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本五十六纪念馆 

 

给高野季八的信(1899) 

在这封寄给高野季八的亲笔书信里，山本五十六讲述了他最近的一次学校旅行。高

野季八是他的兄长，当时住在东京都上野区，专攻牙医课程。 

信中提到和两个中学同学一起攀登“米山”，还开玩笑说在远足途中遇到一个巨人，

并躲了起来。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山本五十六当时的幽默感和写作水平已经超出十几

岁的同龄人。同时，字里行间也透着亲密的兄弟感情。他还叹息说，虽然旅行很有趣，

但他更希望能在上野和高野季八一起学习。 

 

高野五十六出生 

五十六出生于长冈地区拥有悠久历史和武士血统的高野家族。高野荣轩（1693-

1773；本名高野永贞）和儿子余庆（1729-1815；本名常道）是家族中两位有名的先祖，

两者都是越后长冈藩主（封建时代的领主）的家臣。高野五十六的祖父、父亲和几位兄

长都曾参加“戊辰战争”(1868-1869)。军功之外，高野家族数代以来在文学领域也颇有建

树，出过不少出色的诗人和作家。 

其墓志铭“一生の計は少時にあり（一生之计，奈何苦短）”就是出自他初中一年级

的作文《明治三十年贺》。 

 

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 

中学时，山本五十六得到了一本≪富兰克林自传≫的影印本。他非常仰慕本杰明·富

兰克林，钦佩他为解救美国人民摆脱殖民压迫而斗争的行为，因此想要以他为榜样，有

朝一日也成长为一名伟大的领导者。 

 



五十六中学时代的笔记 

山本五十六对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崇敬，在这本他 16 岁念初三时的笔记本里可以得

到印证。本子上写着富兰克林的日文汉字名“不乱苦林”。 

 

五十六的出生地 

高野家原本紧挨着长冈城，但在戊辰战争中被烧毁。战争结束后，家族新建了一幢

木宅，占地面积将近 1320 平方米。以现代日本住宅标准来说，这个面积相当大，但就

这个家族的社会地位而言，还是小了些。 

五十六就出生在这处新宅邸的一楼。后来，这层楼的一部分被划作了他的书房。 

 

过继 

1916 年，五十六被过继到同样曾是长冈武士家族的山本家，成为养子。这种情况在

那个时代的日本很常见，没有男性继承人的家庭常常会过继一个看起来会有出息的年轻

人传承家族。山本家族正是早早便看出了五十六的潜力。 

 

座右铭：“常在战场” 

“常在战场”，这是长冈藩主牧野家的座右铭。在进入明治时代(1868-1912)之前，牧

野家统领长冈藩长达数世纪之久，首代牧野藩主及其家臣建立的严格训练体系也传承了



数百年，这句话昭示着但有所需则必能随时为保卫领地而战的武士精神。 

即便在和平年代，这些训练也依然激励着牧野家人强健体魄、积蓄钱财，随时随地

为战斗做好准备。这条座右铭也正是山本五十六信奉并且努力贯彻于生活中的哲学。 

 

行世界的旅行者 

这封明信片落款 1921 年 4 月，是山本五十六赴墨西哥考察石油设施时所写。山本

五十六在上面向兄长高野季八描述了自己的最近一次旅行。那时，山本五十六花了 9 个

月时间游历美洲与欧洲。海外经历让他对先进科技有了深入了解，意识到航空和石油必

定是今后全球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明信片原件为私人收藏，馆内无展出。 

 

从世界各地寄回的明信片 

旅行过程中，山本五十六给他的家人亲友寄回了许多明信片。这里展示的是其中一

部分，收件人多为他的恩师渡部舆和兄长高野季八。 

山本五十六在明信片上谈到了他在哈佛的英语学习，在华盛顿特区日本大使馆的工

作等诸多事宜。还提到了他作为代表团成员，随同海军大将井出谦治参与《华盛顿海军

条约》谈判一事。 

 



旅居美国 

1919 年 5 月，山本五十六前往美国，在波士顿居住了一段时间。他在哈佛大学学习

英语，同时利用晚上的时间接受额外的辅导来拓展他的课程。同年 12 月，他被提拔为海

军中佐，随后在 1920 年 5 月来到华盛顿特区，以海军外驻武官的身份进入日本大使馆

工作。 

很快，他受命协助日本大使币原喜重郎筹备即将到来的国际通信会议。山本五十六

向来认为日本需要实现科技现代化，以跟上美国和欧洲的步伐。在他眼里，这次任务是

巨大的荣耀，对祖国的未来更是至关重要。 

1926 年大使馆任期结束之后，山本五十六自费前往墨西哥考察当地油田运作，希望

进一步加深对国际原油业的了解。 

 

给西山伊豆子的信(1919) 

这是山本五十六在美国时写给家乡友人的侄女的信，收件人名叫西山伊豆子，14 岁。

在信中，他对比了美日女性生活状态的差异，称美国女性思想更独立，而日本女性通常

将维护家庭看得比个人抱负更重要。 

他鼓励西山伊豆子在高远志向与周遭社会的期许中求取平衡。他相信和谐的家庭生

活是未来日本繁荣的关键，同时也认为应当鼓励女性发掘自身潜力。 

 



善心与慷慨 

山本五十六是抱有慈善信念的人，他对于自己眼中重要的人，常常竭尽所能地提供

帮助。在 1940 年一封写给老师的女儿渡部舆喜子的信里，他如此承诺：“我会一直诚意

奉公、感念师恩，报答恩师 50 年来对我的薰陶。” 

 

棋牌游戏 

山本五十六喜爱一切类型的游戏，从桥牌之类的纸牌游戏，到麻将乃至轮盘赌这样

的博弈游戏，再到包括将棋（日式象棋）在内的其他游戏。在他看来，这些并不只是单

纯的消遣，还有着训练作战头脑的重要作用。他说，这些游戏教会了他许多至关重要的

事情：首先，无论输赢都必须保持冷静，做出清晰的判断。第二，必须有耐心，但一旦

打倒敌人的时机来临，则需当机立断，切不可优柔寡断。第三，要争取胜利，就必须在

大胆与谨慎间找到平衡。 

不过，考虑到偶尔需要自我牺牲的情况，山本五十六也补充道：“如果只为自身利益

一搏输赢，你就无法冷静做出正确的判断。” 

 

和平的探索 

山本五十六认为日本在 1940 年与德国、意大利结成三国同盟是错误的。他强烈反

对这一举措，同时竭尽全力阻止日本公然抨击此前签订的《华盛顿海军条约》。此外，他



也察觉到，空中力量才是国家军事发展的未来，而不是海上力量。他始终相信，日本领

导人应该更关注国防，而不是海外扩张。 

 

给高野季八的信(1927) 

在这封 1927 年写给兄长的信里，山本五十六表达了他对于日本当时所面临的诸多

地缘政治挑战的担忧。信中谈到了昭和金融恐慌、日本政府此前的内阁改组，以及日本

在中国山东省推进的军事行动。 

山本五十六认为即将到来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十分重要，将其视为日本谋求和平、

缓解日益紧张的全球局势的最佳时机。 

 

出席伦敦海军裁军会议 

1930 年，山本五十六作为日本代表团成员出席伦敦海军裁军会议。图为他和代表团

其他重要成员的合影，其中包括：财部彪、松平恒雄、永井松三、安保清种、左近司政

三、山口多闻等人。 

会议期间，山本五十六与英国代表团的罗伯特·克雷吉爵士密切合作，结下了友谊。

克雷吉后来成为了英国驻日本大使，对山本五十六及其谈判能力给予了高度评价。 

 

第二次伦敦海军裁军会议 



山本五十六在 1934 年第二次伦敦海军裁军会议的预备交涉阶段，写下了这封给兄

长高野季八的信。由于 1930 年第一次会议期间的出色表现，他得到了随同日本驻英国

大使松平恒雄代表日本再次参会的机会。 

同样，从这封信的口气中可以看出，山本五十六认为这些会谈对于日本的未来至关

重要，他花了很大篇幅详细阐述自己打算如何努力谈判。 

 

海军职位提升与空中力量的重要性 

1935 年初，结束了第二次伦敦海军裁军会议预备谈判工作的山本五十六回到日本。

他被提升为日本海军航空部长，并立刻着手尝试调整日本军事战略架构。他坚信“国防的

主力在于空军，舰船只能作为辅助。”此后，他被任命为海军次官。 

1939 年，山本五十六回到母校长冈中学为学生做演讲。演讲中，他再一次强调空中

力量的重要性，祈愿学生们能够享有更加和平的未来。 

 

追悼船员 

山本五十六总是对下属心怀关切。这本纪念册是他担任赤城号航空母舰舰长期间留

下的，来自舰上的神社。 

那时，日本海军航空部队正为应对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而艰苦训练，期间有官兵因

事故不幸陨命。山本五十六认为，在他的部队里，军官拿出时间来向牺牲的战友致敬是



应有的素养。 

 

六千年历史的笔记 

在这份手写笔记中，山本五十六对日本古代史做了简单的统括。其中阐述了神话、

神明与日本的关系，以及他们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 

笔记显示出，山本五十六不但在科学与文化方面有超前于当时社会的意识，对于日

本传统文化中神圣，尤其是神话传说方面同样十分尊重。 

 

《圣经》 

中学时代的山本五十六受到了一位名叫纽维尔的基督教牧师影响，这位牧师是他的

棒球老师。终其一生，他都保持着对宗教的兴趣，除了这本《圣经》之外，还研读过不

少佛教和神道教书籍。 

 

坚决反对与德国缔结盟约 

即便是在遭到来自同僚的人身威胁和蔑视时，山本五十六依然坚持反对日本与德国

缔结盟约。在这份写于 1939 年 5 月 31 日的声明中，他再次陈述自己的观点，认为与纳

粹德国缔结联盟将使日本陷入与英、美两国的战事，最终必会导致日本败亡。或许是在

欧美国家生活过的经历，让山本五十六能够洞悉这些国家国民的心态，而这恰恰是当时



日本其他领导人所缺乏的素质。 

 

联合舰队总司令 

山本五十六曾在美国生活，因此十分了解美国的军事力量和美国人民的强大意志。

尽管如此，在这份 1941 年 5 月写给渡部重德的信中，他还是表达了早日实现和平的期

望。他说，日本“必须跨越巨浪，度过难关”。 

 

指挥军舰“长门号”的联合舰队司令长官 

“长门号”战舰在役期间一直都是全球最大的战舰，也是世界上第一艘搭载 40 厘米口

径大炮的战舰。更大、更有名的“武藏号”与“大和号”战舰都是好几年后才建成服役的。 

 

珍珠港袭击前最后一次作战会议留影 

1941 年 11 月 13 至 14 日，时任日本海军总司令的山本五十六及其参谋长、联合舰

队大部分成员集结在日本西部山口县的岩国海军基地。 

就是在这里，轰炸珍珠港的计划完成了最终修订。直到此时，山本五十六依然期望

日本能与美国在最后一刻达成和平协议。他下令，一旦和平协议达成，便立刻取消袭击，

哪怕攻击部队已经逼近珍珠港。 

 



茶具赠礼 

山本五十六将这套礼仪茶具送给了在开战前后均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日本实业家藤原

银次郎。战争结束后，藤原银次郎与山本五十六的几位朋友在一次典礼上拿出这套茶具

使用，以此寄托对他的怀念。 

 

便携茶具 

这套便携茶具名叫“かちどき”（Kachidoki，意思是“胜利的呼喊”）。便携茶具的诞生，

是为了让人哪怕身在战场也能享受日本传统茶道之乐。其中每一件器具都是为上战场的

人精心挑选，蕴含着战事好运、长寿、胜利等等寓意。战争结束后，山本家族保留了这

套器具作为纪念。 

 

山本五十六的短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裕仁天皇随即下令打造了大约十柄短刀，赐予他最信赖的部属

与顾问，这柄短刀便是其中之一。这是一把长约 20 厘米的直刃刀，刀头圆润，为山本五

十六所有，后由其长子山本义正捐赠给纪念馆。 

同批短刀主要由一贯斋繁正（1905-1995；本名酒井宽）和远藤光起(1904-1992)两

位刀匠锻造。这一柄出自远藤光起之手，他也是新潟（音“戏”）市人。刀身上刻有山本

五十六的手书，正面是“皇国興廃（帝国兴废）”，背面是“繋在此征戦（系于此战）”。



雕刻者也是新潟县三条市人，名叫阿部昭忠(1899-1977)。刀柄为纯银制作，同样刻有铭

文：正面为“御賜”，背面为“頒”。 

这些短刀并非为上阵杀敌所造，但对于有幸获赐佩刀的人来说，它们带来的是对士

气的鼓舞。 

 

给海军中央部的信（1942 年 11 月 12 日） 

1942 年 8 月 7 日，美军攻占南太平洋上的瓜达康纳尔岛，同时控制了岛上的日本空

军基地。日本领导人相信这座岛屿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认为夺回岛屿是取得太平洋战

争胜利的关键。 

然而，虽然勇敢地发起了三次进攻，日军却始终没能夺回岛屿。山本五十六不得不

给海军司令部长三和义勇写下这封书信，承认部队虽然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但岛屿仍在

美军控制之下。 

 

给梛野透的私人信件 

这封信写于 1943 年 1 月，即山本五十六辞世前 3 个月。他在信中坦率地谈到了自

己对于这场战争的担忧和不安日益增长，因为战事拖得越久，对日本来说前景就越不妙。

他担忧家人与家乡，担忧战争结束时长冈会怎样。他很少用长冈方言写信，这是其中之

一。 



 

日本航空学会杂志 

终其一生，山本五十六都对飞机十分着迷，这一点也贯穿在他的海军生涯中。他相

信航空才是未来的出路。然而或许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是，他对地理也非常热爱。他是美

国《国家地理》杂志的拥趸，总是如饥似渴地吸收更多有关广阔世界及其地理分布的知

识。此外，山本五十六还订阅了《日本航空学会杂志》，以确保自己能随时了解最新的航

空发展信息。 

 

米内光政的书法作品 

“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这就是米内光政(1880-1948)为友人山本五十六最后写下的悼词。米内光政曾先后出

任海军大将、海军大臣，并于 1940 年就任日本总理大臣。他是岩手县人，与山本五十

六是老友，也是长期以来的政治盟友。米内光政担任海军大臣时，山本五十六正是海军

次官。自 1937 年 2 月开始，为阻止日本加入与德国、意大利的三国同盟，两人协力抗

争了两年零七个月之久。无奈，他们刚刚调任，盟约便迅速达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