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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早在19世纪中叶就已经初露端倪。

1853年，美国的坚船利炮叩开了日本的国门，日本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危机。日本的有识之士开始多方探讨，寻求摆脱民族危

机、走上强国之路的良方。他们认为西方的文明是先进的文

明，必须学习西方摆脱东方才能够进步，因此提出了“脱亚入

欧”的理论，走上了向外扩张，侵略朝鲜和中国的道路。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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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下半叶，日本明治政府的政要如山县有朋、木户孝允等

接受了江户幕府末期思想家吉田松阴的侵略扩张思想，并将之转化为

日本的国策，确立了以武力征服世界的方针。明治天皇宣称要继承列

祖列宗的伟业，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了建设日本，明治

政府提出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三大政策作为建

国的基本方针。

随着国力的增强，日本的侵略

野心也日趋膨胀。明治政府提出了

“海洋政策”和“大陆政策”。“海

洋政策”即以占领中国的台湾为基

础，向东南亚一带扩张；“大陆政

策”即以占领朝鲜为“渡满洲的桥

梁”，进而征服全中国，称霸亚洲

乃至全世界。

1874 年，日本借口琉球事件，

派兵侵入中国台湾。但由于日军战

斗力不强，清军不断增兵，当地人

民誓死抵抗，加之瘟疫流行，日本

不得不被迫放弃武装侵略台湾的图

谋。1875 年，日本军舰侵入朝鲜江华岛，强迫朝鲜签订了《江华条

约》。《江华条约》否定了中国和朝鲜在历史上形成的紧密关系，严重

（一）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大陆政策”的炮制者——日本

内阁首相山县有朋（1838—1922）



一    中日甲午战争

3

破坏了朝鲜的自主权，为日本对朝鲜的肆意侵略开拓了道路。1879

年，在日本陆军头目山县有朋的主持下，日本政府秘密派遣 10 余名

军官到中国，对中国的国防状况进行了调查，完成了《对华作战方

案》。1880 年，山县有朋又主持编写了《邻国兵备略》，不仅详述中

国的军事情况，而且提出了对华战争的方针和策略。1885 年，时任

日本政府参议兼宫内卿的伊藤博文来到中国，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

条约》，逼迫清政府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既得利益。1887 年，日本参谋

本部出台了《清国征讨方略》。之后不久，山县有朋在帝国会议发表

施政纲领时，提出所谓“守卫主权线”和“保护利益线”的侵略理

论，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野心昭然若揭。山县有朋的演说为日本政

府发动侵华战争制造了新的依据。

到19世纪90年代初，日本政府已经做好了发动侵华战争的准备，

只剩下如何寻找一个战争借口的问题了。1894 年 5月，朝鲜爆发了由

东学党领导的农民起义，日本由此找到了出兵朝鲜发动战争的借口。

1894 年春，朝鲜全罗道古阜郡人民因不堪贪官污吏的欺压和盘

剥，在东学党人全琫准的领导下发动起义。起义军攻城略地，发展迅

猛，起义烽火先后燃至全罗、忠清、庆尚三道。朝鲜农民大起义的消

息传到日本后，日本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发动一场侵朝和侵华的战争。

朝鲜政府向清政府求援，请求清政府出兵朝鲜平定起义。日本

政府则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朝鲜。在日本政府的诱使下，清政府决定

出兵朝鲜。1894 年 6 月 5 日，清政府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

章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 2000 余人乘船前往

朝鲜，屯驻牙山。

日本政府在得知清政府决定出兵朝鲜时，立即决定出兵朝鲜。6

月 2日，日本政府以护送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返任和保护使馆商民

为借口，派出海军陆战队 400 人侵入汉城。6 月 5 日，日本又在广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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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战时大本营，同时派出由 7000 余人组成的混成旅团侵入朝鲜，

分据汉城要地。此外，日本的大批援军也陆续来到朝鲜。

而此时，朝鲜农民起义已经平息，朝鲜政府向中日两国政府提

出撤兵要求。清政府照会日本政府同时撤兵。6 月 17 日，日本外相

陆奥宗光向清驻日公使汪凤藻面交了日本和清政府“共同”改革朝鲜

内政的方案，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日本政府随即照会清政府，表

示即使在清政府不同意日本提案的情况下，日本政府也不会撤退驻朝

鲜的军队。

7 月 19 日，日本政府训令日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不惜任何手段尽

快挑起中日军事冲突，并授权驻朝鲜的混成旅团可以自由行动。7 月

23 日凌晨，大鸟圭介率军冲入汉城，劫持朝鲜国王李熙，重组以大

院君李罡应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李罡应上台后，秉承日本政府的旨

意，于 7 月 25 日正式宣布断绝同中国的一切关系，废止中朝两国间

所有的商约。同时，要求日本军队驱逐驻朝的中国军队。就在同一

天，日军不宣而战，日海军在朝鲜牙山口外的丰岛海面袭击中国运兵

船和护航的北洋舰队舰只，正式挑起了侵略中国的战争。因为这一年

为中国农历甲午年，中国史称“甲午战争”。

当日本在朝鲜不断增兵，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李鸿章也决定增

兵朝鲜。1894 年 7 月中旬，他先后派清朝将领卫汝贵、马玉昆、左

宝贵和丰升阿等人率军进入平壤。接着又派总兵江自康率 2000 多名

清军增援驻牙山的中国驻军。同时雇用“爱仁”、“飞鲸”、“高升”3

艘英国商轮运送，并派北洋舰只“广乙”、“济远”两舰护航。7月 25

日凌晨，完成护航任务的“广乙”、“济远”两舰离开牙山回国，行经

丰岛海面时，突与日舰“吉野”、“浪速”、“秋津洲”三舰遭遇。日

舰立即向“广乙”、“济远”发动猛烈炮击。“广乙”、“济远”被迫还

击，丰岛海战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帷幕。激烈的海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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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济远”、“广乙”因敌强我弱、寡不敌众被迫撤退。此时，运兵

船“高升”号和中国炮舰“操江”号恰好驶至丰岛海面。结果，“高

升”号被日舰击沉，全船清军只有 100 多人靠泅水保全了性命，其余

全部壮烈殉国。“操江”号被日舰俘虏，“广乙”号清军被迫自毁轮船

后为日军俘虏，只有“济远”号逃回旅顺。丰岛海战，“济远”号帮

带大副都司沈寿昌、枪炮二副柯建章以及见习学生黄承勋以身殉国。

在日本海军挑起丰岛海战的同时，日本陆军 4000 多人在旅团长

大岛义昌的率领下从龙山向牙山进发，准备偷袭牙山中国驻军。当时

牙山有清军 4000 余人，当得知日军已向牙山进犯时，驻牙山统帅聂

士成和叶志超将清军兵分两路，分驻成欢和公州。聂士成率军驻成欢

抵御前敌，叶志超率军驻公州作为后援。7 月 29 日凌晨，日军向驻

成欢的清军发动进攻。清武备学堂于光炘、周宪章等带领少数清军在

安成渡一带设下埋伏，打死打伤日军数十人。但于光炘、周宪章等人

也不幸中弹牺牲。日军接着又向成欢发动进攻，聂士成率成欢守军与

1894年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海面击沉清军运兵船“高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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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展开激战，但终因四面受敌、敌众我寡，被迫撤退，成欢沦于日

军之手。叶志超也放弃牙山，率军退往平壤。

8月 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中日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9 月 14 日，日军抵达平壤城郊。15 日凌晨，日军 1.6 万余人向

平壤发起总攻。在左宝贵、马玉昆、卫汝贵等人的率领下，防守平壤

的 1万余清军不遗余力，激烈应战，多次打退日军进攻。当日军攻陷

平壤城制高点牡丹台后，左宝贵知道大势已去，决心以死报国。他穿

戴好御赐衣冠，亲临宣武门指挥、督战。激战中，左宝贵不幸中炮牺

牲，以身殉国。日军夺占宣武门。牡丹台和宣武门虽然相继失守，但

日军不知平壤城内虚实，不敢贸然进攻。整个战事还没到不可收拾的

地步，但前敌统帅叶志超却惊慌失措，不与众将商议，仓皇弃城北

逃，不料却遭遇日军埋伏。溃逃中，清军死伤近 2000 人，被俘 500

人。次日，平壤失守。

1894年 9月 17日，日本联合舰队与中国北洋舰队进行黄海海战。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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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壤之战后的第三天，中日两国

海军又在中国黄海北部海面大东沟一

带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海战。1894 年 9

月 16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

洋舰队，护送准备增援朝鲜的运兵

船到大东沟。17日，完成护送任务

的北洋舰队返航旅顺，与正在中国黄

海北部海面寻机与北洋舰队决战的

日本联合舰队遭遇。日联合舰队司令

伊东祐亨发现北洋舰队后，立即命令

12 艘日舰呈“一”字形战阵向北洋

舰队袭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急忙

下令整队迎敌。中午12时 55 分，日

舰首先向北洋舰队开炮轰击，北洋舰队立即发炮迎击。激战中，北洋

舰队旗舰“定远”舰桅楼中炮，丁汝昌负伤，不能指挥战斗，右翼总

兵刘步蟾代替指挥。不久，日舰又将“定远”舰上的帅旗打落、信号

索打毁，因而“定远”信号无法发出，北洋舰队失去了指挥和联络。

但北洋舰队广大官兵不惧困难，相互配合，使多艘日舰受重创。日舰

“松岛”、“赤城”、“比睿”、“西京丸”遭到北洋舰队沉重打击。中国北

洋舰只 5艘被击沉。“致远”舰在激战中多处受伤，舰身倾斜。正逢

日舰“吉野”驶近，“致远”管带邓世昌为挫日军气势，决定与之同归

于尽。他亲自掌舵，直冲“吉野”，不幸被敌舰所放鱼雷击中，顷刻沉

没。管带邓世昌与全舰 250 多人与舰同沉。不久，“经远”舰也被日舰

击沉。舰上 270 多人，除少数获救外，大部分壮烈牺牲，管带林永升

也以身殉国。黄海海战持续约 5小时，北洋舰队遭受重大损失，日舰

大都受伤，无力再战。伊东祐亨率舰队先行退离战场，北洋舰队也返

黄海大战中英勇献身的中国

北洋舰队“致远”舰管带邓世昌

（1849—1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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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旅顺。黄海海战之后，李鸿章实行“避战保船”方针，令北洋舰队

躲进威海卫军港，日本舰队因而获得了制海权，更加肆无忌惮地开始

了对中国辽东半岛的进攻。

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结束之后，日本进一步加快了侵华步伐，

（二）鸭绿江江防之战

中日甲午战争战役形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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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完成了对中国进攻的作战部署。其具体部署为：由山县有朋指

挥的第一军为右路，从朝鲜义州渡鸭绿江，入侵中国辽东地区；由

大山岩率领的第二军为左路，在辽东半岛登陆，占领金州、旅顺、

大连湾等辽南地区。两军密切配合，进而侵占整个辽东半岛，夺取

中国东北。

平壤失守后，清政府为了保卫东北“龙兴之地”，也加强了鸭绿

江畔的防务。1894 年 9 月，清政府任命已经 74 岁的四川提督宋庆帮

办北洋军务。命令宋庆率所部火速进驻九连城，联络各军，策划防御

事宜，并任命他为驻防鸭绿江各军总统，负责前线战事。同时，清政

府又命令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率所部镇边军赴九连城，与宋庆部协同

防御。此外，侍卫倭恒额驻防安平河口、鼓楼子、蒲石河口一带；太

原镇总兵聂士成驻守栗子园至虎山一带；总兵吕本元、孙显寅驻守安

东县沙河镇一带；总兵刘盛休驻守九连城；总兵耿凤鸣、丰升阿、聂

桂林驻防大东沟至大孤山一带；记名提督江自康协助聂士成驻防虎山

一带。此时，鸭绿江防线的清军兵力达 81 营，3万多人。

经过近 1 个月的休整之后，10 月下旬，日军兵分两路，大举侵

入中国境内。10 月 24 日，日军步兵第 18 联队佐藤正率日军数十人

从朝鲜水口镇涉水渡江，进攻安平河口。日军前进到江心时，清军开

炮阻击，日军也发炮还击，并向北岸猛烈进击。当日军进至距岸边

600 米时，防守安平河口的清军竟弃炮而逃，倭恒额退至红石砬子一

带，安平河口失守。日军占领安平河口后，佐藤支队不敢孤军深入，

遂在安平河口宿营，等待西线日军的进攻。

10 月 24 日晚，日军在鸭绿江江面偷偷架起 3 座浮桥。次日凌

晨，日军通过浮桥向虎山发动进攻。面对日军的突然进攻，防守虎山

的清军毫无畏惧，在聂士成和宋庆部将领马金叙的指挥下顽强抵抗，

与日军鏖战半日，打退日军 4次冲锋。战至中午 11 时 30 分，终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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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伤亡过重、弹尽粮绝而被迫退出虎山阵地，虎山失守。

26 日拂晓，日军兵分 3 路向九连城发动进攻，但防守九连城的

清军已经于前一天弃城逃跑，因而日军兵不血刃就占领了九连城。同

一天，日军还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安东县（今丹东）。至此，清政府重

兵守卫的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

虎山、九连城、安东等地失陷后，宋庆等人被迫率领清军分 3

路退往凤凰城、宽甸、岫岩一带。依克唐阿、倭恒额率部退往宽甸一

带；丰升阿、聂桂林率部退往岫岩；防守虎山、九连城的清军连夜退

往凤凰城。

日军在占领九连城后，以九连城为第一军司令部，兵分 3路向辽

东进犯。10 月 28日，日军进犯凤凰城。而此时，因为凤凰城“无要

可守”，宋庆已率军退出凤凰城，只留少量清兵在后掩护部队撤退。

当清军大部队退走后，这 20 余名清军士兵，仍坚守不去，与日军坚

持战斗。在日军攻占南门后，他们又退至城内军营中据守。在战斗

1894年 10月 24日，日军强渡安平河口。



一    中日甲午战争

11

中，9人阵亡，其余的人坚持到29日完成任务后才撤走。10月31日，

日军占领凤凰城。11月 5日，日军占领大孤山。11月17日上午，日军

向岫岩发动进攻。防守岫岩的丰升阿、聂桂林指挥清军同日军激战一

天。清军被日军南北包围，面临被夹击歼灭的危险。于是，丰升阿和

聂桂林决定率部西撤。当天夜里，清军被迫退出岫岩，岫岩失守。之

后，日军还先后占领苏甸、长甸、宽甸等地，辽东重镇，尽陷敌手。

鸭绿江江防之战失败后，宋庆等人率军退往摩天岭、赛马集一

带。11月 7日，宋庆因辽南吃紧，奉召率本部及刘盛休部回援金州和

旅顺。摩天岭就由聂士成、吕本元和孙显寅等部防守。赛马集由依克

唐阿部防守。摩天岭为辽阳东路第一险要，山势陡峭，车辆难行。清

军便利用摩天岭的险要地势，堵住日军从东路进攻辽沈的通道。而依

克唐阿便在赛马集牵制日军兵力，使日军不敢以全力直扑摩天岭。

1894年 10月 26日，日军占领九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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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日军派出两支部队向赛马集、连山关进犯。依克唐

阿在赛马集以南占据要地，并布置了 4门野炮，随时准备与日军决一

死战。双方激战达十数日。20 日，在赛马集南邢家沟附近，依克唐

阿率兵将日军截击，日军 14 人被击毙，余者四处逃窜。与此同时，

进犯连山关的日军于 12 日占领了连山关。日军占领连山关后，直趋

大高岭。聂士成率兵用巨炮扼守关隘路口，…日军被迫连夜退回连山

关。11月24日夜，聂士成率军夜袭连山关，日军向分水岭方向逃窜，

清军收复连山关。

日军进攻摩天岭失败后，从凤凰城倾巢而出，于 11月 29 日向草

河口一带进犯。午后 3时，日军向草河口发动进攻，清军与日军激战

3小时，日军占领草河口。12月5日，因所占凤凰城空虚，无军驻守，

日军退回凤凰城。

日军退出草河口后，聂士成和依克唐阿决定兵分两路反攻凤凰

城。12 月 11 日，依克唐阿率一部清军在樊家台一带与一部日军遭…

遇，双方大战6小时后，终因炮火不济，清军被迫后撤。12月12日，

由骑都尉寿山、四品衔三等护卫永山兄弟俩率领的清军到达凤凰城东

北的长岭子、一面山一带。14 日凌晨，日军兵分两路夜袭清军，清

军不支，被迫向北退至长岭子。寿山、永山所率的清军已经激战一整

天，食水未进，人困马乏。当此之时，突遭日军伏击，清军猝不及

防，队伍大乱。在此危机时刻，永山身先士卒，督军力战，其部下也

都以死搏战。在日军的强大攻势下，永山战死。永山战死后，寿山便

率军突出日军的伏击圈，向赛马集撤退。驻守凤凰城的日军也无力

向摩天岭发动进攻。至此，自 1894 年 11 月 12 日日军进犯连山关至

1895年 1月底，清军在摩天岭、赛马集一带与日军相持3个月之久，

大小战役 10 多次，终于击退了日军的进攻，粉碎了日军进犯辽阳和

奉天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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