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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砖贸陉
t

由林声同志主持编写的《甲午战争图志》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件大好事。此书是

继1：“九·一八”事变图志》后的又一部力作，它以翔实的史料和图片，客观地记叙了

甲午战争前前后后的历史，图文并茂，真实可读，是对中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

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同时，日本人民及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民也可由此窥见甲午战争

的真实面目，从中吸取历史的教训。

日本自1868--1873年的明治维新以后，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成为带有浓厚

封建性的资本主义国家。掌握政权的统治阶级一上台就实行对内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

张的政策。1874年，进犯我国台湾，无理勒取50万两白银；1876年，用武力强迫朝鲜

订立不平等条约，攫取领事裁判权等特权}1879年，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从1885年

起，日本实行十年扩军计划并提前两年于1892年完成；1894年日本成立战时大本营，做

好了武力吞并朝鲜并进而同中国作战的准备。可以说，爆发于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日

本统治者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战争从1894年7月25日日军在朝鲜牙山湾外丰岛海面不宣而战开始，到第二年4

月17日签订《马关条约》止，共进行八个多月。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战争以清军的

失败而告终。

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田园被破坏，人民遭屠戮。日军占领旅顺后，对

手无寸铁的无辜群众进行了令人发指的大屠杀。灭绝人性的屠杀持续了四天，两万多名

中国同胞惨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之下，男女老幼，皆无幸免。日本侵略者的野蛮暴行，

激起了全世界的公愤。连一向袒护日本的美国记者，也不得不斥责。日本国为蒙文明皮

肤，具野蛮筋骨的怪兽，⋯⋯今脱文明之假面露野蛮之本性矣”。日军在辽东半岛、山东

半岛，欠下了中国人民一笔又一笔的血债。

面对日军的侵略行径和血腥暴行，中国人民报以激烈的反抗。清军中的爱国官兵和

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广大群众，同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曲悲壮的正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2 序 言

气歌。在海战中，以邓世昌为舰长的致远号，在舰受重伤、弹药用尽的危急时刻，开足

马力，撞向日舰吉野号，不幸中鱼雷下沉。全舰250多名官兵，绝大多数壮烈牺牲。经

远号舰长林永升指挥官兵奋勇作战，在竭尽所能地打击敌人后，全舰沉没。在陆战中，守

卫平壤的左宝贵，亲临战场，不避枪弹，血染征衣，壮烈殉国。总兵徐邦道，率六个营

将士在金州附近和大连旅顺问抗击日军，兵力虽少，却屡挫敌锋。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

的广大人民群众，或以农具、用具为武器，自发抗暴，或参军参战，奋战沙场；或组织

民团，协助清军作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这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不怕牺

牲、团结御侮、保家卫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被迫同日本政府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要

求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两万万两白银，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

岛给日本等。这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辱国条约，是日本侵略者

强加给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副沉重的枷锁。它严重地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把中国

进一步推向半殖民地的深渊。从甲午战争起，“天朝大国”的神话被打破了，清政府的面

子丢光了，欧美列强同日本共同瓜分中国的步伐加快了，中国走近了亡国的边缘。

甲午战争对中国产生了深深的伤害，也给中国人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第一，落后

要挨打。清朝末年，统治者闭关自守，排斥科学，压制改革，导致中国经济、科学的停

滞与落后。这使得帝国主义有可乘之机到中国来攻城掠地，横行霸道。。强权之下无公

理”，中国要自守，只有自强一条路。第二，软弱要挨打。清末时期，统治者实行对内残

酷压榨、对外割地求和的政策，以此来求得封建朝廷的苟安。殊不知“腰软人人欺”，清

政府越是屈膝赔银，前来攻打的炮舰就越多。旧中国偌大一个可瓜分的。宴席”，哪个帝

国主义不想来吃一口?直到1949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帝国主义才不敢再向中

国要银要地。第三，不团结统一要挨打。相对于日本这样的岛国，当时清朝政府的国力

和军力并未差到哪里去，但为什么连战连败?其重要原因是内部各行其是，既无统一指

挥，又不团结共济。侵略军一来，朝廷里和战两争，地方多避锋自保，终被敌军“取隙

而攻，各个击破”。中国人众地广，若不团结统一，只是散沙一盘，对外绝无抗衡之力。

中国近代史上国土被瓜分、人民受欺凌的一页已经被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翻过去

了。孙中山宣布了封建王朝的结束，毛泽东宣布了新中国的成立，邓小平开创了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更使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的发展行列中扬眉吐气。但是

历史留下的教训我们没有也决不会忘记：中国一定要发达强盛，中国一定要独立自主，中

国一定要团结统一!这就是十一亿中国人民在20世纪末的历史共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一百周年，谨以此书为祭，追悼逝者，启

示后人。是为序。

1994年9月



凡 例

一、书名。图志，为志书之一种。文图并茂，文图相辅，直观确凿。

二、体裁与结构。全书以志、图为主体，辅之以记、表、录，浑为一体，不可或缺。志

下设章、节、目三个层次，从目写起。

三、断限。全书总体断限是从1874年起至1905年止。个别章节略有上伸或下延。

四、称谓。人物称谓，第一次出现时，名前冠以职衔，此后一律直书其名或历史上的习

惯称谓，特殊需要时使用全称或简称。除引文外，不使用。倭”、“寇”、“贼”等字

样。地名，一律使用当时地名，第一次出现时加括号注明今名，以后从略。

五、纪年。原则上使用公元纪年。视章节需要，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括号注明中国纪年或

日本纪年。

六、图表。图、表，嵌入文中，以图证文，以文述图，是章节的有机组成部分。

七、数字。除引文照录原文外，均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部门联合制定的

《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试行规定》书写。

八、计量。除引文照录原文外，书中计量单位均使用标准公制。无法换算的加注说明。

九、币制。书中使用的币制，均为当时各国通用币制，不加换算。

十、注释。全书基本使用两种注释法，即：引文注和编者注。前者一律采用章后注；后

者简单的使用夹注，其他的也使用章后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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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 868—1 899年

1 868年

4月

6日 日本明治天皇睦仁宣读五条誓文，发表《御笔信》，宣称：。继承列祖列宗伟业，不

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冀终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一

1 869年

2 月

日本政府改革官制，设兵部省统辖陆海军务。

1 870年

8 月

山县有朋等自欧洲考察回日本国，建议政府进行兵制改革。

是年 佐田白茅从朝鲜回日本，建议政府征伐朝鲜，。有利而无损”。

外务大丞柳原前光著《朝鲜论稿》，极力鼓吹征伐朝鲜。

日本政府发布征兵令。



4 大事记

1 871年

2 月

3日 日本政府成立“御亲兵”。

6 月

日本政府派大藏卿伊达宗诚为全权大使、外务大丞柳原前光为副使到中国订约，

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伊达提出，凡别国在中国享受的各种特权，日本都要一体均沾，

遭到中国政府的断然拒绝。

9 月

13日 中日两国签订《修好条规》、《通商章程》。

1 872年

2 月

28日 日本政府裁兵部省，分设陆军省和海军省。

3 月

9日 日本政府废“御亲兵”，设“近卫军”。

10 月

日本追封琉球王尚泰为琉球藩王，列入日本华族。

12 月

28日 日本政府颁布《征兵告谕》。

10日 日本政府颁布《征兵令解》。

1 873年

1 月



大事记 5

1 874年

2 月

6日 日本大臣参议会议通过大久保利通和大隈重信拟定的《台湾。藩地”征讨要略》，

决定出兵侵略台湾。

4月

日本政府设立台湾事务局，任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

5 月

22日 日军在台湾琅矫登陆，发动侵台战争。至8月，侵台日军达3658人。

8 月

5日 日本派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以全权大臣身分到中国，与清政府就琉球问题进行谈

判。

10 月

31日 中日签订《北京专条》。

29日

20日

1 875年

5 月

日本政府禁止琉球向清政府派使节和受册封。

9 月

日本军舰。云扬”号入侵朝鲜江华湾，炮击永宗城，屠杀兵民，制造“江华岛”事件。

1 876年

2 月

26日 日本政府以武力迫使朝鲜签订《日朝修好条规》。

·，一一1



6 大事记

1 877年

1 月

30日 日本强迫朝鲜签订《釜山租界约书》。

1 878年

8 月

日本颁布《军人训诫》，极力鼓吹“武士道”精神，把。忠实、勇敢、服从”作为

“维持军人精神的三个根本”。

12 月

5日 日本制订《参谋本部条例》。

是年 日本政府将原属于陆军省的参谋总局扩大为参谋本部，直隶天皇。

1 879年

4月

4日 日本吞并琉球，改称冲绳县。

10 月

27日 日本修改《征兵令解》。

是年秋 日本参谋本部派陆军中佐桂太郎等军官10余名，到天津、北京和华北各地“调

查”中国的“军制、军备”等，回国后写成《对清作战策》。

1 880年

11 月

日本参谋本部长山县有朋把参谋本部第二局编纂的<邻邦兵备略》进呈给明治天

皇，并要政府加强兵备。



大事记 7

1 881年

1 月

山县有朋提出《军事意见书》，强调要在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修通之前，完成侵略

朝鲜的军事准备。

1 882年

1 月

4日 日本以天皇名义颁布《军人敕谕》，规定日本军人必须“尽忠节”、“正礼仪”、。尚

武勇”、“重信义”、“贵俭朴”。

7 月

23日 朝鲜汉城发生。壬午兵变”，推翻了亲El的闵妃政权，处决日本教官堀本，袭击日

本公使馆。花房义质公使自焚公使馆，逃回长崎。朝鲜大院君李罡应重新掌握政权。

8 月

30日 朝鲜与日本签订《济物浦条约》和《日朝修好条规续约》，向日本赔款50万元，日

本取得在汉城驻兵的特权。

11 月

24日 日本颁布扩张军备诏敕。

1 883年

12 月

28日 日本修改《征兵令解》，规定年满17至40岁的男人均须服兵役。

1 884年

12 月



8 大事记

4日 日本唆使朝鲜开化党人金玉均等发动政变。矫诏处决保守派大臣七人，建立亲El

政府，并发表政纲。清政府应朝鲜保守派之请，出兵镇压乱党。6 El攻入王宫。金

玉均逃亡El本。动乱中30余名日人被杀，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逃往仁川。保守派再

度执政。史称。甲申政变”。

1 885年

1 月

9日 日本迫使朝鲜签订《日朝恢复和平条约》。朝鲜向日本致道歉书，赔款11万日元，

。惩凶”，以2万日元为El本修建使馆和兵营等。

4月

18日 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天津会议专条》。《专条》规定：将来朝鲜有事，中El两

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相行文知照。

10 月

13日 清廷设立海军衙门。任醇亲王奕谡为总理海军大臣，庆郡王奕勖、李鸿章为会办，

善庆、曾纪泽为帮办。

11 月

3日 袁世凯出任驻朝鲜商务委员。

1 886年

·日本参谋本部派荒尾精到中国，以开办“日清贸易研究所”、“日清贸易协会”为

名，进行间谍活动。

1 887年

El本派山本清坚陆军中佐等军官多人到山海关以南的洋河、滦河、北塘河、白河、

大沽等地进行。调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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