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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l

刚吕

甲午战争，是 1894-1895 年间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 这场

战争开始于 1894 年 7 月 25 日的丰岛海战， 8 月 1 日中日双方相互宣战，

第二年 4 月 17 日《马关条约》签字，战争结束。 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

爆发的 1894 年(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为甲午年，故称"甲

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战争"，也称"明治二十七年战役"，西方国家称"第

一次中日战争"。 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告终。 1895 年

4 月 17 日，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

关条约 》。 条约签订后，日本又进行了侵占澎湖、台湾的战争，因为这一

年是中国干支纪年的乙未年(清光绪二十一年，日本明治二十八年)，也

被称作"乙未战争"。 由于乙未台湾之战的起因是甲午战争，因此也被看

做是甲午战争的延续和甲午战争的一部分。

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重要历史事件，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

记。 但遗憾的是，很多国人对甲午战争的了解非常有限，基本还停留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一部老电影《‘甲午风云》的水平上(幸亏有这样一部电影)。

对于甲午战争人物更是知之甚少:一是只知道邓世昌 、 丁汝昌、方伯谦少

数几个海军将领，而对众多参战陆军将领不甚了解;二是对日方人物几乎

一概不知。 这种局限，难免对甲午战争产生片面甚至偏颇的认识。

为使广大读者对甲午战争有更加全面、深刻的了解，在甲午战争爆发

120 周年之际，我们编写了这本《中日甲午战争人物志~，作为对甲午战

争"双甲子"的纪念。

本书介绍与战争相关的双方重要人物 70 余人，大致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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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方的最高领导人一一帝后级人物，即中国清朝的光绪皇帝 、 慈

禧太后，日本的明治天皇。

二、战争期间的重要大臣(文官)，如中国清朝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和

各军机大臣，日本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 、 外务大臣陆奥宗光。

三、与战争有关的陆海军重要将领，这部分人数最多，也是本书的主

体部分。 清军一般为总兵以上的统兵将领，少数副将亦为名气较大者，如

北洋海军副将邓世昌、林永升等;个别总督、巡抚虽系文官，但因统兵出征，

也视为将领。日军则为少将旅团长或相当职务以上的高级将领，包括参与

策划和指挥战争的参谋总长、参谋次长、海军军令部长及陆海军大臣。

另外，为增加本书的信息量和可读性，还编制了十余个相关表格附后，

作为对正文的补充，其中一些在国内出版物中首次出现。

由于资料的局限和编写时间的仓促，书中还有不少遗憾之处，希望以

后能有机会弥补。 对于本书中的错、漏，也请广大读者和专家不吝指正。

作者

2014 年(甲午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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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洒

清光绪皇帝(1871-1908) ，

爱新觉罗氏，名载泪，庙号德宗，

年号光绪。为大清国入关后第九位

皇帝，也是清朝倒数第二个皇帝。

4 岁登基，在位 34 年。

同治十年(1871 年)六月廿

六日 (8 月 14 日)生于京师太平湖

醇王府邸槐荫斋。生父为醇亲王奕

撮，生母叶赫那拉氏为慈禧皇太后

亲妹。同治十三年(1874 年)同

治皇帝崩，无子，按常规皇太子应

上卷·中国篇 l

从载淳下一辈近支宗室中择立，然而慈禧太后却执意选择了载淳的叔伯兄弟

醇亲王奕器之子载瓶，她也成为当然的养母，从而使她可以再次垂帘听政。

慈禧的安排注定了载泪悲剧的一生。慈安、慈禧两宫皇太后命年仅 4 岁的载

据继清文宗为子，次年嗣承皇位，年号光绪。

自光绪二年 (1876 年)，载湘开始在毓庆宫入学读书，师傅翁同解力

图把他培养成一位有作为的青年皇帝。

光绪十三年 (1887 年) ，载沿举行了亲政典礼，然而慈禧太后又玩弄

[ 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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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的光绪帝故宫骑马照

光绪帝画像

< 004 ] 

政治伎俩训政了两年，

才允许载恬亲政。为

了继续控制光绪帝，

慈禧太后又立她弟弟

桂样的女儿为皇后，

使光绪帝在亲政与大

婚后仍然形同愧佩。

载湘亲政后遇到

的第一个大事就是甲

午战争。光绪帝极力

主战，反对妥协，主

张予以严厉回击。对于日本借

口保护侨民，增兵朝鲜，蓄意

挑起中日战争的挑衅行为，光

绪帝认为: "倭人肇衅，挟制朝

鲜，倘致势难收束，中朝自应

大张挝伐。" 7 月 24 日，他在寄

给李鸿章的上谕中指出"现在

倭韩情事，已将决裂，如势不

可挽，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

身膺重寄，熟谙兵事，断不可

意存畏惠……若顾虑不前，徒

事延岩，事11致贻误事机。定惟

该大臣是问。"

7 月 25 日，日本舰队在丰

岛海域袭击中国的运兵船只，随

后，中日战争便逐步升级。 8 月

1 日，光绪下诏对日宣战，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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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不遵条约，不守公法，任意鸥张，专行诡计，衅开自彼，公论昭然"。"著

李鸿章严伤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双方开战后， 23 岁的年轻皇帝精神振奋。

他命令太监把记载圣祖康熙皇帝平定准噶尔经过的《圣武记》搬到乾清宫，

彻夜不眠地研究列祖列宗用兵的方略。

起初，光绪帝提出南北夹击的战略主张。命令已进入朝鲜北部的清军

与牙山一带的南路清军叶志超部同心协力，夹击日军，使日军两面受敌，

难以应付，为此他三令五申要李鸿章电催平壤各军星夜兼程，直抵汉城，

与叶志超合力夹击。"相机进取，力挫凶锋"。

然而，主持前方战事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却有恃无恐地将光绪帝的督战

上谕置之脑后。采取了保存淮军实力的作战方针，声称要"先定守局，再

图进取"，"步步稳慎，乃可图功"。致使在平壤的清军虽有 29 营之众，却

迟迟不敢南下接应。使"南北夹击"的作战计划变成泡影。对于李鸿章幻

想依赖俄、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出面调停的做法，光绪一开始就表示怀疑，

他在上谕中明确提出，"俄使喀西尼留津商办，究竟彼国有无助我收场之策，

抑另有别谋?李鸿章当沈机审察，勿致堕其术中，是为至耍。" "不直借助

他邦。 致异日别生校节。"光绪帝不想依赖他国，而是希图凭借本国的军

力战胜日本。同时也说明了他对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缺乏真正的了解。

因此他所制定的作战方案亦有不少空想成分。加之清军武备废弛，指挥失

光绪御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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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因此在 10 月下旬，日本侵略军即长驱直入，突破鸭绿江防线，深入

到中国境内作战。面对着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光绪帝束手无策，只能仰

天长叹。光绪帝在召见军机大臣时曾表示"朝廷一力主战，并传董忠旨亦

主战"，同时不许向外洋借债。而在慈禧看来，只要天朝上国赫然震怒，

光绪之印:左为"光绪之宝"，

右为"光绪御览之宝"

, . 

光绪帝之爱妃一一珍妃

区区小寇就会一鼓荡平，故在战端初开

之际，她对光绪的主战并不介意。随着

战事的发展，慈禧便认为当初的主战是

一种错误的决定。因为甲午年是慈禧的

六旬庆典，她准备大张旗鼓地举行庆祝，

而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事势必会影响到她

的庆典活动。

中日甲午战争终因清廷腐败，而以

清朝战败告终。《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

传出后，举国哗然。不久，光绪帝下罪

己诏: "去岁仓促开衅，征兵调饷，不遗

余力。而将非宿选，兵非宿练，纷纷召集，

不殊乌合。以至水陆交绥，战无一胜" "其

万分为难情事，言者章奏所未及详，而

天下臣民且皆当体谅也。"

在这场战争中，光绪皇帝表现出了

晚清统治者少有的血性，或者说，是坚

定的爱国主义精神。然而，对于一场战

争来说，仅仅有热血是不够的。在战争

中，年轻皇帝的性情急躁，缺乏耐心暴

露无遗。

战后，光绪帝痛定思痛，他极力支

持维新派变法以图强，颁布《明定国是

诏》宣布变法。由于变法直接触动了以

[ 00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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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利益，而以光绪帝为首的帝党因无实力又未能控制政

局，反被后党发动戊戊政变，导致变法失败。政变后大权再次落入慈禧太

后手中，对外宣称光绪帝罹病不能理事，实将他幽禁于中南海癫台。

光绪二十六年 (1900 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沦陷。慈禧太后挟光

绪帝逃往西安。支持变法的光绪宠妃珍妃，力主皇帝应留京抗战。慈禧太

后对她早有切肤之恨，临行前令人将她推入井中溺死。第二年自西安回盔

后，光绪帝仍居癫台，形同废帝，唯行光绪年号而已。

光绪帝本来体质辱弱，加之多年的抑郁与愤激，至 1908 年 11 月 14

日〈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先慈禧太后一天去世，年 38 岁。溢同

天崇运大中至正经文纬武孝睿智端俭宽勤景皇帝。庙号德宗。葬河北易县

请西陵之崇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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