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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
袭珍珠港，点燃了太平洋战
争的战火。空袭珍珠港给日
本所带来的利弊得失殊堪玩
味，从战术上讲，日本通过这
次偷袭一举消灭了美军太平
洋舰队的主力，战果不可谓
不辉煌；但从战略上说，正如
希特勒听闻此事后所言：这
场偷袭为轴心国“招来了一
个不可能战胜的敌人”，是一
次不折不扣的战略自杀。

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日
本当时的决策者们其实都
或多或少认识到对美作战
不可能取胜，那么，这群明
知开战必亡的“明眼人”是
如何引领日本走向灭亡前的
疯狂的呢？

本报记者 王昱

战前已有“预言帝”

1941年5月，刚刚出任日本
海军军令部总长的永野修身找
到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摒
去外人后，永野单刀直入地问了
山本一个问题：“皇国（指日本）
如果对美开战，将军认为有多大
把握能够取胜？”山本五十六虽
然在几个月后一手导演了对美
国太平洋舰队的珍珠港偷袭，但
在此时，曾经当过驻美武官的
他，却是个如假包换的对美避战
派。面对上司的问难，山本郁闷
地回答说：“如果阁下到过美国，
看到过美国可怕的工业实力，就
会知道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取
胜。”在得到这一答案后，永野修
身更为郁闷，要求山本估计一个

“维持战局”的期限。漠然良久
后，山本咬着后槽牙回答说：“大
概半年吧，半年后就说不准了。”

这个能维持半年胜势的判
断，后来被不少人奉为“神预
言”，因为从1941年12月日本偷
袭珍珠港开战到1942年6月初美
军在中途岛翻盘，日本海军称霸
太平洋的日子果真也就支持了
半年多。

其实，在发动珍珠港袭击之
前，日本决策层内部做出“神预
言”的人不止山本一人。整个
1941年，日本大本营参谋机关都
在对对美开战进行评估，最后拿
出的一份评估报告，对美、日双
方的军事实力做了惊人的对比:
钢铁产量比是20:1，石油产量比
超过500:1，煤10:1，飞机5:1，海运
2:1，劳动力5:1，美国平均工业产
量是日本的74倍以上。更为重要
的是，日本是一个本土资源匮乏
的国家，几乎所有资源都依靠海
运得来，而其当时的造船能力，
根本经不住美军航线破袭战的
反复折腾，如开战，日本年均损
失船只140万吨，远超补充能力。
报告预言，到第三年，所有民用
船只都将消失，日本赖以生存的
海上运输线将崩溃。因此，报告
总结说：“双方实力如此悬殊，纵
有‘大和魂’，日本也绝不能取
胜。”

据说，这个报告是在日本内
阁某次御前会议上公布的，“听
众曾一度为之动容”，但“动容”
归“动容”，所有人在认识到战争
无法取胜之后依然一本正经地
对对美作战的种种细节问题进
行敲定。正是这种战略上盲目和
战术上的精细，最终催生空袭珍
珠港的发生。

日本人为何明知太平洋战

争打不赢，却依然要贸然开战
呢？其实无非是被一种资源逼
的，这种资源至今还主宰着国际
政经局势，它的名字叫做石油。

无意打开“地狱门”

在太平洋战争开打之前,石
油是貌似强大的日本帝国身上
最大的软肋，与之相反，拥有堪
萨斯油田的美国是日本的主要
石油供应者。据统计，直到1938
年，日本国内（包括其所占领的
殖民地）只生产其石油消费量的
10%左右,剩余份额全部依靠进
口,其中80%来自美国。日本对美
国的这种严重的资源依赖，在二
战前一直是美国用以牵制日本
的一张王牌。20世纪20年代，日
本对美进行“亲善外交”，也曾经
利用这一点给美国人吃定心丸。
这一度促成了日美之间短暂的
和谐，让美国一度放纵了其在东
亚的为所欲为。

不过，这种严重的依赖也刺
激了日本扩张的胃口。尤其是在

“9·18事变”日本占领中国东三
省后，日本曾在当地大规模进行
石油勘探。日本此举虽然最终以
失败告终，却一度搞得美国人十
分紧张。1934年，担心日本能源
自主后尾大不掉的美国，罕见地
通过国务院和外交部对日本发
出了“双重抗议”：抗议日本不遵
守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在中国
的东北搞石油垄断。这次抗议可
以被视作美国对日石油制裁的
先声，日美之间关于能源问题出
现了裂痕。

美国人这次抗议，本意是给
日本一个警告，告诫其不要跳脱
自己的牵制。然而，此时已经被
军国主义烧昏了头脑的日本人
显然无心听从美国，反而更坚定
了想要追求能源独立的野心：既
然在中国东北折腾了半天搞不
到石油，不如南下去东南亚抢。
当时，日本石油每年的消耗在
490万吨左右徘徊，属于荷兰殖
民地的东印度群岛一年产油470
万吨，正好能填满日本的石油野
心。只不过，荷属东印度的石油
产量完全控制在西方石油公司
的手中，不可能优先供应给日
本。因此，如果日本想毫无阻力
地获得该地区的石油，就必须控
制该地区，荷属东印度群岛就继
中国东三省之后被日本军国主
义者看做了第二块必须占领的

“皇国生命线”。
洞悉日本这一野心的美国

此时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如
果向日本供应石油，就等于支持
日本进行扩张。如果对日本实行
石油禁运，就等于鼓励日本占领
荷属东印度群岛。因此在1937至
1940年的这段时间里，面对日本
对华的侵略扩张，美国反复犹
疑，甚至一度妥协绥靖，仅仅要
求日本退出中国关内的省份。但
在1940年欧战局势明朗之后，由
于法国和荷兰在德国闪电战下
迅速投降，其所殖民的东南亚大
片土地在日本军人们眼中一下
子成了无主之地。这个时候，日
本驻南中国派遣军的副参谋长
佐藤贤了认为：“现在德国人开
始接收东亚的英国、法国、荷兰

的殖民地了，日本再不出动就没
有机会了。”于是，在未经上级许
可的情况下擅自出兵进入了法
属印度支那北部。日本人这一出
手，全世界立刻看出这是要以其
做跳板，南下占领荷属东印度的
节奏。日美之间原本微妙的能源
默契就这样被打破，放弃对日幻
想的美国开始转而准备对日作
战，因此日本人评论这次事件是

“开辟了一条通向地狱的道路”。

没人肯踩刹车

虽然佐藤贤了捅了这么大
一个篓子，但在1941年7月以前，
美国依然给了日本悬崖勒马的
机会，在这段时间内，美国在加
紧对日备战的同时，给日本提出
的要求依然仅仅是“撤出中国本
部和法属印度支那”，开出的条
件则是保证其今后的石油供应，
甚至还暗示可以默认“满洲国”
的存在。美国人之所以开出这样
的条件，是因为总统罗斯福此时
已决心对德开战，为避免双线作
战，他愿意保留道德制高点，而
让日本人占有实际利益。

深谙国际局势的日本驻美
大使来栖和野村等人对这个优
厚的条件受宠若惊，一周几个电
报催促本国政府见好就收。但这
个时候，日本决策层内部又犯了
病，面对美国人让出的这条退
路，死活就是不肯上。

当时的日本首相是二战后
成为甲级战犯的近卫文麿，出身
贵族的他是个优柔寡断、凡事总
想讨各方好的公子哥。面对美国

人开出的条件，近卫文麿却犹豫
了，因为时任陆相的东条英机不
停地在内阁会议上给他上眼药，
叫嚣“皇国何俱英美”。

在旧日本帝国，陆军对某事
有反对意见可不是闹着玩的，从
明治时代起，这帮披着军服的流
氓就养成了暗杀与其政见不同
的首相的习惯，还美其名曰天
诛。所以东条这么一闹，内阁其
他人都不好说话了。

一再叫嚣“不惧”的东条其
实也没他表现的那么高调，他作
为陆相的反美发言其实是打了
个小算盘——— 真要打美国，靠的
主要是海军，所以身为陆相的他
尽可以照本宣科，等着海军方面
说不能打。

然而，在民粹主义面前，海
军方面关键时刻也怂了，竟修
改了之前对日美军力的准确预
言，连之前一再告诫应避免对
美作战的山本五十六也在最后
时刻改口，转而主张想打就先
动手。

在一片沉默中，各自心里都
跟明镜似的近卫内阁一天天拖
着日子。直到1941年10月16日，
近卫文麿首相宣布内阁总辞职，
第二天，昭和天皇召见东条英
机，告诉他近卫在辞职前推荐他
接任首相，这个任命据说让东条
非常吃惊，估计天生愚笨的他半
晌 才 领 悟 了 近 卫 深 深 的 恶
意——— 你行你上啊。

东条英机上任首相的第一
天，这位民众眼中的主战派首相
就收到了全国各地好战分子寄
来的数百封请战信。他用一个虚
幻的口号绑架了日本，而这个口
号最终反过来也绑架了他。

按照日本战前的决策系统，
决定对美开战的最后一步是上
奏天皇，按说这本来就是个程
序，从明治维新日本确立君主立
宪开始，天皇就很少否决内阁的
决议。不过，昭和天皇当天还是
忍不住问了一句，“对美开战，有
没有把握？”这一问让君前应对
的永野修身辩解了半天，说什么
日本如今像个重病病人一样，只
有开刀死中求活，天皇听了半
天，最终弄明白内阁是在破罐子
破摔之后，出人意料地说了句：

“四海皆兄弟，何缘起风波。”很
显然，这位天皇陛下也是个“明
白人”，不过臣下不愿意担当那
个“卖国”罪责，身为天皇的他又
怎甘心担当呢？昭和天皇最终批
准了对美宣战的奏折，日本在自
己的死刑判决书上终于签了字。

彼时，每个人都深知利害，
但谁都没有勇气指出，一个国家
就在这样一种没人肯踩刹车的
情况下滑向了覆亡的深渊。

一一群群明明眼眼人人 一一笔笔糊糊涂涂账账
明知打不赢，日本为何还要偷袭珍珠港

日本偷袭珍珠港。

偷袭珍珠港的日本战机起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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