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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鹿地亘是二战时期日本著名的反战作家，1936~1946年间活动于中国大地上。自1940年担任在华日本

人反战同盟会西南总部会长起，鹿地亘一直致力于日军战俘反战教育工作及对日反战宣传工作；同时他

在反战文学创作上的斐然成就也引起了国内的广泛关注与影响。文章旨在通过对鹿地亘的人生轨迹以及

反战文学创作活动的追踪与研究，重点考察其在贵州镇远和平村旧址的活动情况，以此深入探讨其反战

报告文学作品《和平村记》的重要文学价值及对反战宣传和助推中国人民胜利抗战的积极作用，以进一

步理解鹿地亘反战精神并丰富中国的反战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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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Kaji Wataro was a famous Japanese anti-war writer during World War II, and he worked in China 
from 1936 to 1946. Since 1940, when he became the leader of the Southwest Headquarters of the 
Japanese Anti-War League in China, Kaji Wataro has been devoted to anti-war education for Japa-
nese prisoners of war and anti-war propaganda against Japan; at the same time, his remark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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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hievements in anti-war literature have also attract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nd influence in 
China.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trace and study the life trajectory and anti-war literary ac-
tivities, focusing on his activities at the site of Heping Village in Zhenyuan, Guizhou, in order to ex-
plore the important literary value of his anti-war reportage work The Story of Heping Village and 
its positive effect on anti-war propaganda and promoting the vic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the 
war, so a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anti-war spirit of Kaji Wataro and enrich the study of anti-war 
literature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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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世界文化视角下的反战文学相关研究不断取得新成果，日本反战文学也在其中得到了

极大关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也在努力通过自己的行动为中国的反侵略战争发声。

1940 年，鹿地亘在中国组织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总部)并领导盟员们开展了如火如荼的反战

运动，期间还曾到过贵州镇远和平村(战时第二战俘收容所)做视察与反战教育工作，对于改造日本战俘工

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他还在反战文学史上挥洒笔墨，将自己在镇远和平村进行战俘反战教育

工作的宝贵经历写成了报告文学作品《和平村记》之后继续发表了多部反战文学作品，受到了当时国内

革命人士的关注和人民大众的广泛阅读。迄今为止，鹿地亘以在华日本反战同盟领导人的身份大受学者

关注，对其作家身份及作品展开研究的学者也不在少数，他们赞扬鹿地亘的笔触既能体现个人强烈的反

战精神又具艺术价值，以此便可窥见鹿地亘作品在反战文学史上的重要性。但从区域视角看，对于鹿地

亘在贵州镇远和平村的活动大多只是粗略论述并无进一步的分析。文章通过考察鹿地亘的大陆活动轨迹，

试图论析鹿地亘在和平村工作的经历对其反战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和《和平村记》作为反战文学作品的

历史价值，对于补充关于反战作家鹿地亘的研究和从更广阔的东亚视角来研究反战文学具有重要的研究

意义。 

2. 鹿地亘与其相关研究 

2.1. 鹿地亘 

鹿地亘(1903 年 5 月 1 日~1982 年 7 月 26 日)原名濑口贡，日本九州大分县三浦村人。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时期，他以日本反战作家的身份在中国展开活动。鹿地亘毕业于东京大学，1932 年在日本无产阶级

运动蓬勃兴起的背景下，自愿加入了日本共产党。鹿地亘于 1936 年辗转来到中国，在革命的土地上开始

了他的反战人生。抗日战争期间，鹿地亘作为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总部领导人在反战活动中发光发

热，他到过贵州镇远和平村(战时第二战俘收容所)做视察与反战教育工作，对于改造日本战俘工作起到了

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还通过反战作家这一身份，积极投身于反战文学作品创作中，以反战活动为题材

创作了许多可圈可点的作品，《和平村记》就是他根据自己在镇远和平村进行战俘反战教育工作的宝贵

经历写成的反战报告文学作品，受到了当时国内革命人士的关注和人民大众的广泛阅读。此外，鹿地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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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做了许多中国文艺作品的翻译工作，促进了日本及日本学术界对鲁迅的认识，推进了中国共产党经典

文献、中国革命文学在日本的翻译与传播。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后，回到日本的鹿地亘围绕着战时自己的

活动经历写下了多部著作，并积极地通过中日友好协会为促进中日友好交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2. 中日学者关于鹿地亘的研究 

二战时期的鹿地亘不仅是在华日本反战同盟的领导人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日本反战作家，迄今为止

这一双重身份吸引众多国内外学者对他展开了研究。 
中国方面，2015 年，刘振生[1]等则在黄俊英[2]等人的研究之上通过具体文本研究，进一步肯定鹿地

亘的反战文学作品的重要价值。2018 年，学者张小玲[3]在关于国内的日本反战文学研究中，提到了鹿地

亘的反战文学及言行对于鼓舞中国人民反侵略势气的重要作用，并进一步指出在宽阔的东亚文化视野之

下，思考日本反战文学价值问题的重要性。仓重拓[4]分析了竹内好与鹿地亘对鲁迅《我要骗人》中“浅

间山”的不同解读，由此指出鹿地亘在文学工作上对鲁迅在日本产生较大影响的特别作用。由此不难看

出，鹿地亘的反战活动轨迹一直是学界研究热点，其反战文学作品在鼓舞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反侵

略战争中都是值得赞扬的佳作，但是无论是活动轨迹上还是文学领域上，相比其他在华活动地点及反战

作品，《和平村记》并未受到太多瞩目，关于鹿地亘在贵州和平村的反战活动经历至今仍只是作为活动

轨迹中的小一部分被匆匆略过。 
日本方面，1989 年，日本学者丸山胜[5]从鹿地亘的相关资料着手分析了抗日时期中国文学的特点并

关注到鹿地亘和鲁迅的关系，2000 年，魏奕雄[6]指出郭沫若对鹿地亘在华工作的绝对影响力，而以孙金

科、杨定法[7]为主的学者在 2006 年概述了作家鲁迅和鹿地亘的交往过程，论证了鲁迅对鹿地亘各方面特

别是文学创作上的影响；中国先进文人在与鹿地亘交往的过程中给予他的帮助及影响可以说是学者们普

遍关注到的对象。但是鹿地亘在大陆的反战活动轨迹也备受关注，2007 年，鹿地亘之女坂田晓子[8]在《关

于父亲鹿地亘的回忆》中整理了鹿地亘在中国活动时的故事，以独特的第三人称视角记述了鹿地亘的在

华感想。井上桂子[9]于 2008 年在其专著《鹿地亘的反战思想与反战活动》中通过更为严谨且详细的调查

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时期鹿地亘的反战思想和反战活动进行了叙述和分析，并考察其对中日两国关系产生

的影响，对于深入系统地研究鹿地亘的反战思想和反战活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综上所述，无论中国还是日本，鹿地亘作为反战作家都具有一定的关注度，一者关注他的反战功绩，

另者在乎其文学作品中可见的与中国抗战文学的交集。作为日本反战作家和反战领导人，他为中华民族

解放事业与中国抗战文学的发展可谓尽心尽力，因此考察鹿地亘的大陆行迹中在和平村展开的反战活动

对于更完整地展现反战文学《和平村记》的价值、反映中国抗战文学的面貌具有积极意义。 

3. 鹿地亘与和平村旧址 

1936 年 1 月，鹿地亘秘密地来到了中国并在上海流亡期间与鲁迅熟识。作为鹿地亘的良师益友，鲁

迅对于鹿地亘的翻译工作和文学创作风格带来了巨大的影响；郭沫若则在工作上给予了鹿地亘莫大支持。

1938 年在郭沫若的举荐下，鹿地亘来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后简称第三厅) (图 1)，担任设

计委员一职，之后周恩来和郭沫若又派他去到湖南常德和贵州镇远和平村第二俘虏收容所为教化日军战

俘工作一段时间。 
正是在后方强有力的关照下，鹿地亘的反战工作才得以较为顺利地展开，他不断前往中国各地的抗

日前线进行反战宣传与战俘反战教育工作，同时将期间在大陆各地珍贵的工作经历记录下来创作了大量

反战文学作品，因此不难看出考察鹿地亘在大陆的活动轨迹对于进一步学习了解鹿地亘的反战文学作品

的创作背景及历史意义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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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鹿地亘《在中国的十年》(1948 年) 

Figure 1. Appointment of Kaji Wataro as a design member of the Third Department of the Political Department of the Mili-
tary Council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图 1. 鹿地亘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聘书 

3.1. 鹿地亘的中国西南行迹 

鹿地亘深知侵略战争带给世界人民的只有无尽的苦难，他逐渐将自己的反战活动深入西南，并且在

文艺活动上也把重心转移到了反战文学的创作上来；因此本节重在梳理鹿地亘在中国西南期间的行迹变

化，进而讨论镇远和平村在其活动道路上的角色特征。笔者根据已搜集查阅的相关资料整理了鹿地亘在

中国西南的活动轨迹(表 1)。 
 

Table 1. The track of Kaji Wataro’s activ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表 1. 鹿地亘的中国西南活动轨迹 

序号 时间 活动地点 

1 1938 年 9 月~1938 年 10 月 受第三厅委托到常德日军俘虏营视察，并作反战教育工作 

2 1938 年 10 月 随第三厅部分工作人员撤退到长沙途中前往迁至贵州镇远和平村的俘

虏收容所进行了半月的教育工作 

3 1938 年 11 月 由长沙到达桂林并负责日语训练班的对敌宣传培训工作 

4 1938 年 12 月下旬 率领在华日本反战同盟桂林支部第一工作队赴桂南前线进行反战宣

传，之后再次回到桂林 

5 1939 年 4 月 在军政部第二俘虏收容所重庆本所“博爱村”对战俘做改造教育 

6 1939 年 9 月 由重庆来到桂林做为期两个月的战俘教育工作 

7 1940 年 1 月 1 日 返桂南前线与抗战伙伴举行元旦联欢 

8 1940 年 1 月 4 日 返回桂林 

9 1940 年 3 月 在桂林公演话剧《三兄弟》 

10 1940 年 5 月~12 月 携工作队成员抵达重庆并在此展开工作 

11 1940 年 12 月~1941 年 1 月 率领在华日本反战革命同盟去鄂西前线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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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12 1941 年 1 月~1941 年 8 月 因皖南事变，鹿地亘由宜昌前线返回重庆郊区 

13 1941 年 8 月 鹿地亘的反战同盟被遣往送往贵州镇远第二收容所重新训练 

14 1943 年 12 月 前往贵州镇远和平村和同盟会日本成员商讨工作方向 

15 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泽东、周恩来在重庆桂园接见鹿地亘 

 
参考表 1 可以看出，1938 年 9 月鹿地亘受第三厅委托到常德日军俘虏营视察作反战教育工作(序号

1)，10 月鹿地亘从武汉撤往桂林途中到常德和镇远和平村第二俘虏收容所，会见了在收容中的日军战俘，

并在镇远和平村同他们生活了近半月之后前往长沙，在常德战俘收容所和镇远和平村战俘收容所进行的

战俘反战教育为他之后的工作开展奠定了基础，他也把这段经历记录下来，写成了他在华第一部反战文

学作品《和平村记》；1940 年 7 月 20 日在重庆举行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西南总部”正式成立大会，

选举鹿地亘为会长(序号 10)；1941 年 8 月，因皖南事变，鹿地亘的反战同盟遭国民政府否定，被遣往送

往贵州镇远第二收容所重新训练(序号 13)；1943 年 12 月，鹿地亘前往贵州镇远和平村，与同盟会成员商

讨今后的工作方向，将工作重心放在反战资料的整理研究上，成立了鹿地亘反战研究室(序号 14)。 
鹿地亘在西南地区时的主要活动范围围绕在广西桂林、重庆、贵州镇远等地，而贵州镇远和平村不

仅是鹿地亘反战工作的奠基之地及其《和平村记》创作素材来源之地，同时也是在华反战同盟在遭受挫

折之后开展反战工作的主要阵地，作为一所战俘收容所它与鹿地亘有十分密切的联系，是对鹿地亘个人

活动阵地分析中让人瞩目的一环，因此考察贵州镇远和平村第二战俘收容所对鹿地亘的影响尤为重要。 
战时鹿地亘常出入活动的和平村日军战俘收容所原是晚清时期镇远总兵署的中衡衙门，1938 年 12

月，随着战局变化由湖南常德盐关迁至贵州镇远阳镇和平街，如图 2。2006 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10]。2018 年，笔者曾前往镇远和平村旧址进行过实地考察，和平村占地面积为 5148 平方米，建

筑样式总体呈长方形，由前后院组成，高围城墙，围墙四角均设有瞭望塔，前院两侧的平房里有米库、

哨兵室等，而后院则有病房、厨房、医务室等；其他办公楼里有办公室、职员室、反战同盟训练班等，

且配备了运动场(棒球场等)。 
 

 
出处：鹿地亘《在中国的十年》(1948 年) 

Figure 2. Heping Village in Zhenyua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图 2. 抗日战争时期的镇远和平村 

 
在 1938 年 12 月~1944 年 11 月这 6 年间，镇远和平村共关押日军俘虏约 600 余人[10]。当时，中国

共产党提出了“优待俘虏”的政策决定，以便广泛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尽快结束抗日战争。从和平村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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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所内齐全的设施设备上不难看出镇远和平村收容所对这一政策做出了积极响应。收容所坚持善待俘虏，

因此受到感化的一大批战俘主动申请加入到反战活动中去，创办反战宣传的日文刊物、协助对尚未走出

军国主义思想的战俘的教育改造工作、还走到抗战前线对日军做反战宣传。镇远和平村在教育上积极引

导战俘、在物质和精神生活上对他们予以关心，使他们很快认识到日本侵华战争的错误与中国军民的真

诚友好，为改造日本战俘、激发中国人民抗战热情发挥了重要作用。 

3.2. 鹿地亘在贵州和平村的相关活动 

1938 年 9 月，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会前身还未创建，鹿地亘受第三厅领导人周恩来和郭沫若的委托，

以战俘教育领导人的身份去到常德第二战俘收容所视察了解战俘情况并进行教育指导；同年 10 月，常德

第二战俘收容所随战情发展迁移至贵州镇远和平村，鹿地亘也随之前往和平村第二战俘收容所并与战俘

们朝夕相处半月之久。 
第一，以真情实意感悟战俘。 
尽管是以日军战俘教育引导人的身份来到和平村，但是初到之时鹿地亘并没有得到战俘们的友好相

待还遭受了许多白眼。虽然中国政府对战俘们采取宽容的人道主义政策，但他们中绝大多数“日本军国

主义”思想早已根深蒂固的人还是抱以忍辱负重的心态，要誓死效忠天皇，因此对鹿地亘这样“背叛天

皇”的日本反战人士内心充满鄙夷与不满；而少数在此前与鹿地亘相识的日本人见到“高高在上”的他

也努力与他保持距离，正如鹿地亘在文章中所说那样：“这讲台似乎将我与他们之间狠狠地隔出一道鸿

沟”[11]，鹿地亘对这样的“鸿沟”感到万分不该，他认为真正能够将他和战俘们联系在一起的，是要使

战俘们能够认识到侵华战争的错误性。展开教育工作存在不小难度，但是鹿地亘始终有很坚强的决心。

他并不介意日军俘虏的言语侮辱和冷漠态度，而是始终以平等的态度，同他们一起生活，通过谈话、写

信、公演、阅读俘虏作文来考察俘虏的感情及思想[12]，说明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等耐心诚恳地教育他们。

越来越多的日本俘虏感受到了鹿地亘和中国政府的真诚，开始有许多战俘主动地接近他，向他打听战争

的情况、诉说心中的苦闷，也渐渐从军国主义的错误思想中醒悟过来。 
第二，分划管理，积极推进反战教育工作。 
在得到一定的反战教育工作开展的基础上，鹿地亘借机将收容所分为先将和平村和非和平村[13]；参

加和平村的村民因为具有一定反战觉悟，收容所看管人也更加尊重他们的意见，不对他们的日常活动作

过多干涉；但非和平村村民仍然以俘虏身份继续被加以管制。越来越多的战俘在这种分化分管措施的前

提下，主动要求加入和平村接受反战教育。渐渐地，越来越多的战俘们从侵略征服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

中醒悟过来，进而表示志愿参加中国抗日战争的前线工作中去。战俘营所作的工作为日后在华日本人反

战同盟的工作开展奠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牢固基础。 
第三，组织带领战俘展开反战宣传活动。 
1938 年 11 月，鹿地亘离开后将在常德和镇远两个战俘收容所的考察经历写成报告文学《和平村记》，

并且由此开始着手反战同盟相关工作计划安排。离开之后的他并没有与镇远和平村的战俘们断绝联系。

1939 年 10 月，鹿地亘带领在和平村的 20 余名已经具备“深刻反战思想”的战俘前往在广西桂林成立的

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会(西南支部)，开始了他们的反战工作；1940 年 7 月 20 日，在郭沫若指导下，

鹿地亘又与 10 多名和平村战俘在重庆正式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会总部[14]；1941 年 8 月，因工作受

阻，鹿地亘的反战同盟再次回到往贵州镇远第二收容所重新训练，他与妻子池田幸子组织动员的“在华

日本人民反战同盟和平村训练班(后改称为工作队)”，带领盟员们做反战研究、搜集整理反战资料、前后

约有 150 人的同盟成员主动前往前线去进行反战宣传，并取得了很好的工作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

日本军队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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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鹿地亘与他的反战文学作品 

回顾鹿地亘在中国的 10 年，总体是工作与文学创作齐步进行；反战工作经历几乎是他文学创作素材

的主要来源——他创作了多本反战文学作品，也多次发表反战宣传文章及报告，进行了诗歌文学、戏剧

文学等的创作、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也有所涉及并取得了不小成绩；本节整理了从 1930 年鹿地亘初涉

文坛到 1982 年逝世期间的主要文学作品(表 2)，并从文学作品创作的角度来探讨《和平村记》的价值。 
 

Table 2. The main literary works of Kaji Wataro from 1930 to 1982 
表 2. 鹿地亘 1930 年~1982 年主要文学作品 

序号 出版日期 作品名称 出版社 

1 1930 年 《劳动日记和鞋子》 改造社 

2 1945 年 《叛逆者之歌》 作家书屋 

3 1947 年 《我们七个人》 中央公论社 

4 1947 年 《语言炮弹》 中央公论社 

5 1947 年 《和平村记》 中央公论社 

6 1948 年 《在中国的十年》 实时通信社 

7 1948 年 《鲁迅评传》 日本民主主义文化联盟 

8 1948 年 《脱出》 改造社 

9 1953 年 《闭嘴！日本人》 理论社 

10 1953 年 《如火如风》 讲谈社 

11 1958 年 《无天无地》 日本光书房 

12 1959 年 《自传性文学史》 三一书房 

13 1962 年 《日本士兵的反战运动》 同成社 

14 1964 年 《反战资料》 同成社 

15 1974 年 《在上海战役中》 东邦出版社 

16 1982 年 《在抗日战争中》 新日本出版社 

17 1982 年 《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斗争资料》 日本同成社 

 
纵观鹿地亘的文学创作生涯，他的目光总是放在通过文学作品去宣传反战思想上。1930 年~1982 年

这期间，在其主要的 17 部作品中，有 10 部都涉及到了反战题材，这也能够说明反战题材一直是鹿地亘

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向。《劳动日记与鞋子》(1930 年)是鹿地亘在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界崭露头角的处女

作，而《和平村记》却是他来到中国开展反战工作之后创作的第一部反战文学作品，之后的创作热情也

随着反战工作的推进而愈加如火如荼，《和平村记》对其反战文学创作上的影响作用自然不言而喻。 
鹿地亘结束在常德和贵州镇远和平村的战俘视察工作之后，前往桂林展开工作。在战俘收容所做反

战教育工作的宝贵经历促使鹿地亘在桂林完成了他在中国的第一部反战文学作品。副标题为：“俘虏收

容所访问记”的报告文学 1作品《和平村记》，字数长达 10 余万字，在鹿地亘完成日文原版的创作之后，

由当时鹿地亘的革命友人冯乃超翻译后连载在《救亡日报》2 上，1947 年正式由中央公论社出版。这是

 

 

1散文的一种，介于新闻报道和小说之间，具有真实、及时等特点并兼备文学性、政论性。 
21937 年 8 月 24 日~1945 年 10 月 22 日期间，介绍抗日时期前线战况的文艺宣传报纸；由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主办，夏衍(中国

新文化运动先驱之一)任其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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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地亘在华反战文学的处女作，文章总体内容是鹿地亘受第三厅委托到常德和镇远日军俘虏营视察和作

反战教育生活的所感所想的记录。鹿地亘在作品中首先叙述了自己对收容所的第一印象，接着细写了在

战俘中让他印象深刻的大伴为三、邱邦雄、折田捷夫 3 人还有和平村收容所为他举办欢迎会以及战俘们

日常的劳动生活等，生动地反映出在和平村组织举办的各项活动时以及日军战俘们与看管人之间的融洽

相处的景象；在侧面上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收容战俘们的精神面貌的同时也对自己给日俘们做教育谈话的

工作作了深刻的经验总结。在同他们谈到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问题时他这样说道： 

“这悲惨的战争能否转变为光辉的战争，是全凭我们的决心如何……眼前这里就有和平村，在悲惨的战争中我

们创造了两个民族和平的生活，这是光辉，是胜利之兆；那么诸君要在这荒废岁月呢，还是参加胜利的创造，这要

全凭诸君的意志和努力。”[11] 

因此他在《和平村记》中呼吁有关当局重视对日俘的反战教育，强调要帮助战俘们摆脱思想牢笼的

束缚，并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丑恶面目，尖锐地指出侵略战争必败的命运。1939 年 4 月 11 日，《救亡

日报》以“<和平村>新讯”为题，评价《和平村记》已“引起全世界人士之注意”，因其独特的内容呈

现在中国抗战文坛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平村记》作为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其带领读者从日本反战

领导人这一新颖的角度看到了战争的不同面貌，并且用充满真情实感的表达及时揭露了在抗战过程中日

本军国主义者的思想转变，具有很高的历史真实性；孙金科在其 1996 年出版的《日本人民的反战斗争》

一书中指出了鹿地亘发表《和平村记》真实反映日俘的情况，宣扬了国民政府给俘虏重新做人的机会，

对于抗战具有积极正面的意义。正如鹿地亘在《和平村记》中所说那样： 
原文：“或るものは共同の敵と闘ふために中國の同志たちと手を握るため、國外に出ることも必

要です。こねは日本人だけのことぢやない。東洋の両民族を不幸にし、東洋を征服して奴隷にしよう

とすろ野心家を、两國人民が力をあはせて押し倒し、平和と人民の幸福な関係を作らねばならん闘ひ

なのだ。”[12] 
译文：“离开日本去同中国人民携起手来打败共同的敌人是必要之举。两国人们必须团结力量，打

倒那些企图让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民族变得不幸、妄图奴隶东方国家的野心家们，从而建立民族和平友

好的关系。”(笔者译)。 
《和平村记》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鹿地亘的反战决心，在触发作者进行更多的反战文学创作的同时，

也鼓舞了无数反战人士，1938 年-1939 年在《救亡日报》上连载期间，因其篇幅短小、内容精湛易懂也

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它的意义不仅对于鹿地亘个人来说是具有开创性的，在中国反战宣传文艺

史也是不容忽视的。 

4. 结语 

作为抗战时期仅有的一位流亡在中国的日本作家，鹿地亘在中国的这 10 年，一直同中国人民并肩抗

战，给了中国人民极大的精神支持。在《和平村记》里能够看到，日本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也给日

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苦难、深刻体现了中日两国人民反战的情谊、并处处洋溢着可贵的反战精神，不仅

对于无产阶级文学具有重要文学史意义，更对中日两国友谊的发展乃至世界和平发展具有伟大的历史意

义；尽管作为报告文学的《和平村记》以记录作者的亲身体验为主，因而相对缺乏文艺性，但是却以纪

实的笔触使得战时中国军民团结奋战、日本战俘在反战教育中逐步改变立场的模样跃然纸上，记录及时

而详尽，帮助战争真实面貌这一点也有利于后人更为全面地了解抗日战争，更为深刻地领悟到中国人民

奋勇抗战的意义所在，这对我国反战文学研究以及加强国民对历史的认知，同时对于进一步理解战争错

误性与和平的重要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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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一定程度上能够折射出其所处的历史时代及社会背景特征；反过来，对文学作品创作的时

间、空间进行具体考证也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其背后的价值内涵。通过对鹿地亘在镇远和平村期间

活动的考察使得《和平村记》在世界反法西斯文学和中国反战文学史上的价值意义更加难以替代，它揭

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战时日本士兵对于战争的真实想法与态度，他们并不全然

是冷漠无情的战争爱好者，也有对于杀掠的恐惧与彷徨，由此引发人们对于战争与和平的深省、进而瓦

解日军的士气、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作为一部反战文学作品对于鼓舞世界人民的反侵略战

争具有不可磨灭的积极意义；再者作为传播快捷、内容简洁的报告文学很快地就流传到了大众生活中去，

有利推动了战时的文艺宣传；对于当代中国报告文学创作也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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