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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川武满著《大地的呼声》中译本出版

展示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人生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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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小川武满著《大地的呼声──反对战争追求和平人生轨迹》中译本由步平、郭素美、井上丰、郎义溪、孙晓光、习乃莉译，日本一麦
出版社2005年出版。 

     作者小川武满，1913年生育旅顺。东京日本神学校、满洲医科大学毕业。任石家庄陆军病院、北京第一陆军病院军医。战后，作为北平日
本联络班的医师工作。1948年回国。任日本基督教会大阪北教会主任教师，1953年开始在神奈川县水乡田名医疗开拓传道。1969年任基督徒遗族
会的实行委员长。2003年，任叶山岛诊疗所医师、日本基督教会无任所教师、和平遗族会全国联络会代表。2003年去世。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研究员在《我所见到的小川武满先生》一文中说：小川武满先生的父亲是医生，他自己也入医科大
学学习。九一八事变后，他被征入军队，也成军医。但他在目睹战争带给人类的灾难后，对日本政府宣扬的“大东亚共存共荣”的口号产生怀
疑，开始思考自己应该采取的态度。但是在战争中，他是无可奈何的，连自己的两个弟弟也死于战争，想起来至今感到难过。战后他立即脱离军
队，前往日本贫困的农村行医和传道（基督教），同时进行和平运动。战争遗族对中国和亚洲各种战争遗族的谢罪和团结的心情，阐明了他的和
平主张和对人类和平和发展的期待。”  

     “小川先生把批判侵略战争和宣传和平作为自己传道的重要内容……日本的战争遗族大多数抱有深深的‘被害’心理，像小川先生这样明



确地从加害的角度认识侵略战争的遗族并不多。而在日本那样的社会环境中能超越金钱和物质利益，洁身自好并献身社会的人更是难能可贵。我
觉得小川先生的书翻译出来让中国人了解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小川武满先生在“中译本前言”中说：“今年（指1977年）正值卢沟桥事变60周年，也是中日恢复邦交25周年，又迎来了日本国宪法制定
50周年。正因为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年头，才应该从历史上对天皇军队进行的侵略战争的罪责加以认真的追究。正因为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年头，日
本政府才应该对亚洲各国战争牺牲者的被害实态进行调查，进行诚恳的正式的谢罪和个人赔偿。可直到现在，以保守的政治家为中心的否定侵略
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的势力仍很猖獗。但我深信：只有祈望和平的人民大众的非战和平运动才是创造21世纪世界和平的原动力。所以，我将自己
在战争中的体验和在战后为抗议靖国神社问题而进行和平遗族运动所走过的道路总结起来，出版了这本《大地呼声──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人生
轨迹》。”  

《大地的呼声──反对战争追求和平人生轨迹》中译本略目 

小川幸子：完译本前言 
井上丰：完译本刊行语 
小川武满、小川幸子：中译本前言 
步平：我所见到的小川武满先生 
西川重则：日文本刊行语 
小川武满：日文本前言 

序章：激荡的82年人生 
第一章  从旅顺到奉天再到北京 
第二章  日本投降后再到中国的医疗传道 
第三章  构筑神学基础的时期（1945─1599） 
第四章  开创农村山区医疗传道的时代（1951─1984） 
第五章  联合希望和平的遗族（1969─1995） 
小川幸子：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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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篇文章： 张振鹍荣誉学部委员会见法国巴斯蒂教授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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