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翻
开已经封面泛黄的 《敌军战场日
记》，不禁感慨万千！这册《敌军战
场日记》，署名韩泽。多年前，有民
间收藏爱好者，有幸获得此书，并
进行了报道，感慨韩泽名不见经
传，不知韩泽其人其事。

作为现代著名作家、战地记
者、爱国人士曹聚仁先生的研究
者，一看报道，便知这本小册子，
原来是曹聚仁先生化名韩泽所编的
佚编。这是中国抗战的最好史料，
也是日本侵华的铁证。后来，笔者
到处搜集，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
在一个旧书摊上，有幸淘到一册

《敌军战场日记》，视若珍宝，珍藏
至今。

曹聚仁先生在三十年初期，曾
与家人曹艺、王春翠等编刊过一本
很有名的《涛声周刊》，曹聚仁亲自
组稿，撰写文章，署名曹聚仁外，
也有不少笔名，其中就有一个“韩
泽”的笔名。据查阅 《涛声周刊》
合订本，署名“韩泽”发表的文
章，就有 《送书满洲国》《学有渊
源》《河上肇被捕》《战时准备》《民
权保障同盟》《胡适与胡蝶》《冯玉

祥抗日》等30余篇。可见《敌军战
场日记》系曹聚仁化名“韩泽”所
编，必定无疑。

翻阅此书，从版权页上可知，
它初版于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4
月，编者为韩泽，发行人为陆宗
植，出版者、印刷者分别为群众图
书公司、群众印刷公司，总代发行
所为上海四马路励力出版社。

该书最后还收入了日本士兵的
部分家信。1947 年 5 月，由联合画
报出版社出版了曹聚仁与舒宗侨合
著的《中国抗战画史》（1988年北京
中国书店影印重版）。曹聚仁在《中
国抗战画史》附录的《抗战史料述
评》 中，曾这样写道：“二十七年
（1938年）夏初，笔者随军鲁南，乃
开始有计划的搜集。首要敌情，包
括敌军文件、日记及俘虏口供。”可
知曹聚仁在抗战时，就曾有计划的
搜集敌军日记等抗战史料，为新闻
报道与著书立说做准备。

曹聚仁为 《敌军战场日记》 一
书，专门写了一篇《题记》，鲜为人
知。抄录发表，以飨读者，也是对
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的纪念。

1946 年 2 月 18 日，曹聚仁在

《敌军战场日记》 一书中的 《题
记》，这样写道：“韩泽先生搜集了
各战场所得的日本士兵日记，汇编
删订，即将付刊，叫我来赘说几
句。日本士兵，知识水准颇高；他
们所写的日记，可诵读的很多；而
且他们自幼受了俳句的训练，短短
篇章，自有深致；如读晋人随笔，
回味不尽。可惜各方搜得的不少，
散失的也不少，我们只能享一脔之
味了。这些日记，以往因为两国交
战，军事秘密，不能随便刊布；但
就我个人所见，日本士兵的日记，
实在很少军事上的价值，倒是他们
的心理变化，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作为对日本民族性的分析，这些是
最可宝贵的资料呢！

甲午战争前后，有一欧洲文学
家小泉八云，正寄籍在日本，看见
战后的日本社会动态，他说：“帝国
的军事复兴，新日本的发祥，从中
日的战争开始。战争告终了，未来
虽然是笼着云雾般模糊，但好像有
巨大的希望宿着的样子。为着要成
就更高大的永续的伟业，无论障碍
有怎样的黑暗，日本是不会有恐怖
或疑惑的。”他接着便慨然道：“或

许日本将来的危险，就正存在这个
大自负心之中，也未可知。这个自
负心并不是因此次战胜所生的新感
情，那是一个因为连胜的历史，所
渐渐加强下来的民族感情。”

这些士兵的日记，正是他所说这
番话的注解，每一个士兵，都是带着
这份大自负心。他们都是天皇的子
孙，所参加乃是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

“圣战”。他们是不曾有过恐怖或是
疑惑的。其结果，也正如小泉八云所
说的，“日本将来的危险，就正存在这
个大自负心之中。”七年以前，美国有
一外交家席勒，曾经预言日本的崩
溃，日本的人民将受到重大的惩罚。

“让日本自己削弱自己，尽量给狂人
以绳子，他们会自己吊死自己”，这些
话，眼前也都应验了。

在士兵日记的另一角，我们又
看见了日本士兵心理的另一面：他
们那么厌世悲观，那么浓重的世纪
末情绪。鲁南战役，正当日军所向
无前的光辉黄金时期，可是他们的
士兵，已经写了“我们为什么而
战？中国人受了磨劫，日本人也受
了苦难，天呐！天呐！什么地方是
我们葬身之所呀！”这么悲愤的诗

句，就在那年，石川达三所写未死
的兵，也是同样的悲观情调。勃脱
兰说：“日本人具有像少年维特那样
的感情，经过大战澌灭了的欧洲人
的多情善感性都在日本复活了。”他
们都是东方的哈姆来脱（Hemelt）。

我在最近的一篇旅行通讯中，
说过这样的话：“东方民族脸部没有
表情，这是欧美人士对我们的印
象。我们看了日本士兵的脸谱，用
以和美国士兵的奔放情调相对比，
更觉得东方民族的喜怒不形于色。
不过，中国士兵的脸相呆板而沉
滞，日本士兵还多一点忧郁。我们
最怕日本军官发笑，他们的笑容和
日本妇女的鞠躬同样做得过分，使
人不敢领受。我重又抄在这儿，也
许足以帮助对于了解日本士兵心理
的了解呢！”

纪念抗战胜利，勿忘民族大
耻。重读《敌军战场日记》，重读曹
聚仁《题记》，心情是何等的沉重！
战地记者曹聚仁化名编刊的《敌军
战场日记》，给后世留下了日军侵华
的重要铁证，更让我们对这一民族
灾难，进行沉痛的思考，并警示于
后人！

《敌军战场日记》是日军侵华的铁证
□柳 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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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记忆

他家的这片山头，如今成了城里
人爱来的地方。吃他日日吃着的农家
菜，就连他家喝了几十年水的那口井，
原来吃不完用来喂猪的番薯，也成了
香饽饽。这是陆陆续续搬下山的那些
人家没预料到的。

到了周末，三三两两的小车沿着
弯弯曲曲的盘山路上来了，停在山边、
田边、路边。在他的田间地头走走瞧
瞧，围着鸡舍鸭棚拍照留念，就连戴斗
笠的他也成了别人的模特，快门按个
不停。可他不在意，依旧戴着斗笠在
地头挥锄头，坐在田埂点支烟眯眯抽
着。儿子说，现在城里人就时兴这套，
追求自然、原生态、绿色食品，他这里
是天然氧吧，以后会越来越受欢迎。
他并不在意，跟他干不着多大关系，日
子照样过，这些人来了就走，起不了多
大影响。

这是一座海拔千米有余的山，数
这周边的最高峰了。在政府没修这盘
山路之前，只有一条黄泥路，晴天灰、
雨天泥，下山一趟得好几个小时。碰
上年景不好的旱时，得走好长时间循
着山路去挑水。村里人靠养猪养羊、
种地种果过日子，普遍都贫困，连电也
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才给通上的。自
来水设备装是装了，可天若不下雨，那
就是个摆设，家家还是得靠自家打的
井过活。山高路远，山下的姑娘都不
愿往这里嫁，村里男青年的婚事是个
老大难。

有下了山的人回来形容山下的生
活，交通方便，想买什么有什么，那城
里更是五彩斑斓。大家便想尽了心思
下山，有些下去进了厂，有些去了邻村
包田种，有些男劳力，索性去了条件好
的村子当上门女婿。几年光景，村子
就从三十几户人家变成了十户不足。
那些旧房子空了下来，久没人住，风吹
日晒的，也就荒废了。

也有人邀他下山，可他总是摇头，
照旧打理着父亲给他留下的那片梨
园，在他手上又种上了桃子、李子、葡
萄。几头猪、几头牛、一群羊，不用照
看，到点喂食就行，白天放到屋后的果
园里，天黑了就成群结队自己回来了，
很有灵性。牵上闭路线后，他从电视
上学了不少种田技术，原来种番薯、玉
米都是有门道的。他种了几十年地，
有经验，儿子又给他买来了几样机器，
减轻了劳动重量，加上在科学种养节
目学来的技术，虽说皮肤越晒越黑，地
也越种越好，收成在村子里总是数一
数二。

儿子念了大学，成家后也留在了
城里，进了政府部门，端上了铁饭碗。
他不表态，孩子大了，该由他自己做
主。该留下，该走出去，他都不干涉。
这时代变化，该往外走的还是要往外
走，往外走才能进步。

老邻居羡慕他命好，他依旧淡淡
地说，这都是命，孩子能出去是他的
命，留下来也是命。我是说留在这也
挺好，怕过些年我们干不动了，这些地
就荒了。

坐在门檐下，看着老一辈人开荒
出来的一阶阶梯田，零星种着作物，有
些已经荒废，再也不是当年的光景了，
闹闹腾腾，热火朝天。他不免感叹，留
下几声叹息，随着山风飘散。

虽然有了水泥路，交通也方便了，
可他依旧极少下山，除了极必要的，他
更乐意留在这里，看看山，看看地，吃
着自己种的青菜，喝着自己养的鸡汤，
喂鸡养鸭，天黑了看看电视就睡下，蝉
鸣声伴着他入睡，第二日被鸡鸣唤醒，
重新一日的劳作。那是他最熟悉的生
活，他不愿改变。

儿子知他舍不得这土地，经过几
次劝说后，也放弃了接他老两口下山
生活的念头。只是时常打来电话说，

若他愿意下山住几日，立马开车来
接。他却说，你若真有心，就闲时带着
孩子回来看看。周末时，儿子便带着
媳妇、孙子回到山上，跟着他下地，挖
番薯、掰玉米，孩子从田的这头跑到那
头，玩得灰头土脸，兴奋雀跃，他仿佛
看到了小时候的儿子。

到山上来的人多了，大家算起了
生意经，农家乐、民宿，这些时兴的词
被做成了招牌，挂在家门口。儿子也
替他张罗着，在木屋与果园的空地盖
起了几间原生态小木屋，买来用具，挂
起了住宿的招牌。老伴张罗着炒菜给
客人吃，他吃了几十年的菜，别人争着
抢着吃，津津有味的，像是吃什么人参
补品。他看着，满眼欣喜。他总让老
伴多放些食材，让大家吃得饱饱的。

大人带着小孩围着他的鸡圈，逗
得小鸡咕咕直叫，他也不吝啬将鸡群
放出来，让孩子玩一玩。客人提议自
己去田里挖番薯，按斤算钱，那叫自
助。可他不带秤，让来者挖着尝尝，寻
摸着给钱就成，农家东西，不值钱。老
伴说他不是个生意人，他顶了回去，那
是，我是个庄稼人，什么时候都是。言
语间还有几分自豪。

山头越来越热闹了，他有几分欢
喜，也有几分忧。听说，政府正在规
划，把这山头打造成旅游地，要通班
车，还要盖统一样式的房子和宾馆。

他想着，看门前那些田地，还有那
果园圈舍，有几分惆怅。那是他深爱
的土地啊，虽不会多少华丽言语，但他
爱得深沉，是不争的事实。

可转念想想，时代在发展，若真这
样，也罢了，管他呢，就算自家房子到
时要拆了或改了，也听从安排。

罢了，明天的事，明天再议吧。
起身，拍拍屁股上的泥尘，又往他

的地里去了，一日不走上几趟，总觉得
少了点什么。

山顶人家
□付宝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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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树全

那天，多拉和妈妈去逛街，
妈妈看上了一个漂亮的发卡，但
一问价格，要二十多元，妈妈立
即放下发卡，拉着多拉就走。那
时，多拉的家里十分贫穷，常常
为生计发愁，对她们来说，一个
小小的发卡也是一件昂贵的奢侈
品。

多拉看看妈妈美丽的长发，
又回头看看那个漂亮的发卡，不
知为什么，多拉的心里产生了一
个强烈的念头，她要买下那个发
卡，然后送给妈妈。多拉的爸爸
很早就去世了，是妈妈一个人将
她拉扯大，她多么希望能回报妈
妈，哪怕是送她一个小小的礼
物。可是，要怎么才能筹到那笔

“巨款”呢？她几乎没有零花钱，
也没有别的经济来源。

一天，多拉放学回家，看到
一个老人推着一辆三轮车，正四
处吆喝着——收破烂嘞。此时她
才知道，那些废旧报纸以及瓶瓶
罐罐能够卖钱。从那以后，她每
天都要做一件事，那就是收集同
学或他人遗弃的废纸和瓶罐，然
后一个星期拿去收购站卖一次，
并将所得的钱全部积攒起来。

每次经过那家商店，多拉都忍不住要多看几眼，然
后再摸摸自己的口袋，看还差多少钱。所幸那个发卡一
直都在，并没有被别人买走，多拉的心才稍微好过一
点。

经过努力，多拉终于赚到了三十块钱，她赶紧去那
家商店买下了那个发卡，并用余下的钱买了一个漂亮的
礼品盒，然后将它包装起来。她准备将发卡作为生日礼
物送给妈妈。可妈妈的生日还有一个星期，多拉多么希
望时间过得快一点，让她早点看到妈妈幸福的微笑。

妈妈的生日终于到来了。那天，多拉将礼物放在身
后，神神秘秘地说：“妈妈，我有礼物要送给你。”妈妈
高兴地说：“是吗？妈妈也有礼物要送给你。”随后，她
们相互交换了礼物。妈妈打开盒子，见里面是一个漂亮
的发卡，那是她想买却舍不得买的饰品。瞬间，她的眼
里溢满了泪水，嘴里喃喃地说：“女儿长大了，懂得心
疼妈妈了。”

多拉也打开了礼品盒，里面是一条漂亮的裙子，那
是她向往已久的东西。在学校里，几乎每个女生都有一
条漂亮的裙子，唯独她没有，她非常羡慕那些穿裙子的
同学，也曾吵着让妈妈给她买一条，但妈妈说，没有
钱，等以后再说。她是一个懂事的孩子，知道妈妈挣钱
不容易，只是轻声地说了一声，哦！便不敢再提。尽管
如此，她还是无数次在梦里梦见自己穿上了漂亮的白裙
子，如天使一般可爱。如今，终于美梦成真，她抑制不
住内心的激动，高兴得跳起来，然后快速换上裙子。她
站在镜子前，看了又看，还转了几个圈。她问妈妈：

“漂亮吗？”妈妈说：“比公主都漂亮。”
兴奋了一阵后，多拉突然想起那个发卡，她想看看

妈妈带上发卡是什么样子。可是，当她抬起头时，才惊
讶地发现，妈妈那头如瀑布一样的长发没有了。原来，
妈妈将她的长发卖掉，换回了她身上这条裙子。她难过
得流下泪来，而妈妈却安慰她说：“没事，过几个月就
长起来了，到时，你一定要亲手为妈妈带上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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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金情怀

风发雷奋泛绵江，一片金瓯起苍黄。
弹洞前村关山景，望云草室古田光。
叶坪战塔英烈表，红井爱民情意扬。
曾起工农千百万，云石通告远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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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思怀

环山伴水壮名城，雾破云开现救星。
赣水突围封锁线，湘江血溅路迷程。
转兵通道脱敌阵，际会楼议事理明。
力挽狂澜谁掌舵，英明领袖用神兵。

欧阳修说：“不与万物俱尽，而卓然
其不朽者，后世之名。”虽然恩师成思危
先生已于 2015 年 7 月 12 日凌晨驾鹤西
去，但先生“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
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之英名必将不朽，
先生“不以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
利”之伟业还将惠及国家，先生“多闻而
体要，博见而善择”之思想更将引领华
夏。

先生一生博闻强记、著作等身，即便
在去世前，疾病缠身依旧勤思不倦。2015
年7月出版的《成思危论虚拟商务》，就
凝练了先生对虚拟经济、电子商务、复杂
科学、物流模式、产业革命和信息技术等
一系列重要问题的长期思考。居安思危是
先生学术思考的精髓，在这本书里，先生
以虚拟商务为切入点，探讨了中国未来发
展的大方向问题。和平时期，发展是主要
的，我们不能身体已经进入信息时代，而
思维还停留在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如何
顺势而为求发展，如何披荆斩棘谋安全，
决定了国家利益，关系着中华崛起。对
此，先生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发人深

省。读毕先生这本最后遗著，我收获良
多，对科技进步、金融发展和国家安全有
了更深刻的认识。

先生将生前余力用在虚拟商务这个命
题上，充分显示了他对可持续发展的精辟
认识。在自序里，先生说：“如果我们不
重视消费这个环节，可能就很难实现实体

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确实如此，美
国经济之所以领跑全球，并在 2008 年危
机后很快重回复苏态势，最根本的原因是
美国抓住了内生动力这个“牛鼻子”，全
力修复消费引擎，做到了增长不求人。而
从中国的情况看，在“三期叠加”压力
下，经济增长已经从高速区间换挡至中高
速区间，政策调控始终在谋求从投资拉动
向消费、投资和出口综合拉动的方向转
变。应该说，模式转变已经取得初步成
果，但对于实现内生性、可持续高增长还
大有不足。如此背景下，激活消费事关全
局，而激活消费需要多管齐下。先生就强
调了其中的重要一环，即从生产到消费四
个环节实现全流程信息化，全维度拓展电
子商务，给消费插上科技的翅膀。

总之，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小到虚
拟商务的发展，大到总体国家安全的实
现，都需要践行系统思维，放眼全球、立
足中国、顺势而为、创新求变。《成思危
论虚拟商务》就是对如何形成、运用并落
实系统思维的精辟阐述，而这也是我诚意
推荐本书的根本原因。

居安思危 思则有备
□郝魁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