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1月18日 星期六 统筹：薛军 见习美编：张一诺 校对：学文 版式：王艳

国际
AA05

1974 年 3 月 12 日，他与
两名同僚一起回到日本。
三十年之后，小野田终于回
到了日本，所到之处，受到
热烈欢迎，成了所谓日本

“英雄”精神的象征。他参
加许多活动，特别是日本右
翼退伍军人的活动。每当
典礼开始，旧军歌被唱起
时，小野会激动得流泪。

他接受过无数次媒体访
问，当被问到如何看待上百
个受伤、至少 30 个无辜死亡

的农民与破碎的家庭时，他
坚定认为他没有错，他身处
于作战之中，不必为这些人
的死亡负责。他坚称自己
是一位游击队长，不受任何
一般战斗状况的约束，他必
须为自己寻找活路。他脸
无愧色，他的自传甚至成了
畅销书，书名是：《绝不投降，
我的三十年战争》。

1974 年 3 月，小野田把
军刀交给菲律宾军方，正式
投降。 郎天 编译

回国仍死守军国主义阴魂

无视投降命令 菲律宾丛林藏身30年搞游击战

日本“最后的鬼子兵”91岁病逝
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6日下午，原旧日本陆军少尉、被称作日军“最后
的投降兵”的小野田宽郎因肺炎在东京的一家医院去世，终年91岁。二战期
间，小野田于1945年躲入菲律宾卢邦岛的丛林中进行游击战，并无视盟军的
投降命令，负隅顽抗和藏身30年。直到1974年3月原上司来到岛上重新宣
读投降命令后，他才从卢邦岛山中走出投降。回到日本后，他被当作日本军国
主义的“英雄”受到国人欢迎，但始终活在二战阴影中的他，完全无法理解和适
应现代生活和社会变迁——特别无法理解日本宪法对于各类军事行动的限
制。近年来，年迈的他一直在东京生活，并远赴日本各地的小学、中学等演讲，
讲述战争的体验。

小野田宽郎1922年3月19日
出生于日本和歌山县海南市。
1939 年 3 月，他被派到“田岛洋
行”位于中国武汉的分店工作。
1942 年 12 月被征召入和歌山步
兵第 61 联队，后分配到步兵第
218 联队。1943 年 9 月成为甲种
干部候补生，1944 年 1 月进入久
留米陆军预备士官学校。8 月

毕 业 后 成 为 士 官 勤 务 见 习 士
官。9 月进入陆军中野学校二
俣分校，接受游击战训练。 11
月毕业后被派往菲律宾。小野
田 被 派 到 一 个 菲 律 宾 的 小 岛
——卢邦岛，准备在美军登陆后
开展游击战。

1945 年 2 月 28 日，美军在卢
邦岛登陆，大部分的日本士兵不

是投降就是战死。小野田把剩下
的人分成小组，同三名同僚一起
隐入丛林，继续顽抗。1945 年 8
月15日，在盟军的联合打击下，日
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军派出由
已投降日兵充当的军使赴各岛劝
降，同时撒下大量的传单。但小
野田认定战争没有结束，传单在
骗人，于是躲进了丛林深处。

每天清晨，小野田带着三名士
兵爬上山峰，对着旭日敬礼，并继续
着他的战斗。他会突然出现在村
落，射杀当地农民，然后躲入山林。
有几十个农民在收成香蕉时，无端
地被他们残酷枪杀。小野田等人保
持着不断移动的战略，甚至连当地人
都无法将他们捕获。停留在同一个
地点几天之后，他们就会移动。他们

偷窃当地居民的食物，偷鸡，杀水牛，
捉野兔，吃蜥蜴，他们甚至将保存晒
干的香蕉充当干粮。1952年, 他们
亲人的家书与日本当时的报纸，不
断地在丛林里出现，希望他们三人
念及家人，或许会软化态度出来投
降。然而，小野田仍然认为这是瓦
解他们意志的策略，固执的他得出
结论：继续作战，永不投降。

1965 年，他们偷到一台收音
机，听到了新闻里关于国际关系的
报导，然而，他们始终不肯承认世界
的改变。他们依然故我，枪杀农民，
烧毁稻谷。就这样，他们在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小野田凭借在日
本陆军中野侦察学校受过野外生存
训练，竟在异国的山林荒野中像原
始人一样秘密地生活了28年。

1974 年 2 月 20 日，小野
田在山里偶然遇到日本探险
家铃木纪夫。后者告诉小野
田，日本真的投降了，战争早
已结束。小野田则坚持必须
有指挥官的命令才会投降，
并要将保存良好的军刀亲自
交给天皇。铃木承诺会带着
他的队长的命令归来，并在
回国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
找到了小野田的老上司谷口
义美。原来谷口已经改名并
成了书商。1974 年 3 月，小
野田终于接受了亲自上岛的
谷口义美的投降命令，身穿

半旧日本军服，来到卢邦岛
警察局，他向人们深深地鞠
了一躬后，郑重地把步枪放
到地上，说：“我是少尉小野
田。我奉上级的命令向你们
投降。”

小野田在 30 年的战斗
中共打死打伤了 130 名菲律
宾人，包括士兵、警察和平
民。许多菲律宾人主张把小
野田关进监狱，并绳之以
法。但是，由于日本政府的
斡旋，当时的菲律宾总统马
科斯赦免了他，并允许已经
52岁的小野田返回日本。

老上司亲自上岛将其劝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