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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皆知，美軍在二次大戰末期以原子彈轟炸廣島與長崎兩個城市後，最終才導

致日本無條件投降的結果。但根據主持原子彈製造過程的格羅夫將軍近年發表的回憶

錄顯示，其中還有一段不為人知的祕辛。此一內幕即攻擊長崎的原子彈其實有兩枚，

但其中一枚故障成為啞彈沒有引爆，日本軍方後來拾獲此一啞彈，最終決定將其交予

蘇聯。 

這一舉動可能是日本人考量到二戰結束以後，整個世界將是美蘇稱霸的局面，為

了不讓美國因為單獨擁有原子彈而在全球政治上佔有太過度獨霸的優勢，因此日本方

面才選擇將未爆的原子彈交給蘇聯以平衡二戰後的局勢，避免戰略上的天秤過度傾向

美方。 

當然這一個重大決策對日本方面而言也有它的益處在，因為如果美蘇兩強處在一

個較為勢均力敵的情況中，日本戰後就比較有機會在兩強爭持下，獲取一些夾縫中的

利益，這只能說是日本在二戰末期投降前夕所思考出的一個戰略決定，此一決定除了

對日後世界局勢產生重大影響外，也讓蘇聯大大縮短了研製出原子彈的時間(美國人研

發出原子彈總共耗費了六年的時間與二十億美金-----相當於 2014 年 260 億美金)。 

結果蘇聯因為獲得日本人在這一方面的協助，在短短四年之內(本來美方預估蘇聯

需二十年才做得出此種武器)就達到美國人耗資鉅萬、消耗掉無數人力物力財力資源才

獲得的成果。這一點也讓美國在獲知蘇聯成功試爆原子彈後大吃一驚，因為以當時蘇

聯二戰後國土滿目瘡痍、一片廢墟的條件下，能夠於短期內後來居上與美國在核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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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並駕齊驅，實在是美國人那時所完全沒有預料到的。 

當然蘇聯擁有原子彈以後，也建立了以後能與美國分庭抗禮、兩強對峙的世界地

位，這對以後冷戰局勢的持續，也具有推波助瀾的效果。所以日本人這一項重大的決

定事實上也對日後的全球政局的基調形成了數十年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