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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 

  百田尚樹，日本作家、編劇家。2013 年以小說《被稱作海盜的男人》獲得

日本本屋大賞。 

 

  主角健太郎在姐姐的拜託下開始調查有關親生外公的事。「宮部久藏，二十

六歲以特攻隊員身分死於南西群島海上。」這是調查時的唯一線索。在走遍各

地尋訪祖父舊時戰友後，卻得到了迥異的回復。唯一的共通點是，他深愛著妻

子，想活著回去。  

 

  在拼湊祖父生平的過程中，姊弟倆發現了隱藏多年的祕密，改變了他們往

後的人生。 

 

二、內容摘錄： 

  每天在報紙上看到無數關於死亡的消息，就會覺得生命的分量越來越輕。

即使看到十名特別攻擊隊隊員送了命，也漸漸變得麻木了。 

  然而，一旦自己面臨這個問題，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我深刻體會到，人

有多麼自私。（p.271） 

 

  一開始無法接受死亡，覺得太不盡人情了，但是，內心開始漸漸接受了死

亡這件事，並不是受到大環境的影響，也不是輕易決定自己接受死亡，而是經

歷了各種痛苦和掙扎後，才終於產生那樣的心境。（p.369） 

 

  「他沒有說愛，話說我們這個年紀的人，很少有人會把愛掛在嘴上。宮部



也一樣，他說，為了妻子，他不想死。」 

  伊藤繼續說： 

  「在我們的世代，這句話就代表了愛。」（p.84） 

 

三、我的觀點： 

  書名「永遠的零」當中的「零」代表的是二戰後期日本的主力戰機——零

式戰機，簡稱「零戰」，也是貫穿整個故事的靈魂象徵。主角宮部久藏自一九四

一年便駕駛著零戰在太平洋上空與美軍對峙，他待過許多部隊，認識他的人都

因他精湛的飛行技術與過人的生存意志而對他印象深刻。 

 

  我不曾上過戰場，也不曾經歷生死關頭，但對於宮部久藏能保持那份活下

去的信念感到不可思議，因為人總是或多或少會受大環境影響，會被世人的眼

光、長輩的期望所約束。就舉自身的例子來看，小時候我很喜歡遙控汽車，卻

礙於世人對性別的刻板印象，於是從來不曾要求父母給自己買一輛。這樣看

來，就連還不懂事的孩子都會受到環境的影響，更何況是身處軍令森嚴部隊的

士兵。在軍隊中抱持著想活下去的想法不但會被視為異類、膽小鬼，甚至可能

觸犯軍令，儘管如此，宮部不僅沒有放棄對生命的熱忱，甚至用同樣的方式教

育自己的下屬。他認為唯有活下去才能再一次擊敗敵人，如果死了那麼就什麼

都沒有了。這份勇氣與堅持從故事中不同戰友的口中都能強烈地感受到，使我

十分佩服，也讓我不禁想著如果宮部久藏這個人生存的不是那個動盪的年代，

也許命運就會完全不同。 

 

  作者想突顯出的，大概就是戰爭中「大我」與「小我」之間的取捨。宮部

雖然不想在戰爭中陣亡，但並不是一味逃命，而是只在有把握時精準出擊，看

到戰友在眼前墜機，自己卻無能為力，也會懊惱到痛哭失聲。在其他戰友自身

的故事中也看得到這種煎熬，明明想為國家而戰，但在最後一刻卻總是想起心

中最放不下的人；明明已做好送死的準備，在看見每天特攻名單上沒有自己的

名字時，還是會忍不住鬆一口氣。究竟是國家重要還是自己的性命重要？在軍

隊中，長官會毫不猶豫地回答你：國家。縱觀全局來看，答案也應當如此，但

當夜深人靜時捫心自問，難道不會有一絲思想苟存的心態嗎？ 

 

  其中，書中有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片段，那是從一個曾是宮部下屬的飛行

員——井崎口中說出來的。戰爭時有位美國士兵已經放棄戰機跳傘，但宮部依

然朝手無寸鐵的敵人開槍，射破對方的降落傘，因為他認為對方是很厲害的飛

行員，如果不殺，將會造成往後更多日本士兵的損失，但事後也因此遭到不少

人的抨擊。意外的是，那位美國士兵仍然大難不死，井崎在戰後的航空展上遇

到了那位士兵，在聽完井崎敘述宮部開槍的理由後，他非但沒有怨恨，反而稱

讚宮部的技術高超。最後在得知宮部的死訊後，竟然不禁落淚。 



 

  想起小學三年級的運動會，我當時擔任班上大隊接力的第一棒，槍聲響起

的霎那，起跑線所有選手向前邁出步伐，我永遠記得在我左邊跑道的女生，和

我不同，有著長長的捲髮，在腦後紮成一束馬尾。起初他一口氣跑到了第一，

我在後頭窮追不捨，但他真的太快了，看著在他身後瘋狂甩動的馬尾，我覺得

好像一輩子都追不上。但就在接近交棒區時，他突然先是身子抖了一下然後重

重的摔在地上，我有一瞬間想停下腳步，但最後好勝心還是勝過了同情心。幸

好他並沒有傷得很重，跌倒後馬上又爬起來全力衝刺，不過轉眼已經變成了最

後一名。第一棒結束後，選手都聚集到跑道旁，他就站在我旁邊，懊惱的咬著

下唇不斷流淚，我很想說些什麼安慰他，腦袋卻一片空白。比賽還沒結束，耳

邊傳來不斷的加油聲，但他的啜泣聲卻是最清晰的。最後我們班有沒有得到第

一名，我已經忘了，只記得自己後來也莫名其妙哭了。 

 

  我想我與那個女孩就像那位美國士兵與宮部一樣，我們都不是因為個人因

素而成為對手，而是情勢所造成，我們沒有怨恨對方的理由，只是同樣為了班

級為了國家而奮鬥。比賽過後，我與那個女孩在某次機會下說上了幾句話，後

來成了不錯的朋友；或許戰爭過後，曾經在戰場上互相廝殺的的死敵，離開了

戰場也能成為惺惺相惜的朋友，因為他們同樣都是為了國家的勝利，在戰火中

英勇作戰的軍人。 

 

  另外，看完這本書後，我很好奇書中對戰爭的描述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

於是上網查了許多有關二戰中太平洋戰爭的資料，才真正感受到原來歷史課本

上短短一段對戰爭的敘述，背後的故事是如此龐大。並非先前小看戰爭的規

模，而是看完後心中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由抽象的想像轉為真實且具體的感

受。也對戰爭產生一股莫名的感觸，畢竟這本書中提到的只是二戰中的一部

份，卻已攸關無數生命無數家庭與無數撼動人心的故事。 

 

  在書中，從一開始，宮部久藏這個人就早已離世，健一郎與姐姐從未見上

親生祖父一面，卻透過那些曾參與祖父生命，那些無論是感謝他，抑或是厭惡

他的人，看到了祖父眼中曾閃爍的熱忱。很少人仔細描摹他的外表，但我能想

像出宮部這個人，那永遠刮得一乾二淨毫無髭鬚的下巴，探頭搜尋敵機滿是警

戒的眼神，駛著零戰在晴空下為了妻子活下去的模樣。「活下去」對生於和平年

代的我來說並不是一種奢望，反而是種理所當然，但偶遇困境時，還是猶如置

身戰場，只是在決定屈服放棄的瞬間，損失的並不會是生命。我想，也許某一

天，當我再次無法忽視他人眼光時，腦海中就會浮現一位高瘦，看起來彬彬有

禮的飛官，對著我大喊：「別放棄！」就猶如他對著自己疼愛的下屬吼道：「活

下去」一樣。 

 



四、討論議題： 

  那些在戰場上犧牲生命的特攻隊隊員在戰後被冠上戰犯的罪名是否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