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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战纪本末》

作者：林乐知（美）

出版社：上海图书集书局

本书亮点：关于战争过程资料的披
露；对于中国落后方面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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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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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家眼中的甲午战争

■为中国打开另一扇门
刘亚洲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现任国防

大学政治委员，上将军衔，著有《大国策》《攻击、攻
击、再攻击》《恶魔导演的战争》等

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它为古老
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启蒙、自强与救亡成为
时代主旋律。十几年后，清政府被推翻。1919年，因
为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二十一条”，北京爆
发了五四运动，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再
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开始了伟大的转折。

■把包袱转化为财富
金一南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副军）、

教授，著有《浴血荣光》《苦难辉煌》《军人生来为战
胜》等

胜利者有100个爸爸，失败者却是个孤儿。甲午
战争就是这样的孤儿。但它是一个不可以遗弃的包
袱，通过甲午战争的殇思，这个包袱能转化为财富。
不管如何描述丁汝昌的英勇善战，始终无法回避的
一点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日本的舰队一艘都没
被击沉。这种巨大的反差对我们民族整个思想体系
产生巨大震撼，变成知耻而后勇的动力。

■甲午战激中国革命潮
徐焰 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军衔，军

事史专家，著有《毛泽东军事思想发展史》《金门之
战》等

120年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同腐朽
衰败的清末中国的一场决定两国命运之搏。回顾甲
午战争，应力戒狭隘单向的思维方式和简单的悲情
意识，而将其放在中国和日本近现代历史的进程中
来审视。甲午战后，中国以日本为自身崛起的坐标，
激发起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大潮，并一直影响到今天
的中日关系。 （据《新民晚报》）

7月25日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纪念日。120年前的1894年，是一个令无数中国人扼腕的年份。那一年，日
本挑起了战争，中日双方就此交战，翌年4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败，晚清30年的自强运动，
自此全部破灭，刚刚有觉醒意识的中国还没来得及转身，就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历史是不能遗忘的。透过历史的硝烟，矢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人民，不断从这场攸关民族命脉的战争
中，生发着感慨，获得着启悟、忧思和警示……

120 年后，战争的硝烟已
消失殆尽，但后人始终以一种
复杂的情绪投入研究中日甲午
战争，出版的作品也是浩瀚如
海。如何认识120年前的这场
战争？这段历史又告诉了我们
什么？在不断地追问中，我们
在此推荐一些书让读者了解和
深思这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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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林 撷 英

这部丛书在综合和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甲午战争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独立成书，是全面性、系
统性的历史观照。如甲午战争前后和战争期间的朝鲜
问题与中国、日本间谍问题，北洋海军中的洋员问题，
清廷关于甲午的和战之争，日本割占台湾及台湾人民
的反割台斗争，黄海海战的全新军事专业分析，辽东、
威海的地缘战争以及日军侵略暴行等。每个专题都给
人以“读史明智”的熏陶，激发人们发愤图强的心志。

另外，丛书告诉我们，中国科技实力的薄弱也是不
可忽视的。清政府购船买炮实行“大舰巨炮主义”，以
为只要有巨舰就能横行海上，只要有巨炮就能击沉来
犯之舰，但是北洋海军管理混乱、训练不精、船炮疏于
维修，后勤补给困难，所以在黄海大战中，日本军舰进
入中国“镇远”号、“定远”号两艘巨舰的火炮射程之后
却没有被击中，而中国军舰进入日舰炮火射程之后却
频频被击中。

丛书使甲午人物的是非功过更生动、更真实、更深
刻。《勿忘甲午》丛书的推出，是对北洋海军与甲午战争
历史研究成果的一个总结。

本书作者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国立公文书
馆、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等处馆藏
历史文献中收集了大量华语史学界难得一见的史料
和大量弥足珍贵的图片，按战争经过、战争背景、战
争、战时、战地各种局部、战争影响、大事记、图记、表
记等编著的一部崭新巨著。书中对甲午战争历史进
行深层挖掘和剖析，力图站在中间立场分析战争的
胜败得失，有助于读者更多地认识战争的背景，客观
思考战争胜负的原因及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

本书各部分均采用清日两国对比手法写作，全
面对比双方的军、政、经、民等各方面因素，清晰直
观。较之以往单纯纪事或编年手法的突破，有利于

对清日两国之间战斗力等军事能力现状的了解。
本书独家公布近百幅模拟海战图、日本绘制战

争彩图，解读改变亚洲格局的甲午战争中一群试图
挽回帝国末路的风云人物，开棺再论甲午前后五十
年功过是非。

重读历史，追溯百年往事。1894年的中国如一
艘巨轮，刚刚醒来就撞上了冰山。甲午战争让人们
明白——那是古老、僵化帝国体系的结束，是新文明
以极其野蛮的方式侵入。本书试图重新回到甲午年
的现场，在日本人的照片、西洋人的明信片、中国人
的旧图册中梳理和打捞那些残存的证物，追求并尽
量接近真实的历史。

本书记录和剖析了中国近代海军创建发展及
其衰亡的历史。作者以现代意识审视历史，着眼中
外海军的比较研究：海防与塞防、海军发展战略、晚
清政府与清流政治等，这成为此书的独特的视角。

所谓近代海军兴衰，涉及清廷最高权力的较
量，涉及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在内的绝大部分当时
重要人物的表演，涉及与英、法、日、俄、德、美列强
的复杂关系，涉及由北至南周边关系的跌宕演变，
涉及洋务与国粹、抗战与投降等重大问题的决斗，
当然还涉及军事和支撑军事的经济。

北洋海军每年的人头费，外籍人员的聘请费，

舰艇火炮的购置费等，看似是流水账，实际却是一
桩桩历史公案：慈禧到底挪用了多少，如何挪用
的，看完此书一目了然。由此又引出一个疑问：为
什么北洋海军曾快速发展，而南洋海军无疾而终？

其实，李鸿章主持的北洋海军，利用李的计谋
和权势，从海关税等方面较好地解决了经费来源；
而曾国荃、丁日昌他们的南洋海军，从来就是在苦
苦地做无米或少米之炊。

该书不但有本国的各种档案资料和著述佐证，
还与所能搜寻到的外国资料著述相比较，相当令
人信服。

作者认为，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失败，内政方
面的原因在于三十年来自强运动没有能够大规模
地、积极地推行，因此，他着重讨论战争前后国内
政治集团势力的消长变化。

为什么表面上看起来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其实并没有大规模地、积极地推行呢？通过对庞
杂的史料的梳理、归类和分析，作者梳理出三条关
键线索：其一，则由于一般认识之不足，致使求自
强之洋务工作，饱受牵制，而李鸿章尤成守旧士大
夫之矢的；其二，则由太平天国起事后，汉人新兴
势力之崛起，使清帝国在事实上渐由中央集权，变
为地方分权，以致不能形成一领导全国之有力核

心，遂使自强工作大受限制；其三，则北京满人统
治集团内亦始终有矛盾，而汉人士大夫之门户党
援又从而推波助澜，遂使中央政府以内亦日趋分
化，而自强工作乃益难推进。

战后，李鸿章失势，清流与维新两大派别崛
起，政局的平衡被打破。但是，整个中枢机构依然

“昏睡不醒”。对于上层人士来说，自身的利益和
派系的斗争，始终都比观念的更新和民众的福祉
更重要。他们不愿意在变法维新方面努力，而竭
尽全力地像饿虎扑食一样扑向权力。

战争以后，外患日张，国势日颓，中国政局遂
失其稳定性，遂终成倾覆清帝国之先驱。

该书以日方史料为主引起争论。之所以本书
题为《清日战争》，是因为按照国际对战争命名的
惯例，明确作战当事国的主宾关系。

其实，对于这场战争，清朝用干支纪年的甲午
年命名“甲午战争”，日本则命名“明治二十七年战
役”，而欧美命名为“First Sino-Japanese War

（第一次中日战争）”。
《清日战争》主要着眼军事，涉及政治与经济制

度不多。该书有一个观点：中国遭受列强的伤害和
蹂躏，源于中国军队的懦弱。在1950年代的朝鲜战
争中，中国打出了中华民族的世界地位，证明中华民

族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
对于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的战败，作者认为：

“其实，这场战争对中华民族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场战争的失败，导致大清根
基动摇，以至于最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成功，使
得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那场战争后，外来侵略者接踵而至，在中国
近代史上，当西方文明、明治维新与清朝体制发生
猛烈碰撞时，战争的失败也催生了中国新的历史
纪元。

（本报综合）

甲午战争爆发的背景

■中国形势：洋务运动后清朝出现“同治中兴”
景象 外强中干

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人民生活困苦，官场中各派
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
弛。19世纪末的东亚地区，一个是回光返照的老大
帝国，一个是喷薄欲出的近代国家，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和日本必定不能避免一战。

■日本形势：日本资源匮乏市场狭小 急于从扩
张中找到出路

1887年，日本政府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
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
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
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
世界，实现所谓的“八纮一宇”。

■国际形势：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帝
国主义过渡

日本的侵略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西方列强的
支持：美国希望日本成为其侵略中国和朝鲜的助手；
英国企图利用日本牵制俄国在远东的势力；德国和
法国为了趁日本侵华之机夺取新的利益，也支持日
本侵略中国。

《中东战纪本末》是传教士林乐知等人先期在《万
国公报》上发表的系列报道，而后根据形势的需要，编
辑成一部以报道和评论甲午中日战争为主要内容的书
籍。

《中东战纪本末》有两方面内容最为震撼人心，一
是有关战争过程资料的披露，二是对于中国落后方面
的批评。

书中以极其丰富的、具体的资料，说明在中日战
争前，清政府对日本的军事装备、侵略野心了解不
够，乃至毫无根据地蔑视日本，以为日之于我，卵不
敌石；战争爆发以后，张皇失措，应对无方，退舍于牙
山，避道于鸭绿江，纵敌于大连湾，沉舰于大东沟，让
险于旅顺口，丧师于威海卫、刘公岛，甚焉者，前线虚
报战绩，京师深信不疑；战争失败以后，相顾失色，束
手无策，不明国际之情势，不谙谈判之原则，允苛刻
之条约，失地赔款……

它通过大量选录、选译中外报刊，对甲午中日战争
的过程进行了极为详细的报道，从军事、政治、宗教等
方面对中国战败的原因进行深刻分析，刺激着中国人
深刻反省、因耻思变。它提出的改革建议涉及政治、经
济、教育、风俗、外交等诸多方面，也多有可取之处。

《中东战纪本末》对当时的中国人全面认识这场战
争，深刻反省战败的原因，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对变法
思潮的兴起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勿忘甲午》

作者：苏小东
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
本书亮点：对甲午战争历史研究成

果的总结

▶▶《首败：甲午年的中日决战》

作者：师永刚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本书亮点：独家公布近百幅模拟海战图、日本绘制战争彩图

▶▶《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

作者：姜鸣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亮点：着眼中外海军比较研究

▶▶《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

作者：石泉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亮点：把笔墨重点放于战争前后清政府政治集团势力的消长变化

▶▶《清日战争》

作者：宗泽亚（日）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书亮点：该书以日方史料为主，作者认为战争催生了中国新的历史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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