefly stipulated the goals of the future war，and the strate-

gies，political and foreign policies to be adopted for the attainment of the war goals ． The backgrounds and time nodes of the

four documents show that the first one came out when Japan wanted to make active strategic and political planning at the be-

ginning of the war ． The other three were passive adjustments in disadvantageous situations ． The shifts of the strategic objec-

tives in the documents revealed that during the Pacific War，Japan was experiencing changes in strategy from being active to

passive，from being offensive to defensive; and its combat zone was shrinking continuously ． The contents of the documents ex-

posed Japan’s ambition to build“the Great East Asian New Order”． But this ambition，which was far beyond its comprehen-

sive national strength，drove it to set unrealistic strategic objectives and to make risky strategic and tactical decis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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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平 洋 战 争 期 间 ，日 本 先 后 四 次 制 定 了《今 后 应 采 取 的 战 争 指 导 大 纲》( 下 文 简 称《大 纲》) ，作

为 指 导 战 争 的 纲 领 性 文 件。其 内 容 基 本 可 分 为 四 个 方 面 : 一 是 规 定 未 来 一 时 段 要 达 到 的 政 略、战

略 目 标 ;二 是 为 实 现 战 略 目 标 拟 采 取 的 战 术 ;三 是 配 合 战 争 形 势 发 展 的 相 应 外 交 方 针 ;四 是 支 持 战

争 进 行 的 国 内 动 员 及 占 领 地 政 策。自 二 战 结 束 至 今 ，对 太 平 洋 战 争 史 的 研 究 可 谓 汗 牛 充 栋 ，但 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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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 注《大 纲》的 研 究 成 果 并 不 多。日 本 学 者 野 村 实 在 军 事 史 研 究 中 涉 及 过 此 问 题。① 日 本 编 纂 的

与 太 平 洋 战 争 相 关 的 资 料 性 著 作 如《大 东 亚 战 争 全 史》②《败 战 的 记 录》③《杉 山 笔 记》④等 均 记 载 了

四个《大 纲》的 基 本 内 容 ，但 未 专 门 对 此 做 系 统 分 析。近 年 ，一 些 日 本 战 史 研 究 者 开 始 关 注 该 问 题 ，

立 川 京 一 在《战 争 指 导 方 针 的 决 定 程 序———以 太 平 洋 战 争 时 的 日 本 为 例》一 文 中 ，对 四 个《大 纲》制

定 的 过 程 ，参 与 制 定 的 人 员 构 成、制 定 程 序 等 进 行 了 详 细 梳 理 ，但 未 涉 及 对《大 纲》内 容 的 具 体 分

析。⑤ 和 田 朋 幸 在《太 平 洋 战 争 后 半 期 的 战 争 指 导》一 文 中 ，以 第 三 次《大 纲》为 关 注 点 ，分 析 了 陆

军 的 终 战 构 想 ，但 文 章 未 过 多 提 及 其 它 三 个《大 纲》，在 观 点 上 也 有 诸 多 笔 者 不 认 同 之 处。⑥ 国 内 则

尚 未 见 直 接 研 究 此 问 题 的 成 果。

笔者 在 阅 读《御 前 会 议 和 对 外 政 略》( 三 卷)、《大 东 亚 战 争 全 史》《简 明 日 本 战 史》等 资 料 时 发

现 ，从 这 四 个《大 纲》制 定 的 背 景 及 时 间 节 点、战 略 目 标 及 战 术 的 变 化 ，可 以 反 映 出 太 平 洋 战 争 期 间

日 本 对 形 势 的 判 断 及 相 应 的 战 略 调 整。本 文 尝 试 从 这 一 角 度 对 这 四 个 战 争 指 导 大 纲 做 一 梳 理。

由于 篇 幅 所 限 ，仅 探 讨《大 纲》所 反 映 的 日 本 总 体 战 略 目 标 及 战 术 的 调 整、变 化 ，对 其 所 反 映 出 的 外

交 政 策 调 整 等 拟 另 文 再 议。

一、第 一 个《大 纲》与 优 势 战 局 下 的 积 极 战 略 规 划

太 平 洋 战 争 爆 发 前 ，日 本 制 定 的 对 形 势 发 展 有 决 定 性 作 用 的 文 件 是《基 本 国 策 要 纲》《伴 随 世

界 形 势 推 移 之 帝 国 国 策 要 纲》和《帝 国 国 策 执 行 要 领》。⑦ 这 三 个 文 件 曾 对 日 本 的 外 交、军 备、强 化

国 内 战 争 体 制 等 起 了 方 向 性 的 指 导 作 用。

日 本 挑 起 太 平 洋 战 争 后 ，战 争 规 模 剧 增 ，这 就 需 要 进 一 步 统 一 全 国 的 政、战 略 ，特 别 是 协 调 内

阁 和 军 部 以 及 实 现 陆、海 军 协 同 作 战 ，同 时 强 化 国 内 战 争 体 制。这 种 情 况 下 ，需 要 制 定 一 个 全 面 的

纲 领 性 文 件。

太 平 洋 战 争 爆 发 时 ，东 条 英 机 是 日 本 首 相 兼 陆 相。日 本 陆 军 自 太 平 洋 战 争 开 战 之 初 就 有 制 定

综 合 性 战 争 指 导 大 纲 的 想 法。⑧ 1942 年 初 ，大 本 营 陆 军 参 谋 本 部 第 一 部 第 二 课 ( 即 作 战 课 ) 已 经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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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野 村 实 在《太 平 洋 战 争 中 日 本 的 战 争 指 导》(「太 平 洋 戦 争 の 日 本 の 戦 争 指 導」、近 代 日 本 研 究 会·年 報『近 代 日 本 研 究』

第 四 号「特 集·太 平 洋 戦 争」、東 京、山 川 出 版 社、1982 年 ) 及《太 平 洋 战 争 下 的 军 部 独 裁》(「太 平 洋 戦 争 下 の 軍 部 独 裁」、三 宅 正

樹『第 二 次 大 戦 と 軍 部 独 裁』、東 京、第 一 法 規 出 版 株 式 会 社、1983 年 ) 等 文 章 中 均 涉 及 此 问 题。他 主 要 关 注 的 是 军 部 的 战 争 指

导 和 军 部 中 陆、海 军 在 军 事 指 导 上 的 分 歧。

［日］服 部 卓 四 郎『大 東 亜 戦 争 全 史』、東 京、原 書 房、1982 年。

『敗 戦 の 記 録』、東 京、原 書 房、1979 年。

［日］参 謀 本 部『杉 山 メ モ』( 上·下 )、東 京、原 書 房、1977 年。

［日］立 川 京 一「戦 争 指 導 方 針 決 定 の 構 造———太 平 洋 戦 争 時 の 日 本 を 事 例 と し て」、防 衛 省 防 衛 研 究 所『戦 史 研 究 年 報』

( 13 )、2010 年、26—55 頁。

［日］和 田 朋 幸「太 平 洋 戦 争 後 半 期 に お け る 戦 争 指 導———陸 軍 の 戦 争 終 結 構 想 を 中 心 と し て」、防 衛 省 防 衛 研 究 所『戦

史 研 究 年 報』( 13 )、2010 年、56—80 頁。

《基 本 国 策 要 纲》具 体 内 容 参 见『JACAＲ ( ア ジ ア 歴 史 資 料 セ ン タ ー ) Ｒef ． A06033004700、基 本 国 策 要 綱 ( 国 立 公 文 書

館 )』，该 文 件 是 第 二 次 近 卫 文 麿 内 阁 于 1940 年 7 月 26 日 发 布 的 ，核 心 内 容 是 提 出 建 设 所 谓 以“日 满 支”为 核 心 的“大 东 亚 新 秩

序”、建 立 国 防 国 家 体 制 等。后 两 个 文 件 具 体 内 容 参 见『JACAＲ ( ア ジ ア 歴 史 資 料 セ ン タ ー ) Ｒef ． B02032960300、大 東 亜 戦 争 関

係 一 件 / 開 戦 ニ 直 接 関 係 ア ル 重 要 国 策 決 定 書 ( 第 二 次 近 衛 内 閣 ヨ リ 開 戦 マ デ ) 第 二 巻 ( A-7 -0 -0 -9 _49 _002 ) ( 外 務 省 外 交 史 料

館 )』。这 两 个 文 件 都 是 第 三 次 近 卫 内 阁 时 审 议 制 定 的，《伴 随 世 界 形 势 推 移 之 帝 国 国 策 要 纲》的 核 心 内 容 是 强 调 建 立“大 东 亚

新 秩 序”，进 驻 南 部 法 属 印 度 支 那 ，为 此 不 辞 对 英、美 开 战。后 来 随 着 欧 战 形 势 的 演 进 ，日 本 于 1941 年 9 月 制 定 了《帝 国 国 策 执

行 要 领》，决 定 在 中 国 问 题 上 不 容 美 国 等 置 喙 ，以 10 月 下 旬 为 日 美 交 涉 截 止 日 期 ，在 那 之 前 完 成 对 美、英、荷 的 战 争 准 备。因 事

关 重 大 ，10 月 下 旬 第 三 次 近 卫 内 阁 无 法 下 定 开 战 决 心 ，不 久 辞 职 ，之 后 东 条 英 机 内 阁 成 立。11 月 初 ，天 皇 下 令 就《帝 国 国 策 执 行

要 领》重 新 再 议 ，日 本 还 是 决 定 以 12 月 1 日 为 日 美 交 涉 截 止 日 期 ，同 时 加 紧 进 行 开 战 准 备 ，最 终 决 定“南 进”对 美、英 开 战。

［日］軍 事 史 学 会『大 本 営 陸 軍 部 戦 争 指 導 班 機 密 戦 争 日 誌』( 上 )、東 京、錦 正 社、1998 年、210 頁。



始着 手 起 草 战 争“指 导 要 领”，之 后 经 过 陆 军 内 部 的 讨 论 修 改 ，获 得 陆 军 高 层 认 可。在 1942 年 2 月

4 日 的 大 本 营 政 府 联 席 会 议 上 ，东 条 正 式 提 出 应 尽 快“就 今 后 的 战 争 指 导、大 东 亚 建 设 及 与 这 些 相

关的 国 内 指 导 方 针 等 进 行 讨 论”。① 当 天 的 联 席 会 议 讨 论 决 定 制 定《大 纲》，并 提 出 进 行“世 界 形 势

判 断”，作 为 制 定 战 争 指 导 方 策 的 依 据。

在 这 之 后 ，陆 军 方 面 将 先 前 草 拟 的“指 导 要 领”提 交 给 海 军 和 外 务 省 听 取 意 见 ，三 方 经 过 多 轮

磋 商 后 制 定 了 修 改 方 案 ，该 修 改 案 成 为 第 一 个《大 纲》的 草 案。大 本 营 将 草 案 提 交 大 本 营 政 府 联 席

会 议 讨 论 ，在 1942 年 3 月 7 日 的 大 本 营 政 府 联 席 会 议 上《大 纲》获 得 通 过。同 月 13 日 ，首 相 东 条

英 机、陆 军 参 谋 总 长 杉 山 元、海 军 军 令 部 总 长 永 野 修 身 就 该《大 纲》联 合 上 奏 天 皇，《大 纲》获 得 天

皇 批 准。这 个《大 纲》是 日 本 在 取 得 了 初 期 胜 利、达 到 了 预 期 进 攻 目 标 之 后 制 定 的 ，因 此 其 对 未 来

做 出 的 政 略、战 略 规 划 很 是 积 极。

开 战 之 初 ，日 本 认 为 通 过 自 己 的 突 袭 和 迅 猛 攻 势 ，在 初 期 进 攻 中 有 占 据 优 势 的 胜 算 ，进 而 可 占

领 西 南 太 平 洋 上 的 战 略 要 点，“凭 借 开 战 最 初 的 一 击 ，应 可 完 全 粉 碎 珍 珠 港 之 美 舰 队。若 乘 美 国 准

备 不 充 分 时 ，以 一 次 打 击 攻 占 所 有 重 要 据 点、确 保 开 战 时 的 战 略 优 势 ，就 能 有 利 地 支 配 之 后 的 作 战

规 模。”②在 此 判 断 基 础 上 ，日 本 认 为:“基 于 陆 海 军 统 帅 部 数 次 纸 上 演 习 的 结 果 ，对 南 方 攻 略 作 战 经

过 大 致 预 测 如 下 :作 战 开 始 后 ，约 二 十 日 可 攻 占 香 港 ，约 五 十 日 可 攻 占 马 尼 拉 ，约 百 日 可 攻 占 新 加

坡 ，约 一 百 五 十 日 可 攻 占 爪 哇。即 大 概 用 五 个 月 时 间 占 领 所 希 望 占 领 的 南 方 要 域 大 部 ，到 彼 时 作

战 可 划 一 段 落。”③

从实 际 的 战 争 进 程 来 看 ，因 为 有 战 前 的 精 心 准 备 ，战 争 初 期 日 本 确 实 取 得 了 较 大 战 果 ，于 1941

年 12 月 中 旬 占 领 了 关 岛、威 克 岛、香 港。1942 年 1 月 30 日 ，征 服 了 马 来 亚。在 紧 接 着 进 攻 菲 律 宾

时 ，虽 遭 遇 美 菲 联 军 在 巴 丹 半 岛 和 科 雷 吉 多 尔 岛 的 顽 强 抵 抗 ，但 日 军 仍 占 领 了 菲 律 宾 的 大 部 分 地

区。可 以 说 ，在 第 一 个《大 纲》制 定 时 ，日 本 已 达 到 了 早 期 预 定 目 标 ，偷 袭 珍 珠 港、在“南 方 要 域”的

作 战 都 比 预 期 顺 利 ，消 灭 敌 人 战 力 亦 超 过 预 期 ，自 己 一 方 的 损 失 则 比 预 期 要 小。④

这 种 背 景 下 出 台 的 第 一 个《大 纲》，其 主 要 内 容 如 下 :

1 ． 使 英 国 屈 服，使 美 国 丧 失 战 意，接 着 扩 充 既 得 战 果，继 续 完 善 长 期 不 败 之 政 略 及 战

略 态 势，寻 机 采 取 积 极 方 策。

2 ． 确 保 占 领 地 及 主 要 交 通 线，促 进 国 防 重 要 资 源 的 开 发 利 用，确 立 自 给 自 足 的 态 势，

努 力 增 强 国 家 战 力。

3 ． 酌 量 我 国 力、作 战 之 推 移、德 苏 战 况、美 苏 关 系、重 庆 的 动 向 等 诸 形 势，制 定 更 加 积

极 的 战 争 指 导 具 体 方 策。⑤

从 此《大 纲》的 内 容 及 制 定 阶 段 的 讨 论 来 看 ，日 本 对 未 来 战 争 形 势 的 判 断 和 战 争 指 导 构 想 主 要

有 三 点 :一 是 判 断 初 期 的 大 规 模 进 攻 已 经 达 到 目 的 ，在 初 期 有 利 战 局 下 应 做 出 积 极 战 略 规 划 ，巩 固

已 占 领 地 区 ，继 续 在 太 平 洋 和 印 度 洋 区 域 展 开 有 重 点 的 大 规 模 进 攻 作 战 ，以 期 占 领 太 平 洋、印 度 洋

上 有 战 略 意 义 的 岛 屿 ，切 断 敌 方 交 通 线 ，保 障 己 方 交 通 线 的 畅 通 ，同 时 通 过 大 规 模 海 上 作 战 打 击 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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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海 上 有 生 力 量 ，特 别 是 击 溃 太 平 洋 上 的 美 国 舰 队 ;二 是 在 占 领 马 来 亚 与 荷 属 东 印 度 等 地 之 后 ，

迅 速 确 立 自 己 的 资 源 及 势 力 圈 ，备 战 美、英 等 国 的 反 攻 ，并 依 托 此 自 给 自 足 的 经 济 圈 构 筑 长 期 作 战

的 基 础 ;三 是 判 断 战 争 不 会 短 期 内 结 束 ，将 是 长 期 的。

野 村 实 认 为 ，这 个《大 纲》中“中 长 期 战”和“短 期 决 战”两 种 思 想 混 杂 ，继 续 采 取 攻 势 作 战 有 为

了 摆 脱 未 来 困 境 迫 不 得 已 而 为 之 的 成 分 ，主 要 依 据 是 陆、海 军 之 间 当 时 存 在 着 对 接 下 来 应 采 取“攻

势”还 是“守 势”的 争 论。① 确 实 ，在《大 纲》制 定 阶 段 ，陆、海 军 双 方 在 未 来 太 平 洋 和 印 度 洋 的 进 攻

方 向、作 战 区 域 范 围 及 战 争 规 模 控 制 等 方 面 ，均 有 一 定 的 意 见 分 歧。② 然 而 ，综 合 各 种 材 料 来 看 ，尽

管 陆、海 军 之 间 有 争 论 ，但 他 们 都 不 认 为 战 争 可 短 期 结 束 ，长 期 战 是 共 同 的 判 断。主 张 攻 势 作 战 的

海 军 ，其 目 的 也 是 为 了 创 造 更 有 利 的 军 事 形 势 ，为 巩 固 占 领 区 域 争 取 更 多 的 时 间 和 更 大 的 空 间。③

陆 军 主 张 持 守 势 ，着 手 巩 固 战 果 ，涵 养 战 力 ，以 求 在 今 后 的 长 期 战 争 中 立 于 不 败 之 地 ，但 陆 军 也 并

不 是 一 味 主 张 转 攻 为 守。1942 年 4 月 ，陆 军 省 第 一 部 长 在 给 其 下 属 的 指 示 中 就 曾 强 调，“此 处 最 应

留 意 的 是 对 大 东 亚 战 争 现 阶 段 的 认 识 问 题 ，随 着 战 争 顺 利 进 行 ，南 方 作 战 已 告 一 段 落 ，也 可 以 看 做

是 大 东 亚 战 争 到 了 一 个 阶 段 ，今 后 最 应 警 戒 的 是 那 种 固 持 紧 缩 防 卫 方 针 的 思 想 ，为 了 战 争 继 续 发

展 ，将 来 采 取 小 规 模 的 积 极 行 动 当 是 必 要 的”。④

东 条 首 相 和 陆、海 军 总 长 在 上 奏 天 皇 时 也 表 明 了 对 未 来 战 争 走 向 的 想 法。他 们 表 示:“我 们 已

有 了 此 次 战 争 是 长 期 战 的 心 理 准 备 ，需 为 此 制 定 各 种 方 策。即 短 期 使 美、英 屈 服 实 为 至 难 ，亦 不 可

能 通 过 双 方 妥 协 终 结 战 争 ，就 如 我 们 战 前 所 预 料 的 那 样。尽 管 如 此 ，以 我 们 开 战 以 来 所 取 得 之 赫

赫战 果 ，目 前 在 政、战 两 略 上 都 占 有 优 势 ，应 抓 住 现 在 之 战 机 继 续 扩 大 优 势 ，使 我 们 能 在 政、战 两 略

上 形 成 长 期 不 败 之 态 势 ，并 陷 美、英 于 长 期 消 极 防 守 之 境 地。”⑤

由 此 可 以 看 出 ，日 本 决 定 继 续 采 取 重 点 方 向 的 攻 势 作 战 并 非 迫 不 得 已 之 举 ，而 是 在 当 时 有 利

形 势 下 做 出 的 积 极 判 断。

在 第 一 个《大 纲》制 定 完 成 后 ，日 本 开 始 在《大 纲》指 导 下 制 定 相 应 的 作 战 计 划。1942 年 4 月

15 日 ，海 军 提 交 的《大 东 亚 战 争 第 二 段 帝 国 海 军 作 战 计 划》获 得 天 皇 批 准。该 计 划 的 内 容 包 括 :

“(1) 通 过 攻 陷 锡 兰 岛 ，切 断 英、印 间 的 交 通 要 道 ，确 保 和 德、意 间 的 联 络。( 2 ) 攻 陷 斐 济 诸 岛、萨 摩

亚 群 岛、新 喀 里 多 尼 亚 岛 ，切 断 美 国 和 澳 大 利 亚 间 的 海 上 交 通 和 航 空 通 道 ( FS 作 战 ) ，尽 可 能 将 来

进 攻 澳 大 利 亚。(3) 攻 陷 中 途 岛 ，攻 陷 或 破 坏 阿 留 申 群 岛 的 作 战 基 地。(4) 攻 陷 夏 威 夷 外 围 基 地 ，

考 虑 在 主 力 决 战 后 攻 陷 夏 威 夷。”⑥从 这 个 计 划 来 看 ，日 本 打 算 夺 取 从 东 太 平 洋 的 夏 威 夷 诸 岛 到 东

南 太 平 洋 的 萨 摩 亚 岛 再 到 南 太 平 洋、印 度 洋 的 各 主 要 岛 屿。这 些 岛 屿 围 绕 东 亚、东 南 亚、南 亚 形 成

一 个 大 的 区 域 ，若 控 制 了 这 个 区 域 的 制 海 权 和 制 空 权 ，就 可 以 无 所 顾 忌 地 控 制 东 亚 和 东 南 亚 地 区。

实 际 作 战 中 ，日 本 也 在 逐 步 实 施 自 己 的 计 划。1942 年 2 月 ，日 军 已 开 始 展 开 对 印 度 洋 方 向 的

进攻 ;3 月 ，开 始 进 攻 锡 兰 岛 等 地 ，英 国 舰 队 被 迫 撤 至 非 洲 东 岸 ，日 本 切 断 了 印 度 东 西 两 侧 之 间 的 海

上 交 通。在 东 南 太 平 洋 方 向 ，为 切 断 美、澳 间 的 海 上 交 通 ，从 1 月 起 日 本 对 所 罗 门 群 岛 和 新 几 内 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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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展 开 攻 势 ，占 领 了 拉 包 尔 等 地 ，期 间 美、澳 军 队 进 行 了 积 极 防 守 ;5 月 ，双 方 在 该 区 域 进 行 了 大 规

模 的 珊 瑚 海 海 战 ，尽 管 日 本 未 达 到 占 领 莫 尔 兹 比 港 的 目 的 ，但 还 是 逐 步 占 领 了 所 罗 门 群 岛 大 部 ，切

断 了 美、澳 间 的 交 通 线。在 东 太 平 洋 方 向 ，1942 年 4 月 ，日 本 决 定 进 攻 中 途 岛 和 阿 留 申 群 岛 ，目 的

是 以 这 个 行 动 引 诱 美 国 太 平 洋 舰 队 应 战 ，并 将 其 歼 灭。① 日 本 认 为 ，若 能 占 领 中 途 岛 ，亦 可 为 将 来

进 攻 夏 威 夷 做 准 备。

日 本 明 显 低 估 了 美、英 等 国 的 战 斗 实 力。1942 年 3 月 7 日 审 议《大 纲》的 大 本 营 政 府 联 席 会 议

同 时 还 讨 论 了 作 为 制 定《大 纲》基 础 的《世 界 形 势 判 断》。日 本 认 为 ，美、英 的 战 略 重 点 是 在 欧 洲 ，

在 亚 洲 等 地 应 会 努 力 确 保 在 印 度 洋 的 制 海 权 及 对 印 度、澳 洲 的 控 制 ;美 国 会 和 英 国 紧 密 合 作 ，确 保

澳 洲 及 印 度 洋 上 的 反 攻 据 点 ，通 过 各 种 方 式 破 坏 日 本 的 海 上 交 通 线 ，对 日 本 的 中 枢 实 施 奇 袭 ，等

等。日 本 对 美、英 战 力 的 判 断 是 ，美 国 国 内 转 换 为 战 时 体 制 尚 需 时 日 ，约 在 1944 年 末 才 能 形 成 国

家 总 体 战 的 态 势 ; 英 国 在 欧 洲 战 况 艰 难 ，如 果 能 让 澳 洲 和 印 度 脱 离 英 国 控 制 ，对 英 国 将 是 重 大 打

击。② 总 之 ，日 本 认 为 美、英 等 应 不 会 迅 速 组 织 大 规 模 反 攻。

但 美 军 反 攻 的 速 度 和 规 模 远 超 日 本 预 想。在 反 法 西 斯 同 盟 成 立 后 ，1942 年 3 月 ，美 国 将 太 平

洋 战 区 划 分 为 西 南 太 平 洋 战 区 和 太 平 洋 战 区 ，前 者 由 麦 克 阿 瑟 上 将 指 挥 ，后 者 由 尼 米 兹 上 将 指 挥 ，

太 平 洋 战 区 的 南 太 平 洋 由 戈 姆 利 中 将 担 任 指 挥 官。盟 军 大 批 部 队 开 始 向 这 些 地 区 增 援 ，并 迅 速 整

合 力 量 加 强 防 御 ，着 手 组 织 反 攻 作 战。

二、战 局 转 折 下“绝 对 国 防 圈”的 设 定 与 第 二 个《大 纲》

众 所 周 知 ，中 途 岛 海 战 是 太 平 洋 战 争 的 转 折 点。在 1942 年 6 月 4 日、5 日 的 中 途 岛 海 战 中 ，日

军败 北 ，失 去 了 4 艘 航 空 母 舰。有 论 者 言 道:“当 中 途 岛 的 败 战 使 日 本 尽 早 击 溃 太 平 洋 上 的 美 国 舰

队 的 企 图 破 灭 以 后 ，大 本 营 和 联 合 舰 队 又 开 始 研 究 另 一 个 方 案 ，即 向 重 庆 和 印 度 洋 方 面 发 动 攻 势 ，

以 期 早 日 降 伏 中 英 两 国。他 们 还 推 测 美 军 的 正 式 反 攻 不 会 早 于 1943 年 中 期 ( 因 为 尚 在 建 造 的 航

空 母 舰 到 那 时 才 能 大 批 服 役 ) ，从 而 打 算 在 南 太 平 洋 方 面 建 立 一 种 态 势 :攻 占 莫 尔 兹 比 港 ，在 新 几

内 亚 东 部 － 所 罗 门 － 吉 尔 伯 特 这 条 交 通 要 道 上 阻 止 盟 军 的 反 攻。”③中 途 岛 海 战 后 ，日 本 确 实 在 战

略 上 做 了 一 些 收 缩 调 整 ，如 海 军 方 面 暂 时 推 延 进 行 FS 作 战 的 计 划 ，转 而 在 所 罗 门 群 岛 的 瓜 达 尔 卡

纳 尔 岛 建 立 基 地。

1942 年 6 月 ，尼 米 兹 和 麦 克 阿 瑟 共 同 主 张 进 行 一 次 反 击 战 ，以 夺 回 拉 包 尔 ，打 通 美、澳 交 通 线。

由此 ，“( 美 国 ) 参 谋 长 联 席 会 议 决 定 实 施‘瞭 望 台 作 战’。第 一 阶 段 由 戈 姆 利 指 挥 夺 回 瓜 岛 和 图 拉

吉 岛 ，于 8 月 上 旬 实 施。第 二、三 阶 段 由 麦 克 阿 瑟 指 挥 ，经 新 几 内 亚 东 岸 和 所 罗 门 ，直 捣 拉 包 尔。”④

8 月 ，美 军 开 始 在 瓜 达 尔 卡 纳 尔 岛 登 陆 ，与 日 军 进 行 了 约 半 年 惨 烈 的 拉 锯 战。日 军 在 瓜 岛 之 战 中 消

耗 了 大 量 的 海 军 空 战 力 量 ，于 1943 年 2 月 无 奈 地 从 瓜 岛 撤 军。

从 瓜 岛 撤 退 之 后 ，日 军 的 战 场 优 势 渐 失。日 本 在 东 太 平 洋 和 东 南 太 平 洋 方 向 的 海 战 及 岛 屿 作

战 没 有 达 到 扩 大 战 果 的 预 期 目 的 ，也 没 能 迫 美、英 取 守 势。日 本 在 这 些 大 大 小 小 的 战 役 中 损 失 大

量 舰 船、战 机 和 有 生 力 量 ，战 争 持 续 到 1943 年 后 ，其 与 同 盟 国 在 综 合 实 力 上 的 差 距 开 始 显 现。

—87—

《军事历史研究》 2016 年第 5 期

①

②

③

④

参 见 ［英］李 德·哈 特:《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战 战 史》，钮 先 钟 译 ，上 海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2011 年 ，第 331 页。

『JACAＲ( ア ジ ア 歴 史 資 料 セ ン タ ー ) Ｒef ． B02032972200、大 東 亜 戦 争 関 係 一 件 / 戦 時 中 ノ 重 要 国 策 決 定 文 書 集 ( A-7 -0 -0 -

9 _52 ) ( 外 務 省 外 交 史 料 館 ) 』。

［日］桑 田 悦、前 原 透:《简 明 日 本 战 史》，军 事 科 学 院 外 国 军 事 研 究 部 译 ，北 京 : 军 事 科 学 出 版 社 ，1989 年 ，第 187—188

页。

［日］桑 田 悦、前 原 透:《简 明 日 本 战 史》，军 事 科 学 院 外 国 军 事 研 究 部 译 ，第 188—189 页。



1943 年 2 月 27 日 ，日 本 大 本 营 及 政 府 联 席 会 议 讨 论 了 新 的《世 界 形 势 判 断》，对 美、英 动 向 的

判 断 是“美 英 策 划 摧 垮 德 意 ，打 破 帝 国 之 大 东 亚 建 设 ，进 而 为 冲 击 帝 国 中 枢 部 做 准 备 ，今 后 它 们 的

合 作 会 更 加 密 切 ，迅 速 增 强 自 己 的 战 力 ，以 其 逐 渐 增 强 的 兵 力 发 动 攻 势 ，以 使 枢 轴 侧 屈 服 ，其 攻 势

在 昭 和 十 八 年 后 期 以 后 会 愈 益 达 到 高 潮”。① 也 就 是 说 ，日 本 预 计 到 同 盟 国 要 逐 渐 展 开 大 规 模 反

攻 ，时 间 在 1943 年 下 半 年 ，他 们 将 要 应 对 盟 军 的 反 攻。显 然 ，这 种 形 势 判 断 已 不 像 之 前 那 么 乐 观。

在 此 种 形 势 判 断 下 ，1943 年 2 月 末 ，日 本 陆 军 制 订 了《昭 和 十 八 年 度 帝 国 陆 军 西 南 方 面 作 战 指

导 计 划》，一 反 原 来 的 以 军 政 和 占 领 地 域 的 治 安 防 卫 为 重 点 的 思 想 ，改 为 进 行 以 防 止 敌 人 反 击 进 攻

为主 的 作 战 准 备 ，作 战 及 防 卫 的 重 点 放 在 缅 甸 方 面 和 资 源 要 地。② 3 月 25 日 ，日 本 海 军 也 制 订 了 新

的 作 战 方 针 ，虽 然 还 没 有 完 全 放 弃 进 行 攻 势 作 战 的 想 法 ，但 在 各 方 向 已 被 迫 以 守 势 为 主。③

盟 军 占 领 瓜 岛 后 ，在 1943 年 5 月 召 开 华 盛 顿 会 议 ，决 定 了 太 平 洋 战 场 的 几 个 反 攻 方 向:“一、

北 太 平 洋 部 队 从 阿 留 申 群 岛 驱 逐 日 本 军 ; 二、中 部 太 平 洋 部 队 从 珍 珠 湾 西 进 ; 三、南 太 平 洋 和 西 南

太 平 洋 部 队 合 作 进 击 拉 包 尔 ，接 着 西 南 太 平 洋 部 队 沿 新 几 内 亚 北 岸 西 进。”④之 后 ，盟 军 从 阿 留 申 群

岛、所 罗 门 群 岛、新 几 内 亚 等 地 开 始 了 不 同 规 模 的 反 攻 突 进 行 动，“到 1943 年 9 月 ，美 军 已 经 深 深

突 入 日 军 防 御 圈。继 阿 留 申 群 岛 和 所 罗 门 群 岛 之 后 ，现 在 新 几 内 亚 东 部 也 已 失 守。”⑤

1943 年 7 月 后 ，欧 洲 战 局 也 发 生 了 变 化。德 国 在 苏 联 遭 遇 了 失 败 ，盟 军 在 意 大 利 西 西 里 岛 登

陆 ，开 始 反 攻 作 战。日 本 所 设 想 的 由 德 国 摧 毁 英 国 ，与 德、意 合 作 通 过 战 争 使 美 国 屈 服 等 前 景 都 不

可 能 实 现 了。

在 这 种 情 况 下 ，9 月 中 旬 ，日 本 大 本 营 制 定 了 新 的 作 战 构 想 ，决 定 设 定“绝 对 国 防 圈”，以 造 成

“不 败 的 战 略 态 势”。所 谓“绝 对 国 防 圈”是“两 统 帅 部 从 八 月 初 开 始 用 了 一 个 多 月 的 时 间 研 究 ，在

御 前 做 了 纸 上 模 拟 演 习 后 决 定 的”。⑥ 大 本 营 认 为:“先 前 做 出 了 莫 大 的 牺 牲 努 力 保 持 的 新 几 内 亚

东 部、所 罗 门 群 岛 北 部、马 绍 尔 群 岛 连 接 组 成 的 要 域 ，现 在 其 东 南 方 向 将 出 现 破 绽 ，并 且 以 拉 包 尔

为 中 心 的 西 南 方 面 ，我 们 的 势 力 有 无 力 化 的 倾 向 ，进 而 会 导 致 马 绍 尔、吉 尔 伯 特 方 面 的 弱 化。如 此

一 来 ，以 东 南 方 面 敌 我 力 量 悬 殊 ，即 使 今 后 投 入 战 力 ，从 长 远 来 看 也 没 有 能 确 保 其 不 失 守 的 成 算。

在 此 种 判 断 之 下 ，此 次 将 绝 对 国 防 圈 一 举 后 撤 至 从 班 达 海 到 东 西 加 罗 林 群 岛 及 马 里 亚 纳 群 岛 一

线 ，在 该 线 严 加 防 备 ，在 反 击 战 准 备 中 提 高 航 空 战 力 ，以 期 彻 底 击 破 来 攻 之 敌。”⑦在 维 持 原 有 战 争

规模 日 渐 吃 力 的 情 况 下 ，日 本 必 须 进 行 战 略 上 的 重 新 部 署 ，而 为 了 统 一 政、战 略 ，应 对 反 攻 ，就 需 要

制 定 新 的 战 争 指 导 大 纲。

1943 年 9 月 25 日 召 开 的 大 本 营 政 府 联 席 会 议 ，讨 论 决 定 了《世 界 形 势 判 断》《战 略 方 策》《对

外 方 策》三 个 文 件 ，并 讨 论 拟 定 新《大 纲》事 宜。会 上 ，日 本 政 要 分 析 :美 国 的 目 的 是 建 立 以 美 国 为

中 心 的 世 界 体 制 ，要 让 德、日 完 全 屈 服 ，而 且 想 迅 速 结 束 战 争 ; 美 国 致 力 于 和 英 国 合 作 ，利 用 重 庆 ，

打 倒 日、德 ，其 进 攻 重 点 已 指 向 了 东 亚 ，并 希 望 苏 联 能 够 参 加 对 日 作 战 ; 在 东 亚 ，美、英 会 在 日 本 加

强 岛 屿 布 防 前 迅 速 强 化 包 围 攻 势 ，1943 年 秋 冬 ，来 自 太 平 洋 方 向 的 进 攻 会 日 益 激 烈 ;在 缅 甸、安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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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苏 门 答 腊 方 向 ，美 军 也 会 进 行 大 规 模 攻 击 ，以 使 局 势 急 转。日 本 对 形 势 的 综 合 判 断 是:“美、英、

苏 掌 握 了 战 争 的 主 动 权 ，在 政 战 两 略 上 倾 尽 全 力 连 续 进 攻。日、德 凭 借 已 有 的 战 果 组 织 破 坏 它 们

的 企 图 ，明 年 春、夏 之 交 是 世 界 战 争 最 激 烈 的 时 候。”①日 本 对“战 争 推 移 和 海 洋 作 战 状 况 的 判 断”

是:“由 于 意 的 投 降 ，三 国 ( 德 意 日 ) 共 同 作 战 迫 英 投 降 的 计 划 已 经 化 为 泡 影。日 德 的 关 系 ，已 经 从

当 初 的 积 极 期 待 转 变 为 了 现 在 希 望 对 方 还 健 在 能 继 续 战 斗 的 消 极 期 待 ，日 本 真 的 应 该 有 独 自 进 行

长 期、持 久 战 争 的 打 算。”②可 以 看 出 ，日 本 清 楚 认 识 到 己 方 已 失 去 了 战 争 的 主 动 权。

1943 年 9 月 30 日 御 前 召 开 的 大 本 营 政 府 联 席 会 议 ，审 议 通 过 了 设 定“绝 对 国 防 圈”的 第 二 个

《大 纲》。其 中 规 定 :

1 ． 帝 国 以 在 今 明 年 内 决 出 战 局 大 势 为 目 标，继 续 粉 碎 美 英 等 敌 国 之 攻 势 企 图，迅 速 确

立 必 胜 之 战 略 态 势，同 时 急 速 增 强 决 胜 战 力，特 别 是 航 空 战 力，主 动 实 施 对 美 英 的 作 战。

……

要 领 :

1 ． 排 除 万 难，大 致 以 昭 和 十 九 年 中 期 为 目 标 确 立 应 对 美 英 进 攻 之 战 略 态 势，随 时 捕 捉

并 粉 碎 敌 人 的 反 攻 战 力。

为 实 施 帝 国 战 争，在 太 平 洋 及 印 度 洋 方 面 划 定 包 含 应 绝 对 确 保 之 要 域 在 内 的 圈 域，应

绝 对 确 保 之 要 域 包 括 千 岛、小 笠 原、内 南 洋 ( 中、西 部 ) 及 西 部 新 几 内 亚、巽 他、缅 甸。

战 争 期 间，始 终 确 保 圈 域 内 之 海 上 交 通。

……

7 ． 迅 速 集 结 发 挥 国 内 全 力，力 行 决 战 政 策，增 强 决 战 战 力 特 别 是 航 空 战 力，希 冀 激 励

举 国 赴 难 士 气 之 昂 扬。③

对日 本 而 言 ，第 二 个《大 纲》是 在 战 争 形 势 逐 渐 严 峻 的 情 况 下 制 定 的 ，战 争 目 标 已 不 再 是 让 美、

英屈 服 ，而 是 为 了 应 对 美、英 的 大 规 模 反 攻。概 括 这 个《大 纲》的 核 心 要 义 :一 是 明 确 了 从 战 略 进 攻

转 为 以 防 御 为 主。在“国 防 圈”及 其 周 边 的 重 点 岛 屿 上 建 立 航 空 基 地 ，遇 到 盟 军 进 攻 就 集 中 基 地 航

空兵 力 和 航 空 母 舰 机 动 兵 力 ，迅 速 出 击 歼 灭 敌 人。二 是 缩 小 核 心 守 卫 范 围 ，确 保“绝 对 国 防 圈”不

失守。一 旦 外 围 被 突 破 ，可 在“绝 对 国 防 圈”进 行 防 卫 作 战 ，消 耗 盟 军 兵 力 ，守 住 前 期 在 东 南 亚、南

亚 取 得 的 战 果。为 守 住“国 防 圈”，日 本 国 内 动 员 和 统 制 也 要 进 一 步 强 化。

日本 虽 然 向 来 重 视 岛 屿 的 战 略 价 值 ，但 由 于 在 太 平 洋 战 争 中 战 线 拉 得 过 长 ，占 领 岛 屿 后 布 防

力 量 并 不 强。设 定“绝 对 国 防 圈”后 ，日 军 开 始 在 该 范 围 内 加 强 防 御 工 事 建 设 ，陆 军 也 在 这 方 面 投

入 了 更 多 的 力 量。同 时 ，日 本 决 定 在 不 得 已 时 可 放 弃 以 前 占 领 的 所 谓“绝 对 国 防 圈”以 外 的 岛 屿 ，

“今 后 在 东 南 方 面 的 作 战 会 转 向 全 面 的 持 久 战 ，以 拉 包 尔 为 中 心 的 战 线 上 三 十 几 万 我 占 领 部 队 会

逐 渐 陷 入 敌 人 围 攻 之 中 ，这 也 是 不 得 已 之 状 况。”④“由 于 方 针 的 改 变 ，在 吉 尔 伯 特、马 绍 尔、所 罗

门、新 几 内 亚 东 部 的 部 队 为 赢 得 时 间 加 强 后 卫 线 ，不 得 不 作 为 绝 对 国 防 圈 的 前 哨 线 而 孤 军 奋 战。”⑤

从 第 二 个《大 纲》亦 可 看 出 日 本 海 军 战 争 指 导 思 想 的 转 变。在 当 时 日 本 的 海 上 战 斗 力 已 被 严

重 削 弱 ，转 而 依 靠 航 空 战 力。日 本 通 过 血 战 体 会 到 ，通 过 以 大 舰 巨 炮 为 中 心 的 主 力 舰 队 的 决 战 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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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夺 制 海 权 的 时 代 已 经 过 去 ，巧 妙 运 用 基 地 航 空 和 机 动 部 队 取 得 制 空 权 ，在 有 制 空 权 的 保 障 下 进

行 水 陆 两 栖 作 战 ，才 是 海 战 的 真 正 形 态。日 本 当 时 已 无 力 大 规 模 造 舰 ，因 此 不 得 不 改 弦 更 张 ，妄 图

“赌 上 帝 国 存 亡 之 重 大 时 刻 ，集 中 国 家 全 力 增 加 航 空 能 力 ，增 强 海 上 机 动 力。陆 海 一 体 加 上 适 当 的

指 挥 ，彻 底 打 破 敌 之 反 攻 ，引 导 战 局 向 有 利 方 向 发 展。”①

三、盟 军 攻 势 下 的 第 三 个《大 纲》与 防 卫 范 围 的 缩 小

日本 对 于 确 保“绝 对 国 防 圈”和 确 立“必 胜 之 态 势”，并 没 有 绝 对 的 信 心。1943 年 9 月 30 日 的

御 前 会 议 上 ，枢 密 院 议 长 原 嘉 道 曾 问:“明 年 的 飞 机 生 产 目 标 是 四 万 架 ，现 在 的 生 产 能 力 如 何 ?”东

条 英 机 回 答:“陆 海 军 总 计 年 产 一 万 七 到 一 万 八 千 架 左 右。”原 嘉 道 又 问:“如 果 有 四 万 架 飞 机 ，有 确

保 绝 对 国 防 圈 的 自 信 吗 ?”海 军 军 令 部 长 永 野 修 身 回 答:“虽 然 有 绝 对 确 保 的 决 心 ，但 胜 败 是 天 数。

德 对 苏 战 争 的 推 移 并 未 如 初 期 所 料。今 后 如 何 也 不 知 道 ，不 能 确 言 战 争 之 前 途。”②从 上 述 问 答 可

以 看 出 ，日 本 军 政 高 层 对 能 否 控 制 战 争 走 势 并 无 十 足 底 气。

第 二 个《大 纲》制 定 后 ，日 本 一 面 在“绝 对 国 防 圈”内 的 重 要 岛 屿 上 修 建 防 卫 工 事 ，一 面 在“绝

对 国 防 圈”外 围 的 新 几 内 亚、马 绍 尔 群 岛、所 罗 门 群 岛 一 线 继 续 抵 抗 盟 军 的 反 攻。1943 年 10 月 ，尼

米兹 率 领 中 太 平 洋 美 军 攻 占 了 马 绍 尔 群 岛 和 所 罗 门 群 岛 之 间 的 吉 尔 伯 特 岛。10 月 底 ，麦 克 阿 瑟 和

美 军 南 太 平 洋 战 区 司 令 哈 尔 西 率 军 从 两 个 方 向 开 始 夹 击 新 几 内 亚 的 拉 包 尔 ，在 进 攻 中 由 于 遇 到 日

本 守 军 顽 抗 ，美 军 采 取 了“蛙 跳 战 术”，使 日 军 驻 守 的 各 岛 逐 渐 成 为 孤 岛 ，交 通 线 被 切 断 ，制 空 权 也

基本 丧 失 ;1944 年 初 ，日 本 空 军 被 迫 从 拉 包 尔 撤 退 ，虽 然 有 部 分 陆 军 残 留 固 守 ，但 已 失 去 了 战 略 意

义。1944 年 1 月 ，美 国 中 部 太 平 洋 舰 队 又 开 始 猛 攻 马 绍 尔 群 岛 ，日 军 逐 渐 失 守。就 这 样，“绝 对 国

防 圈”前 哨 阵 地 的 防 卫 网 相 继 被 撕 开 ，马 绍 尔 群 岛、所 罗 门 群 岛 都 逐 渐 失 去 战 略 意 义。在 马 绍 尔 群

岛 被 攻 克 后 ，盟 军 开 始 空 袭 日 本 联 合 舰 队 司 令 部 所 驻 的 特 拉 克 环 礁 ，虽 然 在 空 袭 前 日 本 联 合 舰 队

司 令 部 等 已 撤 往 帕 劳 方 向 ，但 轰 炸 还 是 给 日 本 中 枢 以 极 大 冲 击。

面对 这 种 情 况 ，日 本 做 了 一 次 突 破 困 局 的 尝 试 ，即 在 1944 年 4—12 月 在 中 国 实 施 了 所 谓 的

“打 通 大 陆 交 通 线”作 战。1943 年 底 ，由 于 太 平 洋 方 向 的 战 局 急 剧 恶 化 ，大 本 营 提 出 了 新 的 作 战 方

案 :把 中 国 大 陆 变 成 南 北 贯 通 的 走 廊 ，以 确 保 本 土 至 南 方 各 地 的 陆 路 畅 通 ，同 时 摧 毁 沿 线 美 空 军 B

－ 29 飞 机 基 地 ，击 溃 重 庆 部 队 ，摧 垮 其 续 战 意 志。③ 日 军 虽 然 取 得 了 这 次 作 战 的 胜 利 ，却 难 以 保 障

大 陆 交 通 线 畅 通 ，也 未 能 迫 使 重 庆 国 民 政 府 投 降。

同 时 ，日 本 着 手 加 强 菲 律 宾、西 南 诸 岛、台 湾、日 本 本 土 的 防 备 力 量。为 争 取 构 建 防 卫 态 势 的

时 间 ，日 本 在 马 里 亚 纳 群 岛 进 行 了 顽 固 的 抵 抗 ，特 别 是 下 令 驻 军 死 守 塞 班 岛。塞 班 岛 之 战 对 盟 军

和 日 本 来 说 都 具 有 重 要 意 义。盟 军 开 始 进 攻 塞 班 岛 是 在 1944 年 6 月 14 日 ，当 时 欧 洲 的 盟 军 部 队

正 在 进 行 诺 曼 底 登 陆 作 战 ，在 太 平 洋 战 场 若 能 顺 利 攻 下 塞 班 岛 进 而 控 制 马 里 亚 纳 群 岛 ，可 以 打 破

日 本 的“绝 对 国 防 圈”，又 可 以 呼 应 欧 洲 战 场。日 本 方 面 更 是 非 常 重 视 塞 班 岛 之 战 ，因 为 如 果 美 军

占 领 塞 班 岛 的 话 ，其 B-29 轰 炸 机 就 可 以 在 此 补 给 ，然 后 直 接 飞 到 日 本 本 土 实 施 轰 炸。获 知 美 军 要

进 攻 塞 班 岛 后 ，日 本 迅 速 增 派 军 队 防 守 ，东 条 英 机 向 天 皇 保 证 该 岛 不 会 被 美 军 占 领。15 日 美 军 成

功 登 岛 ，日 本 军 部 试 图 通 过 增 兵 和 海 上 支 援 歼 灭 登 岛 的 美 军 ，但 均 遭 失 败。塞 班 岛 一 役 中 ，日 本 不

断 投 入 兵 力 ，苦 战 未 果 ，最 终 决 定 放 弃。7 月 7 日 ，塞 班 岛 被 美 军 占 领。接 着 ，美 军 一 路 攻 克 了 提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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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岛、关 岛。马 里 亚 纳 群 岛 的 失 守 ，完 全 打 乱 了 日 本 的 海 上 运 输 线 ，物 资 运 输 变 得 更 加 困 难。

塞班 岛 是 第 二 个《大 纲》所 定 的 日 本“绝 对 国 防 圈”的 要 塞。塞 班 岛 和 马 里 亚 纳 群 岛 的 失 守 ，宣

告“绝 对 国 防 圈”崩 溃 ，这 沉 重 打 击 了 日 本 的 战 争 指 导 中 枢。在 日 本 国 内 ，反 对 东 条 内 阁 的 重 臣 和

宫 中 势 力 等 趁 机 迫 其 辞 职。1944 年 7 月 18 日 东 条 内 阁 辞 职 ，小 矾 国 昭 内 阁 成 立。小 矶 内 阁 成 立

后 ，为 进 一 步 协 调 政 府 和 军 部 ，设 立“最 高 战 争 指 导 会 议”，取 代 了 大 本 营 政 府 联 席 会 议。
7 月 27 日 ，大 本 营 陆 军 部 战 争 指 导 班 提 交《至 昭 和 十 九 年 末 帝 国 战 争 指 导 相 关 说 明》，供 最 高

战争 指 导 会 议 讨 论。该 说 明 指 出，“由 于 马 里 亚 纳 群 岛 部 分 失 陷 ，中 部 太 平 洋 方 面 绝 对 国 防 圈 的 一

角 被 打 破 ，并 且 由 于 日 美 海 空 决 战 ，作 为 战 斗 力 量 主 干 的 帝 国 海 军 的 战 斗 力 遭 到 了 实 质 性 的 消 耗 ，

进 行 帝 国 战 争 的 基 础 条 件 发 生 变 化 ，因 此 不 得 不 更 改 昭 和 十 八 年 九 月 三 十 日 御 前 会 议 决 定 之 战 争

指 导 大 纲”。① 与 此 同 时 ，陆 海 军 联 合 上 奏《陆 海 军 今 后 作 战 指 导 大 纲》，获 得 天 皇 批 准。这 一 文 件

成 为 第 三 个《大 纲》制 定 的 基 础。8 月 7—16 日 ，经 大 本 营 和 政 府 多 轮 磋 商 ，形 成 了 第 三 个《大 纲》

草 案。8 月 19 日 ，第 三 个《大 纲》在 御 前 最 高 战 争 指 导 会 议 上 审 议 通 过。

其 要 旨 如 下 :

方 针 :
1 ． 帝 国 彻 底 集 结 现 有 之 战 力 及 到 本 年 末 为 止 可 以 转 化 为 战 斗 力 之 国 力 击 败 敌 人，粉

碎 其 继 续 战 斗 的 计 划。
……
3 ． 帝 国 凭 借 彻 底 的 对 外 施 策，期 待 战 局、政 局 的 好 转。

要 领 :
1 ． 本 年 度 后 期 最 高 度 发 挥 我 军 战 力 指 导 决 战，击 毁 敌 之 企 图。

大 致 依 以 下 计 划 实 施 作 战 :

( 1 ) 在 太 平 洋 方 面，击 灭 来 攻 之 美 军 主 力。
( 2 ) 确 保 南 方 重 要 地 域，并 要 排 除 万 难 保 护 海 上 交 通。
……
2 ． 迅 速 断 行 下 述 措 施 :
( 1 ) 在 国 内 指 导 贯 彻 国 体 护 持 精 神，激 励 同 仇 敌 忾 之 心，振 奋 斗 魂，战 斗 到 底。
( 2 ) 更 加 密 切 统 帅 和 国 务 之 联 系。为 此 进 一 步 强 化 最 高 战 争 指 导 会 议 的 运 作。
……
( 5 ) 极 力 促 进 日 满 支 地 域 及 南 方 地 域 自 存 自 卫 的 战 斗 态 势。为 此 首 先 要 重 视 日 满 支

的 开 发。”②

御前 会 议 上 ，政 府 和 军 部 首 脑 讨 论 了 战 争 形 势，“虽 然 承 认 德 国 必 败 的 趋 势 ，但 仍 决 定 ，日 本 必

须 不 拘 欧 洲 局 势 如 何 发 展 ，倾 注 全 力 进 行 决 战。‘彻 底 集 中 现 有 战 争 能 力 以 及 年 (1944 年 ) 底 以 前

可 以 转 化 为 战 争 能 力 的 国 力 击 溃 敌 军 ，粉 碎 其 继 续 作 战 的 企 图……坚 决 把 战 争 进 行 到 底’。”③

具 体 而 言 ，日 本 对 东 亚 形 势 的 判 断 是:“敌 人 对 帝 国 以 实 现 短 期 终 战 为 目 标 ，各 方 面 相 互 策 应

继 续 组 织 发 动 总 攻 ，特 别 是 企 图 通 过 本 土 空 袭 和 切 断 本 土 与 南 方 地 域 联 络 为 目 的 的 太 平 洋 及 大 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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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 的 攻 势 作 战 推 进 战 局 的 急 速 发 展。并 且 伴 随 上 述 战 局 的 发 展 寻 找 本 土 登 陆 的 机 会。”①认 为 到

8 月 份 以 后 ，盟 军 会 连 续 大 规 模 对 日 本 本 土 进 行 空 袭 ，并 且 对 日 本 的 海 上 运 输 线 进 行 破 坏 ; 中 太 平

洋 和 南 太 平 洋 的 盟 军 会 相 互 策 应 全 面 推 进。在 缅 甸 及 印 度 方 面 同 盟 军 也 会 进 行 登 陆 作 战。在 中

国 方 面 ，重 庆 政 府 的 航 空 兵 力 将 逐 渐 增 强 ，并 力 争 打 通 中 印 通 道 ，对 日 本 非 常 不 利。② 对 欧 洲 战 场

形 势 的 判 断 是 :盟 军 在 法 国 北 部 登 陆 ，苏 联 也 展 开 了 夏 季 攻 势 ，欧 洲 战 场 到 了 真 正 的 决 战 阶 段 ，德

国 面 临 的 战 争 形 势 会 更 加 严 峻。

日 本 高 层 决 意 顽 抗 到 底 ，认 为“如 今 敌 方 掌 握 战 争 的 主 动 性 ，乘 此 现 状 必 倾 尽 全 力 在 政 战 两 略

上 继 续 强 化 决 战 攻 势 ，从 今 年 夏 秋 之 交 开 始 战 局 应 会 日 益 严 峻 ，在 此 情 况 下 ，帝 国 无 论 欧 洲 形 势 如

何 发 展 ，都 要 全 力 做 决 战 的 努 力 以 摧 垮 敌 人 ，和 政 略 施 策 相 配 合 ，必 将 战 争 进 行 下 去”。③ 御 前 会 议

上 ，日 军 参 谋 总 长 还 代 表 陆 海 军 两 统 帅 部 做 了 题 为“今 后 帝 国 军 队 应 采 取 的 战 略 方 策”的 陈 述:“帝

国 今 后 在 战 争 进 行 过 程 中 重 点 要 考 虑 的 是 ，无 论 在 哪 种 情 况 下 都 必 须 确 保 以 帝 国 本 土 为 中 心 的 核

心 圈、以 资 源 要 域 为 中 心 的 南 方 圈 及 联 络 两 者 之 要 域 ，进 行 有 组 织 的 战 争 ，以 使 敌 屈 服。并 且 ，预

料 本 土 西 南 诸 岛、台 湾 及 菲 岛 方 面 为 敌 之 主 要 反 攻 方 向 ，这 些 地 方 之 得 失 对 帝 国 战 争 运 行 有 重 大

之 影 响 ，帝 国 军 队 应 指 导 陆 海 军 战 力 之 主 力 与 来 攻 之 敌 进 行 决 战 ，以 期 歼 灭 来 攻 之 机 动 舰 队 及 攻

略 部 队 主 力 ，扭 转 战 局。”④

由此 看 来 ，日 本 在 制 定 第 三 个《大 纲》时 对 盟 军 的 作 战 决 心、进 攻 方 向 及 规 模 等 有 清 醒 的 认 识 ，

但 还 是 想 尽 力 保 住 自 己 的 核 心 利 益 区 域。此 时 ，日 本 判 定 的 核 心 区 域 是 所 谓“日 满 支”及 部 分 南 方

资源 区。其 防 守 重 心 已 从“绝 对 国 防 圈”缩 小 到 了 日 本 本 土 西 南 沿 海、小 笠 原 群 岛、台 湾、菲 律 宾 一

线。这 个《大 纲》和 第 二 个《大 纲》不 同 的 是 ，表 述 内 容 更 加 空 泛 ，更 强 调 加 强 国 内 统 制 及 发 挥 人 的

能 动 性 ，对 于 如 何 实 现 对 核 心 区 域 的 防 卫 没 有 明 确 说 明。实 际 上 在 这 一 时 期 ，日 本 国 内 已 经 出 现

了 讲 和 的 声 音 ，但 这 个《大 纲》首 先 是 强 调 要 继 续 战 斗 下 去 ，希 望 保 住 部 分 侵 略 成 果。日 本 已 预 料

到可 能 要 进 行 本 土 作 战 ，因 此 提 出 此 后 着 重 加 强 本 土 及 周 边 岛 屿 防 卫。总 体 上 ，此《大 纲》让 人 有

困 兽 犹 斗 之 感。

此后 ，日 本 做 了 三 方 面 的 努 力。一 是 加 强 在 核 心 区 域 的 防 备 力 量。二 是 希 望 以 一 两 次 重 大 军

事 胜 利 扭 转 战 况 ，投 入 兵 力 实 施 了 莱 特 湾 决 战。三 是 采 取 外 交 手 段 争 取 扭 转 不 利 的 外 部 形 势。

外 交 努 力 方 面 ，日 本 侧 重 于 对 苏 联 外 交 和 暗 中 做 重 庆 国 民 政 府 的 工 作。日 本 尝 试 通 过 各 种 途

径 与 苏 联 联 络 ，先 是 企 图 在 德、苏 间 斡 旋 使 双 方 达 成 停 战 ，在 斡 旋 失 败 后 又 尝 试 以 进 行 利 益 交 换 及

宣 扬 日、苏 间 的 共 同 利 益 等 方 式 ，诱 使 苏 联 放 弃 与 美、英 等 国 的 合 作 ，阻 止 苏 联 参 加 对 日 作 战。⑤ 对

中 国 则 通 过 汪 伪 政 权 展 开 对 重 庆 方 面 的 工 作 ，希 望 重 庆 国 民 政 府 中 止 与 美、英 的 合 作、停 止 抗 日。⑥

四、第 四 个《大 纲》与 本 土 决 战 决 策 的 出 台

盟 军 方 面 对 最 后 反 攻 的 作 战 部 署 是，“首 先 解 放 吕 宋 和 马 尼 拉 ，下 一 步 是 在 1945 年 1 月 对 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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磺 岛 发 起 攻 击 ，最 后 在 3 月 份 进 攻 冲 绳”。① 1944 年 10 月 ，美 国 进 攻 莱 特 岛 ，开 始 了 收 复 菲 律 宾 的

军事 行 动。根 据 第 三 个《大 纲》，日 本 进 行 了 赌 上 国 家 命 运 的 莱 特 湾 决 战 ，付 出 了 巨 大 努 力 ，也 重 创

了 美 军 ，但 终 因 双 方 实 力 悬 殊 而 落 败。日 本 海 军 在 莱 特 湾 决 战 中 损 失 惨 重 ，已 无 力 再 进 行 大 规 模

会 战。在 日 本 实 施 莱 特 湾 决 战 的 同 时 ，德 国 在 欧 洲 也 展 开 了 一 次 赌 上 最 后 力 量 的 大 反 攻 ，最 终 以

失 败 告 终 ，轴 心 国 一 方 已 没 有 任 何 扭 转 战 局 的 希 望。到 11 月 底 ，日 本 与 苏 联 的 交 涉 没 有 进 展 ，对

重 庆 政 府 的 秘 密 工 作 也 告 失 败。翌 年 2 月 ，美、英、苏 三 国 在 雅 尔 塔 会 议 上 约 定 ，苏 联 将 在 德 国 投

降 3 个 月 后 对 日 宣 战。

这 时 ，日 本 面 对 着 是 抓 住 机 会 讲 和 ，还 是 继 续 战 斗 下 去 最 终 进 行 本 土 决 战 的 抉 择。其 政 府 和

军 部 的 选 择 是 继 续 进 行 战 争 ，声 称 以“日 满 支”为 基 础 确 立 积 极 的 防 卫 态 势 ，将 中 国 占 领 地 的 资 源

和 日 本 本 土 的 生 产 能 力 相 结 合 ，缩 小 战 斗 面 ，继 续 进 行 持 久 战。1945 年 1 月 25 日 的 最 高 战 争 指 导

会 议 通 过 了《决 战 非 常 措 施 要 纲》，确 定 了 进 行 本 土 决 战 的 方 针。为 延 续 战 争 ，日 本 想 方 设 法 增 强

国 内 的 军 需 生 产 能 力 和 经 济 统 制。②

2 月 22 日 的 最 高 战 争 指 导 会 议 讨 论 了 到 1945 年 年 中 的 世 界 形 势。日 本 判 断 美 国 会 将 兵 力 重

点 指 向 亚 洲 ，和 中、英 一 起 继 续 进 行 果 断 进 攻 ，并 极 力 促 使 苏 联 加 入 对 日 战 争 ，以 期 早 日 终 战。战

事会 逐 渐 向 日 本 本 土 推 进 ，预 计 到 9 月 份 会 形 成 对 日 本 本 土 包 围 的 态 势。6、7 月 份 可 能 就 会 进 行

日 本 本 土 登 陆 作 战。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日 本 陆 海 军 的 作 战 构 想 是 一 边 在 本 土 外 围 地 带 进 行 持 久 的 纵

深 作 战 ，一 边 继 续 加 强 本 土 防 卫。作 战 前 沿 包 括 南 千 岛、小 笠 原 群 岛、冲 绳 本 岛 以 南 的 西 南 诸 岛、

台 湾 及 上 海 附 近。尽 量 在 这 些 区 域 拖 住 美 军 ，然 后 在 海 上 攻 击 美 军 运 输 船 ，在 地 面 战 争 中 消 灭 敌

人 有 生 力 量 ，为 准 备 本 土 决 战 争 取 时 间。在 上 述 考 虑 之 下 ，日 本 加 强 了 这 些 地 区 的 作 战 准 备 ，和 美

军 在 硫 磺 岛 等 地 进 行 了 惨 烈 的 拉 锯 战。
1944 年 11 月 ，从 马 里 亚 纳 的 塞 班 岛 等 空 军 基 地 起 飞 的 美 军 飞 机 开 始 大 规 模 空 袭 日 本 本 土。

特 别 是 1945 年 3 月 9—10 日 的 东 京 大 轰 炸 ，从 心 理 上 给 日 本 人 留 下 了 浓 重 的 战 败 感。4 月 1 日 ，

美军 在 冲 绳 登 陆 ，日 本 开 始 直 面 本 土 作 战 的 危 机。4 月 5 日 ，束 手 无 策 的 小 矶 国 昭 内 阁 辞 职。日 本

后 世 对 小 矶 内 阁 的 评 价 是 毫 无 建 树 ，既 未 能 扭 转 战 局 亦 未 能 下 定 决 心 讲 和。

继 小 矶 内 阁 后 成 立 的 是 铃 木 贯 太 郎 内 阁。铃 木 内 阁 成 立 后 ，虽 然 主 张 讲 和 的 势 力 开 始 增 强 ，

但 屡 次 最 高 战 争 指 导 会 议 上 并 没 有 人 直 接 提 出 结 束 战 争。铃 木 内 阁 还 是 主 张 努 力 加 强 本 土 决 战

能力 ，在 国 内 组 织 国 民 义 勇 军 ，强 化 各 军 事 基 地 的 布 防。5 月 8 日 ，德 国 无 条 件 投 降。在 这 种 情 况

下 ，日 本 急 需 为 实 施 本 土 决 战 制 定 新 的 战 争 指 导 大 纲。

铃 木 内 阁 成 立 之 初 ，大 本 营 陆 军 方 面 就 开 始 着 手 起 草 新 的 战 争 指 导 大 纲 ，后 经 与 海 军、内 阁 商

议 后 做 了 相 应 修 改 ，之 后 上 报 6 月 6 日 的 最 高 战 争 指 导 会 议 和 6 月 8 日 的 御 前 会 议。第 四 个《大

纲》在 6 月 8 日 的 御 前 会 议 审 议 通 过。此《大 纲》的 标 题 中 加 入 了“基 本”二 字 ，改 为《今 后 应 采 取

的 战 争 指 导 基 本 大 纲》。为 何 会 有 此 微 调 ，笔 者 在 阅 读 资 料 时 尚 未 见 有 相 关 解 释。

第 四 个《大 纲》规 定 :

方 针 :

以 永 世 尽 忠 的 信 念 为 源 动 力，凭 借 地 利 人 和 将 战 争 彻 底 进 行 下 去，以 期 达 到 护 持 国

体、保 卫 皇 土 之 征 战 目 的。

要 领 :

1 ． 迅 速 强 化 皇 土 战 场 态 势，集 中 皇 军 的 主 战 力 于 此。其 它 疆 域 的 战 力 配 置 要 酌 量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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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实 力，以 对 主 敌 美 国 进 行 战 争 为 主，兼 虑 北 边 之 情 势 急 变。

2 ． 抓 住 世 界 情 势 变 动 机 微，推 进 以 对 苏、对 中 为 核 心 的 外 交 施 策，以 使 其 有 利 于 战 争

进 行。

3 ． 在 国 内，为 顺 应 举 国 一 致 决 战 皇 土 之 需 要，完 善 能 贯 彻 国 民 战 争 实 质 之 诸 般 态 势，

其中 以 组 织 国 民 义 勇 军 为 主 轴，愈 益 巩 固 全 体 国 民 的 团 结，昂 扬 斗 志，充 实 国 家 物 力，特 别

是 确 保 食 粮 和 特 定 兵 器 的 生 产 是 国 家 施 策 的 重 点。

4 ． 基 于 本 大 纲 的 实 施 方 策，各 相 关 担 当 机 构 制 定 具 体 计 划，以 期 迅 速 实 施。①

铃 木 首 相 在 6 月 8 日 御 前 会 议 的 发 言 中 说:“目 前 帝 国 情 势 十 分 危 急 ，可 谓 处 于 背 水 一 战 的 境

地 ，不 是 单 凭 智 慧 和 才 能 就 能 解 决 的。直 截 了 当 地 说 ，就 是 无 暇 他 顾 ，只 能 凭 信 念 前 进。”②陆 军 参

谋 次 长 河 边 代 其 参 谋 总 长 发 言 ，称 陆 海 军 会 紧 密 合 作 ，若 本 土 被 攻 击 ，要 凭 借 地 利 展 开 纵 深 作 战 ，

并 用 空 中 及 水 上 特 攻 攻 击 敌 人。海 军 军 令 部 长 在 发 言 中 预 测 美 军 在 冲 绳 遭 遇 顽 抗 后 ，进 攻 时 间 会

迁 延 ;认 为 美 军 在 九 州、四 国 登 陆 的 时 间 应 该 在 7、8 月 份 ，在 关 东 平 原 登 陆 可 能 在 初 秋 以 后 ; 提 出

在本 土 作 战 中 拟 主 要 通 过 空 中、水 上、水 中 特 攻 ，以 在 海 上 作 战 击 灭 敌 人 ;指 出 维 持 生 产 ，特 别 是 飞

机、燃 料 等 的 生 产 是 将 战 争 进 行 下 去 的 绝 对 条 件。外 务 大 臣 认 为 ，美 国 的 目 的 是 迅 速 让 日 本 无 条

件投 降 ，英 国 会 为 了 在 战 后 有 发 言 权 紧 紧 追 随 美 国 ，美、英、苏 三 国 虽 在 很 多 问 题 上 有 分 歧 和 争 夺 ，

但 也 不 可 能 瓦 解 它 们 的 联 盟 ;但 苏 联 能 否 保 持 中 立 仍 将 左 右 今 后 的 战 局 ，日 本 还 是 要 尽 最 大 努 力

进 行 对 苏 外 交。枢 密 院 议 长 平 沼 骐 一 郎 在 谈 话 中 主 要 指 出 要 宣 扬 维 护 国 体 ，以 此 唤 起 国 民 精 神 ，

昂 扬 斗 志 ，激 发 忠 诚 心。当 时 ，日 本 物 力 已 接 近 枯 竭 ，但《大 纲》称 人 的 资 源 跟 物 力 相 比 还 很 充 裕 ，

在 物 力 不 足 的 情 况 下 ，应 尽 量 发 挥 人 的 力 量。

第 四 个《大 纲》对 后 来 的 战 争 指 导 意 义 不 大。随 着 战 局 的 快 速 发 展 ，日 本 于 8 月 15 日 宣 布 无

条 件 投 降 ，除 了 在 冲 绳 的 战 役 外 ，日 本 并 没 有 进 行 所 谓“本 土 决 战”。尽 管 如 此 ，这 个《大 纲》内 容

还 是 能 充 分 反 映 出 日 本 政 府 及 军 部 等 不 甘 心 就 此 承 认 战 败 的 状 况。此《大 纲》提 出 要 进 行“本 土 决

战”准 备 ，目 的 是 护 持“国 体”，保 全 领 土。值 得 注 意 的 是 ，此《大 纲》在 对 苏 问 题 上 并 未 如 先 前 的

《大 纲》那 样 ，明 确 指 出 对 苏 外 交 避 免 刺 激 苏 联 出 兵 ，而 是 用 了 很 暧 昧 的 说 法———“抓 住 世 界 情 势 变

动 机 微 ，推 进 以 对 苏、对 中 为 核 心 的 外 交 施 策 ，以 使 其 有 利 于 战 争 进 行。”笔 者 认 为 ，这 应 该 不 仅 仅

是 措 辞 上 的 变 化。日 本 此 时 应 是 希 望 利 用 美 苏 矛 盾 ，使 自 己 获 得 有 利 的 停 战 条 件 ，而 不 是 像 德 国

那 样 无 条 件 投 降。事 实 上 ，一 直 到 8 月 10 日 日 本 召 开 御 前 最 高 战 争 指 导 会 议 讨 论 是 否 接 受《波 兹

坦 公 告》时 ，陆 军 参 谋 总 长 和 陆 相 还 主 张 继 续 战 争 ，若 万 一 有 停 战 交 涉 的 余 地 ，应 秉 持 的 停 战 条 件

是:“有 保 障 自 由 护 持 国 体 的 军 备 ，拒 绝 敌 国 的 驻 兵 权 是 绝 对 必 要 的 ，将 处 分 战 争 犯 罪 人 员 作 为 国

内 问 题 来 对 待”。③ 日 本 最 终 承 认 战 败 是 在 盟 国 强 大 军 事 打 击 下 的 不 得 已 之 选 择。

结 语

纵 观 太 平 洋 战 争 期 间 日 本 制 定 的 四 个《大 纲》，可 以 看 出 以 下 几 点。

一 是 从 这 四 个《大 纲》制 定 的 背 景 和 时 间 节 点 来 看 ，除 第 一 个《大 纲》外 ，其 余 三 个 的 制 定 均 具

有 被 动 调 整 的 特 点。这 也 体 现 出 了 太 平 洋 战 争 期 间 日 本 在 战 略 上 从 主 动 到 被 动、从 进 攻 到 防 守 的

明 显 转 变。第 一 个《大 纲》是 在 日 本 占 优 势 的 战 争 形 势 下 制 定 的 ，相 应 地 ，也 体 现 出 鲜 明 的 主 动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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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 意 图。随 着 盟 军 的 迅 速 反 攻 ，在 广 大 的 太 平 洋、印 度 洋 各 战 线 上 日 本 海 军 力 量 遭 到 巨 大 消 耗。

1943 年 6 月 后 ，日 军 在 北 边 的 阿 留 申 群 岛、南 面 的 所 罗 门 群 岛、新 几 内 亚 等 地 已 开 始 转 攻 为 守。

1943 年 9 月 ，日 本 之 所 以 制 定 第 二 个《大 纲》，是 因 为 判 断 自 己 已 失 去 了 战 争 的 主 动 权 ，甚 至 当 时

的 海 军 大 臣 在 大 本 营 政 府 联 席 会 议 上 的 发 言 中 都 表 现 出 了 战 败 感 ，令 陆 军 方 面 十 分 不 满。① 在 此

情况 下 ，日 本 被 迫 收 缩 战 线 ，设 定 了“绝 对 国 防 圈”，争 取 拒 敌 于“绝 对 国 防 圈”外。第 三 个《大 纲》

则是 在“绝 对 国 防 圈”失 守 后 制 定 ，为 进 行 本 土 防 卫 作 战 ，其 规 定 固 守 本 土 西 南 诸 岛、小 笠 原 群 岛 及

台 湾、菲 律 宾 一 线 防 线。此 时 的 日 本 已 成 为 更 加 狭 窄 的 战 略 空 间 里 的 困 兽。这 个 狭 窄 空 间 也 很 快

丧失 ，盟 军 的 锋 芒 直 逼 日 本 本 土。战 败 前 的 1945 年 6 月 出 台 的 第 四 次 个《大 纲》已 没 有 太 多 的 实

质 内 容 ，更 多 的 是 呼 吁 民 众 忠 心 报 国 进 行 本 土 决 战。

二是 从 这 四 个《大 纲》的 具 体 内 容 可 以 看 出 日 本 对 外 侵 略 的 核 心 是 建 立 所 谓“大 东 亚 新 秩 序”。

近 代 日 本 为 殖 民 思 维 所 左 右 ，一 直 妄 图 在 亚 洲 建 立 以 自 己 为 核 心 的 殖 民 势 力 范 围。日 本 之 所 以 决

定 冒 巨 大 风 险 对 美、英 等 开 战 ，也 有 借 欧 战 之 机 ，参 与 对 世 界 的 瓜 分、排 除 欧 美 国 家 在 亚 洲 的 影 响

这 一 因 素 在 内。在 美、英 开 始 大 规 模 反 攻、欧 洲 战 场 德 国 战 事 也 渐 趋 不 利 时 ，日 本 陆 军 还 坚 决 主 张

设 立“绝 对 国 防 圈”，也 是 其 殖 民 思 维 的 体 现。在“绝 对 国 防 圈”被 攻 破 后 ，日 本 仍 妄 图 维 持 所 谓 的

“日 满 支”一 体 化 ，直 到 投 降 前 夕 ，还 想 尽 量 避 免 无 条 件 投 降 ，以 保 持 先 前 取 得 的 部 分 侵 略 成 果。

三 是 日 本 在 重 大 战 略 问 题 上 轻 视 国 家 综 合 实 力 对 战 争 的 影 响 ，往 往 制 定 超 过 自 己 实 力 的 战 略

目 标 ，并 喜 欢 采 取 比 较 冒 险 的 军 事 行 动。在 具 体 战 役 的 战 术 制 定 上 也 时 有 冒 险 倾 向。太 平 洋 战 争

初 期 ，日 本 主 要 采 取 奇 袭 和 大 规 模 舰 队 决 战 的 方 式。在 己 方 海 军 力 量 遭 到 巨 大 消 耗 后 ，第 二 个《大

纲》中 还 是 规 定 集 中 发 展 航 空 兵 力，“断 行 决 战 施 策”，希 望 通 过 局 部 的 邀 击 等 击 灭 盟 军 海 军 主 力。

第 三 个《大 纲》依 然 决 定 通 过 大 规 模 的 大 陆 作 战 及 集 中 现 存 海 军 兵 力 进 行 莱 特 湾 等 决 战 以 死 中 求

活。在 讨 论 第 四 个《大 纲》的 御 前 会 议 上 ，军 方 多 主 张“特 攻”作 战。在 战 争 补 给 上 ，日 本 秉 持“以

战 养 战”的 思 维 模 式。在 历 个《大 纲》中 ，几 乎 都 强 调“确 立 自 给 自 足”的 经 济 圈 ，确 保 南 方 资 源 要

域及 加 强 所 谓“日 满 支”经 济 联 合 ，实 质 上 就 是 强 调 从 占 领 地 掠 夺 各 种 战 争 资 源 以 维 持 战 争 继 续。

太 平 洋 战 争 期 间 ，日 本 对 本 国 和 已 占 领 地 区 的 经 济 资 源、武 器 生 产 能 力 等 虽 有 周 密 调 查 与 统 计 ，对

作 战 双 方 军 事 力 量 对 比 等 也 有 精 密 分 析 ，但 在 大 的 战 略 制 定 上 仍 显 得 过 于 冒 进。

日 本 学 界 在 研 究 二 战 史 时 ，多 强 调 日 本 军 政 高 层 在 战 略 和 战 争 指 导 方 面 的 无 能 和 失 误。如 出

身海 军 的 外 山 三 郎 在《日 本 海 军 史》中 曾 说，“在 太 平 洋 战 争 中 ，在 战 斗 乃 至 战 术 领 域 都 出 现 了 极 为

优 秀 的 将 士 ，但 在 战 略 及 作 战 指 导 层 面 几 乎 是 不 得 其 人”。② 笔 者 认 为 ，导 致 战 略 判 断 错 误、战 略 实

施 失 败 的 根 本 原 因 是 他 们 忽 略 了 战 争 的 正 义 性 以 及 现 代 战 争 总 体 战 的 特 点。野 心 和 贪 婪 ，引 导 日

本 打 了 一 场 实 力 悬 殊 的 非 正 义 战 争。这 四 个《大 纲》的 调 整 过 程 ，再 次 证 明 了 非 正 义 战 争 必 然 逐 步

走 向 失 败 ，再 狂 妄、不 可 一 世 的 侵 略 者 也 终 将 灭 亡。

( 责任编辑 李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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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日］軍 事 史 学 会『大 本 営 陸 軍 部 戦 争 指 導 班 機 密 戦 争 日 誌』( 下 )、431 頁。

［日］外 山 三 郎『日 本 海 軍 史』、270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