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甲午！甲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甲午！甲午！》

13位ISBN编号：9787101110037

出版时间：2015-6

作者：马骏杰

页数：25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甲午！甲午！》

内容概要

透视海战胜负之道，尽显海军军人忧患之思。
——海军战略专家、大型电视系列片《北洋海军兴亡史》总撰稿  张炜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的巨大挫折，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说的就是这段历史。甲午战争
讲中国历史分为古代与近代，中国在蒙受巨大屈辱、承受巨大损失之后，与传统挥别，走向近代。记
住这段历史，不忘屈辱，是为了更加健康地走向远方，走向未来。《甲午！甲午！》以简洁笔调描述
了这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值得推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研究员  马勇
触摸伤痕，比哀叹更重要的，是探寻为何受伤，以及如何不再受伤。《甲午！甲午！》，中日甲午战
争的病例解剖。
——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员《大东亚的沉没》作者雪珥
作者积三十年海军历史研究之功力，以海军军人独特视角，审视中日甲午战争，带你走进那场以海军
决定胜败的战争。本书从细节入手，分析战争方略，凸显人物情感，解答前沿问题，总结战争启示，
启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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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甲午！》

作者简介

马骏杰，山东胶州人，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教授，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主讲人，全军优秀教师
。长期从事军事历史与军事思想教学与研究，发表论文60余篇，著有《中国海军长江抗战纪实》、《
档案里的中国海军历史》，编有《民国时期中国海军论集》《民国时期外国海军论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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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甲午！》

书籍目录

前言
一、岛国野心
二、太后的心思
三、师夷长技以制夷
四、亚洲第一舰队
五、日本扩军充海军
六、管带真相
七、无声的较量
八、大战前的交锋
九、海战第一站
十、平壤战役的两个“逃”
十一、大战一触即发
十二、决战在黄海
十三、被遗弃的“孤儿”
十四、威海保卫战
十五、战败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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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甲午！》

精彩短评

1、史料翔实
2、可能是乙未年读的最后一本历史小书，行文浅显而荡气回肠。开卷时我不禁从清朝海军的建设联
想到当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机会和困难，得失可鉴。
3、#2015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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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甲午！》

精彩书评

1、马骏杰写的这本书是2015年版，作为新出版的甲午战争的书，虽然在观点内容上没有太多新意（其
实对于甲午战争，个人以为在史料和史料分析上已经不可能有什么新意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中日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中日战争》已经囊获了史料的90%以上，再加上《李鸿章全集
》《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蹇蹇录》等第一手文档资料补充，剩下一些日方资料和海外资料没有列
入以上几套书的已经少之又少而且不具备改变现状的决定性影响），但作为一本科普读物，还是有一
些有趣的地方，今天迅速看完，姑且列一下个人认为有建设性的和错误或者胡说八道的地方：有建设
性的：★对丁汝昌的评价对丁汝昌的出身，这本书基本是吧以往史料里面的各种矛盾杂糅了一番，既
列出了陈诗《丁禹廷军门传》里流传已久的说法：同治十三年，刘铭传打算裁去丁汝昌所部马队三营
，将他置于闲散。——“汝昌时别屯，陈书抗论，刘怒其梗，命将召至而戮之。有相告者，汝昌亟率
亲信十二人乘马驰归里。”，也列出了戚其章等人在丁家乡的寻访以及其他的史料考证，认为根据铭
军沿革以及刘铭传的履历，陈诗的说法不成立，刘铭传没追杀他，算是综合汇总了各方意见。而对于
丁汝昌的任命，该书用了比较肯定的观点：海防危机，北洋水师筹备时（1877年前后），当时学堂出
身的刘步蟾、林泰增、邓世昌等人还都20多岁，当然不可能让一群20多岁未历战阵的小朋友领导海军
了，而当时的旧式水师，诸如长江水师福建水师之流就更腐朽，没看见每年彭雪琴巡视长江水师都要
砍一大堆将领吗？后来的中法马尾之战也看出福建水师的指挥昏庸。李鸿章应该很清晰这一点：旧水
师不可用，必须另立新军，从而从陆军里找年轻正派、有相当文化基础、有领导才干的少壮派将领来
建设新海军是很正常的——而丁汝昌就是这样的人，没有他的领导力，简直难以想象北洋海军在最后
的绝境中能坚持多久。其实当时日本也是这样，日本海军之父是胜海舟，早期海将是榎本武扬这波旧
幕府将领，明治新建海军照样是另起炉灶不用旧人，从陆军调西乡从道、桦山资纪这些纯陆军将领来
领导海军，当时对于中国也好、日本也好，海军这种东西就是不存在，非要要求让出身海军的人领导
海军这本来就不可能。按照《青龙过眼》的说法，丁汝昌在正式就任北洋海军提督之前，除了出洋接
舰之外，还在中法战争期间当了一段时间南洋海军的副提督，不过这种说法是孤证，鬼佬也会喝醉了
胡说八道，姑且看看就好。该书也引用了《戴乐尔回忆录:我在中国海军30年》里面的一个小故事：丁
汝昌发现一个洋员在操作释放鱼雷时损坏了一枚鱼雷，丁汝昌严厉批评说：损坏一枚鱼雷不算什么，
我不满意的是你冒充专家，我是舰队提督，我做过不懂装懂的事吗？你应该像我一样，不要不懂装懂
。另外丁汝昌其实自学了英文德文，以40多岁才开始海军专业学习和外语学习来说，不知现今能有几
人做到，他的书法真的漂亮。★对刘步蟾林泰增严复等学堂学员的评价书里举了一个很有趣的小故事
做例子，就是郭嵩焘在驻英大使期间，有一次接见中国的海军留学生严复他们，严复就讲了他们在海
军官校训练的一件事：教官命令学员搞陆上土木作业，每人挖一个单兵掩体，结果中国学生是最差的
，挖得最浅然后累成狗。从这个例子以及随后的一些事例——林泰增自杀、方伯谦逃跑等，的确可以
看出这些人是书生气有余，军人气不足，娘们唧唧，从这里更反过来可以看出李鸿章把丁汝昌塞给他
们当领导是多么正确，北洋海军要是都交给这些书生完菜得更快。当然邓世昌的“半吊子”绰号也在
书里被提了N次，连带他的几次海上事故，搞得我都有点脸红了，其实海军嘛，又是新生的海军，出
事故也是正常的，邓世昌还是条好汉。书里也讲了一个邓的小故事：接舰途中有水兵病死，战友希望
能入土为安，但海军传统是海葬，最后邓就屈从了士兵的呼声，打了口棺材在沿途的港口土葬了这名
水兵。对于这个故事我不知怎么评价——只能说当时中国的封建落后土壤，还配不上一支现代化的海
军吧，在人的素质上，观念上。刘步蟾和林泰增的性格反差也是这本书特意提出比较有趣的点，刘的
飞扬跋扈，目无纪律又才气纵横，林的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人都死了还被李鸿章写个评语“天生胆
小”，真是性格决定命运啊。错误、可笑或者胡说八道的★日本扩充陆海装备第一章“为发动侵略战
争，日本政府决定实行全民皆兵。”——日本是不是准备发动侵略战争先不说，但日本实行征兵制真
不是为了准备发动侵略战争，而是本国都没兵了，稍微了解日本陆军史的都知道明治初年除了萨长土
三藩献兵之外已经没有任何常备军了，而且征兵制是当时全世界的惯例，后来中国也实行了，难道中
国也是为了发动侵略战争？然后后面更搞笑了，好不容易经过二十多年“疯狂扩军”之后，到甲午战
争前夕，日本已经拥有“总兵力达7万人的近代常备军”。说得好像7万人很多的样子，人家李鸿章
在1864年也就是建立淮军之后第三年就有这么多兵了，这只是运用了小半个江苏的地盘和财富。然后
第二章又说，在1868年，“淮军力量全面超过湘军，号称三万精锐”，当时淮军真不止三万人好不好
，光郭松林、周盛波留防直隶的五十多营就已经有三万人啦，当时淮军总数建议参考樊百川的《淮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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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甲午！》

史》，同治六、七年间，月饷六十多万两银子，按照一营步队两千八银子的定制来说，就是两百多营
，十万大军的规模！★海军经费挪用颐和园问题这个相关专著很多了，技术性太强，这本书完全不认
任何相关专著讨论，一句话就结论掉“这笔钱的挪用，严重影响了海军建设。”怎么影响，怎么严重
法，不具体分析，难以得出结论。然后所谓的慈溪打击主战派问题，捕风捉影的野史，没意思了。★
炮管晾衣服基本可以视作YY小说的《圣将东乡传》，继续出现在2015年出版的历史书上，是作者的耻
辱，没必要分析了，完全扯淡的东西。★江华岛事件这本书对于朝鲜问题很奇怪，简直如同百年前的
清流派翁同龢之流一样，对于任何对清廷不利的史料都假装不存在，“我没看见！那是假的！”，例
如江华岛事件，先不管这件事谁是谁非谁挑事，这本书居然一口咬定这是个炮制出来的事件，炮击根
本不存在，是日本人伪造的，这未免荒谬。然后理由居然是“朝鲜正处在闭关锁国之期，还没有对外
开放，怎么会随意炮击外国舰船呢？”那定海三总兵是什么鬼，萨英战争、下关战争又是什么鬼，都
是没开放的朝廷在炮击外国舰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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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甲午！》

章节试读

1、《甲午！甲午！》的笔记-第243页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遭失败的原因：
一、制度之败；
二、战略之败；
三、精神之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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