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alasnikf
自由文本工具
东乡平八郎海军大将：日俄战争时期日本联合舰队司令









kalasnikf
自由文本工具
日语原文为“皇国ノ兴廃此ノ一戦ニ在リ、各员一层奋励努力セヨ”

kalasnikf
标注
單冠灣是位於擇捉島（北方四岛之一）中部的一個海灣。俄方称虎鲸湾，面向太平洋，朝東南方向展開著。海灣的闊度是約十公里。在冬季海面也不會結冰而知名的天然深水港。加上地理位置優越，具有重要軍事戰略價值，是日本联合舰队的锚地之一。







kalasnikf
自由文本工具
大西也是著名的“神风特攻队”的始作俑者

kalasnikf
标注
源田実(海兵52期)是航空制胜论的拥趸，他对大和号的评价是“秦始皇建造万里长城成为千古笑柄，我们现在建造大和不也一样么”。中途岛海战中他也是从赤城号上被救下来的将校之一。曾经参与“神风特攻”的策划。二战后还担任了航空自卫队的参谋长

























kalasnikf
标注
岩國航空基地是位於日本本州岛西南部山口縣岩國市、瀨戶內海西岸的海军航空兵基地，始建于1938年4月。战后为航空自卫队和美军的空军基地，也对部分民用航班开放。

kalasnikf
标注
松岡洋右是日本老牌外交官。在国际联盟认可调查满洲国情况的李顿代表团报告后作为日本代表声明退出国联。后来代表日本签订德日意三国同盟协议。战后在接受远东军事法庭审判时病死



kalasnikf
标注
角田覺治(海兵39期)最后担任了第1航空艦隊司令長官，司令部设在提尼安岛，美军攻岛时突围不成，“玉碎”身亡。最终军衔海军中将



kalasnikf
标注
即严岛，著名的日本三景之一



kalasnikf
标注
即村田重治（海兵58期），后来珍珠港袭击第一攻击波鱼雷机队指挥官。



kalasnikf
标注
在日本九州岛南端鹿儿岛市，现为民用机场。

kalasnikf
标注
位于九州岛西南部，战争后期被用作神风特攻队基地。战后被废弃，仅留遗址

kalasnikf
标注
在九州岛东部宫崎境内，战后被拆除，没有任何遗址，成为日向市市区的一部分

kalasnikf
标注
位于九州岛东部大分县佐伯港，与隶属于日本海军吴镇守府的佐伯军港毗邻。战后被改建为海上自卫队佐伯基地的一部分。

kalasnikf
标注
笠野原基地的正式名称是鹿屋航空基地，该地是日本海军航空兵的补给基地。战后成为海上自卫队航空兵的基地。





kalasnikf
标注
草鹿龙之介(海兵41期 )的堂兄草鹿任一中将(海兵37期)当时是海軍兵学校（即著名的江田岛海军军校）校长。草鹿任一担任南东方面舰队司令官时，草鹿龙之介曾经来这里给哥哥当了半年的参谋长。在古贺峰一失踪后，丰田副武接任联合舰队司令时草鹿龙之介被丰田提拔为参谋长。



kalasnikf
标注
珍珠港中央的岛屿，上面建有美国海军航空兵基地和军舰码头。





















kalasnikf
标注
原忠一（ 海兵３９期）后来因为在珊瑚海海战中丢了“祥凤”号航母，之后再也没能担任重要岗位。





kalasnikf
标注
此处有误，对斯大林格勒的进攻是1942年7月的“蓝色行动”，此时战局吃紧的应为莫斯科



kalasnikf
标注
同上，此处应为莫斯科

















kalasnikf
标注
此处特指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修·佩里率艦隊駛入江戶湾浦賀海面的事件。因舰队船只为黑色，故称为黑船。该事件迫使日本幕府当局打开国门，对日本近代史产生了类似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





kalasnikf
标注
在日本海海战中山本五十六被炸掉两个手指



























kalasnikf
标注
翔鹤级航母是以飞行甲板上的片假名来区别.飞行甲板上的"シ"表示为"翔鹤"号,飞行甲板上的"ス"表示为"瑞鹤"号. 

















kalasnikf
标注
橋口喬少佐(海兵56期)是日本海军水平轰炸的行家，担任加贺号飞行队长也是渊田和源田一同举荐的























kalasnikf
标注
位于瓦胡岛东南的毛伊岛西北部，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锚地之一。







kalasnikf
标注
情报的主要来源是日本驻檀香山的副领事吉川猛夫(海兵61期)。其真实身份是日本海军少尉，海军谍报人员。





kalasnikf
标注
按照日文写法，小野宽治郎(海兵56期)的职务是“通信参謀”。他的最后结局是在塞班岛失守后乘坐驱逐舰向日本本土突围时被美军鱼雷击中阵亡。时年36岁。死后特晋两级为大佐。



kalasnikf
标注
大石保(海兵48期)作为南云的首席参谋后来参加了锡兰海战（日本空袭印度洋英国皇家海军部队的海战）和中途岛海战。由于中途岛的战败被调回国内再没有上前线。最终军衔少将。



kalasnikf
标注
Wilson Brown中将是在珍珠港被袭击之后才接手列克星敦号的指挥的。袭击发生时列克星敦号隶属的应该是第12特混舰队。Brown本人后来成为了罗斯福总统的海军副官。

kalasnikf
标注
William S. Pye 中将在12月6日还说：“日本人是绝对不敢跟美国开战的，我们实在是太强大了。”一天后他的战列舰部队就几乎被全灭。珍珠港之后金梅尔上将被撤职，Pye在尼米兹上任前临时代理太平洋舰队司令负责善后清理工作。尼米兹上任后Pye曾率舰队支援威克岛，失败后调回国内任海军战争学院（即海军参谋学院）担任校长。1945年退休。最终军衔上将。

kalasnikf
标注
太平洋舰队的战列舰部队单独编为一个“战列舰舰队”(Battleship Force)，不叫“特混舰队”（Task Force）











kalasnikf
标注
1970年的电影《虎虎虎》中，这一轶事被改编为由源田实向渊田送头巾。



kalasnikf
标注
村田重治少佐后来被称为“雷撃の神様”。参加了中途岛海战。由于众所周知日军攻击机在“鱼雷换炸弹炸弹换鱼雷”中浪费了时间，因此村田的实际上毫无用武之地。赤城号沉没时他和渊田、板谷茂一起被救了下来。之后在1942年10月26日的圣克鲁斯群岛战役（日方称南太平洋海戦）中阵亡。死后特晋两级为大佐。

kalasnikf
标注
高桥赫一少佐(海兵56期)曾经在中国战场服役。1942年5月8日在珊瑚海海战时攻击美国航母列克星敦号时被击落阵亡，死后特晋两级为大佐。

kalasnikf
标注
此人全名岩井健太郎，生平不详

kalasnikf
标注
板谷茂少佐(海兵57期)后来参加了中途岛海战，成功地为第一波攻击部队进行了掩护。赤城号沉没时他和渊田、村田一块被救下。之后担任51航空战队参谋。1944年7月24日乘坐一架九六陆攻出差时被陆军航空部队误认为是敌机击落丧命。死后特晋一级为中佐























kalasnikf
标注
虎！虎！虎！的片假名是トラ トラ トラ



kalasnikf
标注
片假名为トトト

























kalasnikf
标注
嶋崎重和（海兵57期）是高桥赫一的连襟。1945年在台湾阵亡。死后特晋两级为少将。

kalasnikf
标注
江草隆繁(海兵58期)后来被称为“艦上爆撃機の神様”。他参加了锡兰海战和中途岛海战。最终在马里亚纳海战时，率领一队日本新式的“银河”攻击机向美军发起自杀性攻击，被击落阵亡。死后特晋两级为大佐。

kalasnikf
标注
進藤三郎(海兵60期)和渊田是是袭击珍珠港的7位战术指挥官中仅有的两位活到战后的指挥官之一。他曾经在中国战场作战，战争末期曾反抗神风特攻的命令以保护自己手下的飞行员。最终军衔是少佐。2000年老死于家中，是7人中活的最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