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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新讲》

前言

　　资讯城市窗口流行趋势经典1894年，就是清朝光绪二十年，日本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这一年，按干支纪年，叫做甲午年，所以这次战争称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
事件，它虽是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却成为近代民族觉醒的重要转折点。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
始，我就和甲午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到现在已有50多个年头儿了。在研究甲午战争的过程中，历经
挫折和坎坷，几次想停下笔来，但又难以自已，就这样一路走下来了。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
先后出版了书名带“甲午”二字的著作8部，即《中日甲午威海之战》（1962、1978年）、《中日甲午
战争史论丛》（1983年）、《甲午战争与近代社会》（1990年）、《甲午战争史》（1990、2005年）、
《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1994年）、《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2001年）、《甲午日谍密史》
、《走近甲午》（2006年），以及与甲午战争有关的著作两部，即《北洋舰队》（1981年）和《晚清
海军兴衰史》（1998年）。　　虽然写了这些书，但我总觉得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因为这些书多半专
业性比较强，而且其中除《甲午战争史》一书外，不是就与甲午战争有关的某个专题展开论述，就是
从某个侧面对甲午战争进行考察，这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阅读起来是很不便的。于是，我就想，能否
再写一本书，在不太大的篇幅里做到让读者对甲午战争能有比较系统而真切的了解。展览酒店采访

Page 2



《甲午战争新讲》

内容概要

这是一场引起中国社会大变局和改变东亚政治版图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有众多的历史人物登台亮相，对他们的历史定位至今聚讼纷纭。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
与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在和战问题上反复较量，其真相如何？李鸿章是“卖国贼”还是“功不可没
”？丁汝昌是“已降复死”还是拒降自裁？刘步蟾在黄海之战中是怕死改阵还是奋勇督战？方伯谦军
前正法是罪有应得还是实属冤案？丘逢甲是“未战先走”还是兵败内渡？⋯⋯
这次战争也留下了许多历史之谜，长期以来难以破解。北洋舰队丰岛遭袭，其“师期”是如何泄露的
？日舰击沉高升号后，英国舆论哗然，日本外交当局是采取何等手段予以平息的？日军攻占旅顺后，
大开杀戒4天，共杀害了2000人还是20000人？日本当局否认旅顺大屠杀造成了什么后果？李鸿章赴日
议和，其密电码是怎样被日方破译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共赔付日本库平银2亿3150万两，为何实
际多赔了2800万两？战争爆发后，清军节节败退，难道完全没有取胜的可能吗？⋯⋯
随着这些疑团的逐步揭开，战争从爆发走向终结的历程更加明晰：中国打败，然败中有胜，唤起了国
人的觉醒；日本战胜，野心急遽膨胀，成为东亚的战争策源地，为它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因。这就是
历史的辩证法。
要  从体例上讲，本书不采取一般甲午战争史面面俱到的写法，在内容安排上虽必要地兼顾到面，却
要尽量多着墨于其中的要事和要义。
信  本书虽然篇幅不大，却是一部信史。书中的每一件事乃至每一个细节，人物的每一句话乃至每一
场对白，都是信而有征，言必有据。
精  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甲午战争史已成为一门显学，迄今先后出版的中外著作有数百上千部。然
其内容大都偏重于过程的叙述，这显然是不够的。本书不回避热点、甚至敏感问题，要把自己认为最
精彩的内容、包括个人半个世纪的研究心得呈献给读者。
新  本书特别重视一个“新”字，希望读后能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所以书中大量采用新发现的史料
和新的研究成果，以反映当今中外学术界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最新水平。此外，还把笔者研究过程中的
某些经历穿插于书中，以与读者分享，这也是一项新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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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新讲》

作者简介

戚其章，1925年生，山东威海人。1948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先是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后改治中国近代史，尤以甲午战争史为重点。威海是北洋舰队的根据地，
甲午战争时成为主战场之一。20世纪50年代中期，作者结识了几位健在的北洋舰队老水兵，从而受到
启发，对甲午战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开始作社会调查，寻踪日军入侵路线，探查战争遗迹，走
访战争参加者和知情者，从而获得了大量的口碑和文字资料。这便为以后运用文献资料与调查材料相
结合的方法研究甲午战争史打下了基础。本书是写给普通读者看的，每一章都可以当作一篇历史考察
报告来读，它引导读者追踪作者半个世纪艰难曲折的探索与研究历程，能够较近距离地观察这场战争
中许多争议不断的历史人物和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从而获得最为真切的感受而兴味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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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新讲》

章节摘录

　　第一章　战争缘起　　一　明治黩武　　水有源，树有根。凡事情的发生都有它的根由，它的原
委，它的因果关系。有因必有果；反之，有果必有因。甲午战争自然不能例外。　　甲午战争，这是
中国人的叫法，日本人叫日清战争。在某些日本历史学者的著作里，经常宣扬一种观点：日清战争是
偶发事件，日清战争不是日本明治政府有预谋的战争，而是由于某些偶然因素才阴差阳错地发生的，
日本并不是战争的责任者。这种观点，可以叫它“偶发”论。在日本学术界，虽然“偶发”论并未取
得普遍认同，有些日本历史学者还对“偶发”论持批评的态度，但“偶发”论者一般都很顽固，时不
时就会把“偶发”论改头换面地拿出来宣扬一番，所以绝不能小看它。　　我们之所以认为“偶发”
论不能成立，主要是基于日本明治政府的实际表现，也就是基于许多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　　第一
。锐意扩张。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开始推行“武国”方针，确立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
政策为基本国策。他发表所谓《天皇御笔信》，宣称“日本乃万国之本”，须要“继承列祖列宗的伟
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不言而喻，日本要布国威的首要目标，就是一衣带水的西
邻朝鲜和中国。　　睦仁的《天皇御笔信》发表后，在日本政坛刮起了一股旋风，鼓吹“征韩论”一
时蔚为风气。当时，倡导“征韩论”最力者是参议木户孝允。他有一套说辞云：　　韩地之事乃皇国
建立国体之处，推广今日宇内之条理故也。愚意如为东海生辉，应以此地始。倘一旦动起干戈，不必
急于求成，大致规定年年入侵，得一地后，要好自确立今后策略，竭尽全力，不倦经营，不出两三年
，天地必将为之一变。如行之有效，万事不拔之皇基将愈益巩固矣。（[日]《木户孝允文书》三）木
户所论与外务省的意见完全相合。外务大丞柳原前光对“征韩论”的阐述更为透彻：　　皇国乃是绝
海之一大孤岛，此后纵令拥有相应之兵备，而保周围环海之大地于万世始终，与各国并立，弘张国威
，乃最大难事。然朝鲜国为北连满洲，西连鞑清之地，使之绥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进
取万国之本。（[日]《日本外交文书》第3卷，第149页）第一步，征服朝鲜；第二步，占领中国东北
；第三步，“绥服”中国；第四步，“经略进取万国”，称霸世界。这就是日本“征韩论”者的如意
算盘和实施步骤。　　于是，日本政府选中了激进的“征韩论”者久留米藩士佐田白茅，派他去朝鲜
调查政情和军备。1870年3月，佐田向政府上了一篇著名的《建白书》，其主要内容是：（一）朝鲜有
必伐之罪，不愁找不到出兵借口。（二）伐朝鲜必胜无疑，“不出五旬而虏其王”。（三）伐朝鲜有
利而无损。“朝鲜则金穴也，米麦亦颇多，一举拔之，征其人民与金谷”。“故伐朝鲜者，富国强兵
之策”。（四）伐朝既可防列国对朝鲜的觊觎，又是实行海外扩张的大好机会，“吕宋、台湾可唾手
而得”。（五）伐朝可继之伐清。“当天朝加兵之日，则遣使于清国，告以伐朝鲜之故，若清必出援
兵，则可并清而伐之”。　　但是，日本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在讨论如何或何时对朝鲜开战的问题时
却产生了意见分歧：一派是急征派，以时任参议的陆军大将西乡隆盛为首，恨不得马上出兵伐朝，主
张由自己充当使臣赴朝，先设下圈套，诱朝鲜政府入我彀中，必然带来开战之机；另一派是缓征派，
以参议兼大藏卿大久保利通为首，主张处理朝鲜要讲究步骤，必须周密计划，统一方略，缓缓图之。
双方意见对立，争论激烈，演成一场势不两立的政争，最终以急征派的下台而结束了这场“征韩论”
之争。　　第二，发兵侵台。“征韩论”之争刚刚落幕，“征台”声浪又甚嚣尘上。这时，恰有琉球
国居民出海遇上台风，在台湾南部上岸，闯入牡丹社乡，被土著居民所杀。睦仁认为这正是发兵侵台
的绝好机会，特派时任外务卿的副岛种臣使华，并授意以谈判的“要旨”：　　清国政府若以政权之
不及，不以其为所属之地，不接受这一谈判时，则当任从朕作处置。清国政府若以台湾全岛为其属地
，左右推托其事，不接受有关谈判时，应辩明清政府失政情况，且论责生蕃无道暴逆之罪，如其不服
，此后处置则当依任朕意。（[日]《（明治）敕语》，译文见《历史研究））1999年第1期，第23页）
就是说，以琉民被杀问题作为突破口，无论清政府怎样作答，日本都要掌握发兵侵台的主动权。果然
，双方在北京谈判时，清朝官员讲了一句“生蕃姑且置之化外”的话，被日方抓住，解释为：台湾土
著部落为清政府“政权所不及之地”，可视为“无主之地”，日本有充分理由兴师问罪。　　1874年4
月4日，日本政府组织“台湾生蕃探险队”，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在此以前
，日本先后派遣5批15人次的间谍到台湾侦察，其目标有二：一是观察山水道路，测量地形，调查风俗
民情，以备进军之用；二是寻找一处可开辟的居留地，以备日军长久盘踞之用。5月7日，日本侵台军
从琅矫（今恒春）登陆，总兵力为3658人。l8日，日军向牡丹社发动进攻，遭到猛烈抵抗，并不像原
先估计的那样能够一鼓荡平。日军连日进攻，不但未达到预定的军事目的，反而处境日趋艰难。当时
，日本侵台军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有三：　　其一。陷于被动。日军侵台时，适逢连绵霖雨，山溪暴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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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新讲》

，水势滔滔，要路又被砍倒的大树堵塞，不仅前进困难，弹药、粮食也难以运送。土著居民则潜伏在
岩石荆棘之间窥伺，敌兵接近即加以狙击。日本侵台军参军、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不由得惊呼：“粮食
补给之路杜断，士兵都饥饿不堪，枵（音消xiao，空）腹之下，自难作战！”这时的日军，既要警戒
土著居民袭击，又担心北面的清军来逼，真有草木皆兵、防不胜防之感，已在军事上丧失主动，陷于
被动的境地。　　其二。士气低落。台湾南部本被日人视为“南海绝岛瘴疠之地”，此次越海作战自
难适应环境，加上地势炎热如灼，宿营设备极其简陋，所谓营帐只是一块天幕，不得不忍受蚊虫的叮
咬，以致全军上下皆为疟疾所困扰，营区一片苦闷呻吟之声。其中，有病死者，有不胜病苦而自缢或
投海者，其人数有600多人，约为侵台日军的六分之一。据一位随军医生回忆：“很多人精神忧郁，缺
乏生气，只是怀念家乡的父母妻子，意志消沉。希望早日归国，几乎成了口头禅。”曾先期潜入台湾
侦察的日谍水野遵目睹此情此景，内心受到极大震撼，挥笔写下一首七绝，颇能体现当时日军上下普
遍的悲切无奈的心情：　　白沙黄草埋枯骨，戍鼓无声月色空。　　曾向故山归不得，孤魂夜夜哭秋
风。侵台日军士气低沉到了极点，完全丧失了战斗力。　　其三-不得人心。日本骤兴不义之师，用费
浩繁。出兵之前，西乡从道曾夸下海口：征讨费50万元足够，若是超过，情愿引咎切腹！结果，日军
此役所耗经费：所谓“征蕃费”及办理大臣派遣费两项花掉362万日元，购置兵器及船只等费花掉593
万日元，合计955万日元。几近日本当年年度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十五，这是西乡所保证的“征讨费”的
近20倍。且悬师境外，久无所成，耗费国帑将伊于胡底！当时日本羽翼未丰，国力尚弱，发兵侵台纯
属军事冒险，难以长久支撑，很怕迁延时日。朝野为之物议纷纭，十分不得人心。　　清政府获知日
军侵台的消息后，特派船政大臣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沈葆桢主张在
军事上加强戒备，调派武毅铭军13营分批渡台，驻防风山；又以福建水师兵轮6艘长泊澎湖。此时，侵
台日军数千人局促于台岛南端一隅之地，已成骑虎之势，但又不甘心无所得而归，便寄希望于外交讹
诈，最后，以抚恤、修路、建房等名目勒索50万两白银而撤兵。日本第一次尝到了越海侵略的甜头，
遂以此次侵台为契机，悍然于1879年3月8日将琉球国吞并，使之成为明治政府黩武扩张政策的第一个
牺牲品。　　第三，策议征清。日本明治政府实行黩武扩张政策，以大陆作战为主要目标，始终将发
展军事力量置于优先地位。1878年，日本设立参谋本部，即大力推行大陆政策，将中国作为主要的侵
略目标。从l884年起，日本便开始了长达10年的大陆作战准备。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觉得发动侵华战
争的时机日近，便发动属员条陈征清方策。现在共发现7份条陈：6份为海军属员所拟，1份为陆军属员
所拟。其中，参谋本部第二局局长、陆军大佐小川又次所作《清国征讨方略》发现较早，也最为有名
。其他6份为参谋本部海军部代理科长、海军少佐樱井规矩之左右等所作之《征清方略》，因系近年
发现，故知道的人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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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新讲》

精彩短评

1、甲午战争的力作
2、看了这个主题的书不少了
一直在看、在看更深入的研究
为什么单纵队对三角队的优势这样明显
为什么方伯谦这样窝囊废
久久萦绕，努力前行。
3、听说是很真实的史料
4、很好的还原了那段历史，比较欣赏这个写史实的方法
5、个让人感觉比较客观的分析了当年之事。
6、写的简单了点，不过作者也说了，这是一本大众读物
7、继续努力看完
8、两天翻完，科普读物积累知识。写的还是很清楚的。
9、印刷不如以前中华书局出版的书籍，不过内容很好的了
10、不同于高大全式的历史人物及事件塑造，通过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了解历史人物的担当，
值得借鉴，深有感触
11、条理清晰，然无甚新意。
12、和**网差不多，不怎么样
13、送货很快，这本书的质量很好，是正版。
14、买吧，值得一读，历史是多么生动啊，悲欢离合、爱恨情仇、波云诡谲、惊心动魄。多有趣啊，
使你从历史课本那干巴巴的年份、数字、事件中解脱出来。
15、貌似.....我竟然是第二个读的。。。。
16、这老头是不是把读者个个当小学生了？
17、教材类通俗读本。
18、中国始终惦记这场战争
19、带你解读最真实的甲午战争
20、书是小孩买的，他喜欢看。书质量还可以。
21、这是写甲午战争写的非常好的书。至于书中内容是否齐全，我没太在意，但是书中所涉及的各个
事件什么的，作者都加以深究，对一些稍有疑点的事件，作者都详细求证，最后才下结论，比如方伯
谦一案，作者就是四处求证，阅读各项史料，详尽分析，到最后才下结论。刘子香奋勇督战，不愧为
好汉，前人言语不详，作者重评刘步蟾，为英雄翻案，为后人研究历史作出了大贡献，作者如此谨慎
的研究态度值得所有人学习。
22、读甲午这段历史，总是让人心头抽搐。叙述和布局基本还是中国老式教科书的手法，但著者治史
态度非常严谨，在史实的解读上厘清了不少误区与成见。
23、作者文革一样的语言让我觉得这书顶多三颗星，然后看到作者把黄海海战写成北洋水师的胜利，
减一颗星，最后看到这句吐了——中国打败，然而败中有胜，唤起了民族觉醒，这就是历史辩证功法
——你妈逼的辩证法。
24、读来很有收获。
25、這是一場引起中國社會大變局和改變東亞政治版圖的戰爭。
建议和《甲午战争新讲》对比阅读。
花了一天看完此书，有所感悟 
知识是由无到有，不断加深的，这本书可以说有其深度，从中你可了解历史的真相和个中曲折，作者
深入探讨，多方考证，分析客观且有新的发现，带给我们以真实的甲午，真实的衰败晚清 
历史就是如此，落后就要挨打，晚清中国现状对当前发展中的中国（无论政治，经济，文化等）都极
具参考意义，铭记历史首先要了解历史···
眾多的歷史人物在這場戰爭中登臺亮相，對他們的歷史定位至今聚訟紛紜。慈禧太后為首的后黨與光
緒皇帝為首的帝黨，在和戰問題上反複較量，真相如何？李鴻章是“賣國賊”還是“功不可沒”？丁
汝昌是“已降復死”還是拒降自裁？劉步蟾在黃海之戰中是怕死改陣還是奮勇督戰？方伯謙軍前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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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新讲》

是罪有應得還是實屬冤案？丘逢甲是“未戰先走”還是兵敗內渡？ 
隨著這些疑團的逐步揭開，戰爭從爆發走向終結的歷程更加明晰：中國打敗，然敗中有勝，喚起了國
人的覺醒；日本戰勝，野心急劇膨脹，成為東亞的戰爭策源地，為它的最終失敗埋下了伏因。這就是
歷史的辯證法。

26、可做甲午入门，作者也是国内甲午战争研究头牌。不过老先生仍保有幻想，似乎认为换一批主帅
，或者采用一些决策，是可以避免失败的。其实，甲午战争，无论哪条战线，中国是不可能战胜的。
这才是残酷的现实，在《天朝的崩溃》里即已显现出来。
27、以和为贵，和字当头，这应该是甲午战败的主要原因！
28、对于近代史的研究，国人应当了解，了解历史，可能更能理解现在。
29、华衣虚饰，掩不住孱孱弱质。当时被誉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七的天朝铁甲舰队在倭舟面前不过区区
一纸老虎耳。
30、落後就要挨打⋯牢記歷史~~
31、第一次从头到尾了解甲午战争的始末，对海战部分尤其感兴趣，只可惜大一上学期课堂上没有讲
好，因为太抠细节而显得过于繁琐，使听者兴趣索然。初心是好的，然而表达不尽如人意则会做许多
无用功，这是必须要吸取的教训。注意宏观和微观要双管齐下。
32、内容不错，就是图片的印刷质量不敢恭维，希望再版后能够修正！
33、内容还可以，纸张有点薄
34、入门级的手册
35、为史者当有求实之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和实地采访，从而得到了很
多一手资料和观点。甲午之败最重要的是清廷和领导者犯下的一系列错误，历史没有如果，史家能做
的只有告诫后人，同时警醒后人。
36、甲午战争新讲
37、众说纷纭，历史只能回味。
38、观点偏左，无甚新意。可读性较差。
39、再生动一点就好了
40、所谓“新讲”，就是作者在文中追述了自己当年如何如何地为了追究甲午战争的诸多谜团，访乡
问巷。
41、跟作者之前有关甲午战争的著作相比有炒冷饭的嫌疑。
42、御用文人的官样文章。连和邓世昌在一起照相的洋人都不知道是谁。
43、赞快递
44、内容很详细,很有阅读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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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新讲》

章节试读

1、《甲午战争新讲》的笔记-第1页

        随着这些疑团的逐步揭开，战争从爆发走向终结的历程更加明晰：中国打败，然败中有胜，唤起
了国人的觉醒；日本战胜，野心急剧膨胀，成为东亚的战争策源地，为它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因。这
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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