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徹底崩潰後追求和平 

怎樣才算是真正的反省呢？走到五窮六

絕的地步時才開始反思，但同時又期望能夠

以不同的形式去恢復過去的光輝，這種反思

是否需要值得商榷呢？最近日本廣島之旅引

發起筆者對反思的反思。 

眾所周知，廣島最著名的景點是紀念

1945年8月6日原爆的和平公園，我參觀了和

平公園裡面多個充滿哀愁氣息的地方，包括了原爆圓頂遺址、原子彈死難者紀念碑、和平

紀念資料館。紀念資料館詳細地描述原子彈的可怕，原子彈造成二十多萬人死亡，受難者

的死狀恐怖，不少人當場氣化或者嚴重灼傷，有些倖存者因為吸收了過量輻射，後來患上

白血病而慘死。紀念館發出一個強烈的反思訊息：戰爭是殘酷的，人類應該要致力追求世

界和平，要永遠放棄核武。 

一方面，我同情原爆受害者的遭遇，但另一方面，整個展覽完全沒有提及日本發動戰

爭對其他國家、民族造成的災難，亦沒有提到責任問題，更遑論反省和道歉。展覽的最後

一段述說美軍投下原子彈事件的始末，其中一個說明寫道：1945年7月26日，美國、英國

、中國發布了《波茨坦公告》，這是一份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最後通牒。該公告沒有明

確提及戰後會否保留天皇制度。《波茨坦公告》警告：如果日本拒絕投降，盟軍就會令日

本遭受迅速而徹底的破壞。不過，《波茨坦公告》並未提及美國已研發出原子彈。 

這段展覽說明好像隱含了以下的意思：由於日本並不知道美國已經擁有可以毁滅整個

城市的超級武器，故此拒絕了《波茨坦公告》。然而，即使《波茨坦公告》真的宣布了這

種武器，裕仁天皇和日本的軍事將領就會相信嗎？在8月6號第一個原子彈於廣島引爆之後

，日本政府已經清楚知道原子彈的威力和毁滅性，但仍然不肯投降，結果的導致8月9號美

軍在長崎投放第二個原子彈。簡單地說，日本願意投降與否，與《波茨坦公告》是否包括

發出使用原子彈的警告無關。日本要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才肯放下屠刀，這是自己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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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造成的悲劇。日本武士道精神強調要光

榮殉國，要戰至最後一人，當美軍在太平

洋逐島躍進的時候，駐守的日軍寧可全軍

覆沒，亦不願意成為俘虜。 

其實，原爆的災難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在此之前，日本有很多次機會可以投降

，或者採用其他形式結束戰爭。1942年6

月中途島戰役之後，太平洋戰爭的形勢已經開始逆轉。1943年9月法西斯意大利投降。

1944年7月塞班島被美軍攻佔，之後，美國轟炸機可以直接攻擊日本本土，摧毀其城市和

軍工。在1944年10月萊特灣海戰中，日本剩餘的艦隊幾乎被全部殲滅。 1945年4月，納粹

德國投降，日本陷於孤軍作戰。任何頭腦稍為清醒的人，都應該清楚知道1945年日本已經

是強弩之末，但他們卻選擇要戰鬥到底，要將災難帶到人民頭上。 

在甲午戰爭期間，廣島成為了日本的戰時首都，由1984年9月15日至1895年4月27日，

明治天皇親自在廣島坐鎮，日軍第五師團的總部就是設在廣島，當時練兵、軍事會議、軍

事補給都是在此處進行。當自己的軍事實力如日中天時，當廣島成為戰爭的得益者時，廣

島人可曾想過戰爭對於戰敗者帶來的痛苦呢？ 

 

大和號的意義 

除了和平紀念公園之外，筆者亦遊覽了位於廣島附近的吳市，這城市是二戰前和二戰

期間日本最重要的海軍基地和造船中心之一，它是日本帝國海軍的基石。吳市海軍兵工廠

成立於1889年，正值日本現代化的明治維新時期。這兵工廠先後為日本海軍製造了133艘

船艦，其中包括二戰期間世界上最宏大、最先進的大和號，大和號的排水量為七萬一千噸

，配備了九座十八吋口徑的巨炮，而美國最大的戰艦密蘇里號只有九座十六吋口徑大炮，

其排水量只是五萬七千噸。大和號於1941年竣工，它參加了太平洋戰爭中多次戰役，最後

在1945年4月支援沖繩島之戰中被美軍戰機擊沉。 

筆者參觀了吳市兩座軍事博物館：吳市海事歴史科學館和海上自衛隊吳市史料館，我

在上述第一間博物館參加了一個導賞團，導賞員詳細地解釋了日本的海軍歷史，特別是大

和號的興亡。但導賞員提及1931年瀋陽事變的時候，只是輕輕帶過，隨後完全略去中日戰

爭，基本上隻字不提。展覽館的基調主要是歌頌日本海軍，特別是大和號表現出來的科技

實力和日本軍人的犧牲精神。 

其實，大和號是日本海軍的侵略機器，但直至今日，對於日本人來說，大和號仍然象

徵了日本的榮譽。歷史中的大和號令我聯想起日本科幻系列的《宇宙戰艦大和號》，這是



一套自1974年於讀賣電視台和日本電視台播

映的科幻動畫作品，2009年還有真人電影版

。《宇宙戰艦大和號》的故事是關於星際戰

爭，在未來地球被外星人入侵，地球防衛軍

利用外星技術，將沉睡於海底的大和號戰艦

改造為宇宙戰艦，最後深入敵方陣地，完成

了挽救地球的壯舉。 

筆者觀賞了真人電影版，電影中一名日

本軍人說：「從前的大和號失敗了，但這一

次大和號成功地完成了使命。」我的感覺是啼笑皆非，歷史中大和號的任務是擴張與侵略

，未來世界的大和號是為了自衛而遠征太空，說穿了，日本科幻片巧妙地為大和號洗白。 

 

結語 

在反思精神上，日本的確不如美國，美國人對自己的歷史罪惡都會毫不避諱地交代，

例如掠奪印第安人的土地、奴隸制度、種族歧視、二戰時拘禁美籍日本人……，有時這種

反省甚至會矯枉過正，太強調政治正確性。 

缺乏真正反思並不是日本獨有的問題，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發動戰爭的人，反過來

將自己塑造成戰爭的受害者，以諉過於人的方式去高唱正義、和平。但更可悲的是，很多

人相信這些顛三倒四的言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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