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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日本以朝鲜问题为借口向清政府宣战。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战争的结果导致
了中日两国命运的改变：胜利者迈入了近代列强的行列，但之后野心不断膨胀，最终走上了

对外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
而失败的一方不仅承受割地赔款之辱，刚刚开启的近代化进程也被拦腰打断。当

时清政府号称亚洲第一大舰队的“北洋水师”，弹指间樯橹灰飞烟灭。
当中日两国又站到了历史新一轮的起跑线上时，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不

断挑衅，一些日本右翼政客不断发出战争言论，中国人脑海深处的历史
记忆被激活。当前，中日关系正处于两国建交以来的历史“冰点”，

安倍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否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解禁集体
自卫权等行径，导致两国政府关系严重倒退，并影响到了

经贸交流等其他领域。
近日，“甲午战争以来的中日关系”学术研讨

会在辽宁大连召开。国人再回首甲午年间的那
场战争，触碰的是中国人百年来内心最深

处的创伤。在痛楚、耻辱、愤怒、遗
憾之外，人们看到军国主义在日

本大有死灰复燃的可能，不
能不高度警惕。

1868年7月14日，明治天皇在宫中审视
了军务官的奏折，折上写道：耀皇威于海
外，非海军而莫属，当今应大兴海军……

这句话，立即拨动了明治天皇的心弦。
在辅政诸大臣的帮助下，他立草诏书，谕令
全国：海军之事为当务之急，应从速奠定基
础。

从速！加快！日本人的“水磨”遇到洋
流的冲击，立即疯狂地运转起来了。

沉埋多年的林子平的 《海国兵谈》 被
“解放”了出来，成为谈海防、论练兵的重要理
论依据。这位18世纪的仙台人还曾专门写了
一部《三国通览图说》，里面记载了朝鲜、琉球
和库页岛的地理、民风，以便在“日本勇士率
领雄兵入此三国之时”当作指南。

明治政权以惊人的速度和决心，使幕府
的海军全部转到了新政府制下，各藩所辖的
军舰也几乎全部“献”给了新政府。很快，

在天皇的旗帜下就聚集了全日本可供海军使
用的一切军舰。

在日本兵部省炮制的雄心勃勃的计划
中，日本未来的海军将要超过英国，在 20
年内拥有大小军舰200艘。炮制这一计划的
兵部大辅前原一诚，计划仅蒸汽铁甲舰就要
装备 50 艘，他还把海军经费提到和陆军经
费等同的高度，达15万石。

在欧洲的几大造船厂，都可以看到日本
人的身影。这些东方人，早就脱下了传统的
和服和木屐，他们身穿燕尾服，头戴礼帽，
到处深深地鞠躬，到处打听哪里有适合日本
的舰船出售。他们白天东奔西跑，到处活
动，不放过一个可能的机会；晚上，他们聚
在一起，重新按照在国内的身分品级次第坐
好，激动地重温着天皇的谕旨，憧憬着飘扬
太阳旗的舰队横行太平洋时的壮阔景象，这
时，他们往往要泪流满面，把白天受到的
屈辱和冷遇忘得一干二净。他们是用在
海滩上做小买卖的精明，向世界购买着
一个民族的尊严。

在皇宫里，明治天皇的眼睛里
充满血丝，他处在极度的亢奋之
中。

从明治初期起，天皇开始
疯狂地聚敛财富，把持垄断
日本新兴工业的开发权，
控制三井、三菱、住友
等大公司及日本的外
贸、重工业、银行，
并通过各种进献、
投

资 ， 非 法
征 用 土 地 ，
使自己的皇室积
累打着滚地增加。
同时，他又多次为建
海军率先节约开支，打
开自己的钱袋，毫不吝惜
地 倾 倒 金 钱 ， 他 甚 至 提 出

“虽国家力不能胜，既属必要之大
计，亦只有断然行之”。

1887 年 7 月，天皇发布谕令：“”朕
以为在建国事务中，加强海防是一日也
不可放松之事。而从国库岁入中尚难以立即
拨出巨款供海防之用，故朕深感不安。兹决
定从内库中提取30万元，聊以资助，望诸大
臣深明朕意。”

谕令一发，不到三个月，海防捐款总额
竟达 103万之多。按照日本学者井上清的说

法：“在天皇制的最初十年中，军事费恐
怕要占全部经费的80%以上。”

1893 年——甲午战争前一年，明治
天皇又决定此后六年，每年从内库中拿
出30万元帑银，用于海军建设。而这，已
经超过了皇室开支的 1/10。此举再次带
动了日本政府议员主动献出 1/4薪俸用
做造舰。

到甲午战争前到甲午战争前，，据说明治天皇甚至据说明治天皇甚至
干干脆用饿肚皮的方法，给他的文臣武将
起“带头作用”——前线那些饥寒交加的
日本军人，得知天皇每天仅仅吃一餐饭
的时候，人人涕泪横流，呼号喧嚣之声满
营。

天皇恨不能把“圣岳”富士山
变成金山、铁山、钢山、火药山，
把濑户内海的每一块礁石都变成
战舰。

他不要慢节奏的跋涉，
他一开始就要求他的国家

“冲刺”——尽管他知道
他的国家和他病残的双
腿一样，时时对这种

“冲刺”感到力不从心。
日本天皇用军国

主 义 的 疯 狂 手 法 ，
动员全民打仗。只
有后来在二次大
战的德国纳粹
时期，人们才
能 看 到 似
曾相识的
疯狂。

❶日本军国主义存在500年❶日本军国主义存在500年

甲
午 战

争 ， 是
日本由半

殖 民 地 向
对外殖民的

转 折 点 ， 是

日本称霸亚洲的起点。这场发生在日本
与朝鲜、日本与中国之间的战争，是

日本明治维新后走向世界的标志。
这场历时 9 个月 （1894 年 7 月

牙山之战至 1895 年 4 月 《马关条
约签订》） 的战争，对于日本

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朝鲜和
中国则代表着耻辱和无能。

这是一场军国主义对封建
主义的凌辱，是资本主

义对半殖民地国家的践
踏，是先进对落后的

一次无情嘲讽。
甲 午 战 争 的

结局是中国被迫
与日本签订了丧

权 辱 国 的 《马 关 条
约》，向日本赔款2亿3150

万两白银。其中赔偿军
费 2 亿 两 ， 赎 辽 费

3000 万两 （注：马
关条约签订 6 天

后，俄国、法
国和德国向

清 朝 政 府
表 示 了

最 强
烈

的不满，于是在 3 国联合进行的干涉下，
日本最终决定放弃辽东半岛，代价是中
国以白银 3000 万两将其“赎回”，史称

“三国干涉还辽”），日军威海卫驻守费
（占领费） 150万两。

当时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 8000 多万
两，日本政府全年财政收入折合白银
6000 多万两。战争赔款相当于中国全年

财政收入的近3倍，日本全年财政收入的
近4倍。另外，日军在甲午战争中除赔款
外还从中国掠夺了价值 1 亿多两的财富，
而中国同时还遭受了战争的巨大破坏。

甲午战争对中国和日本的影响极大，
使清政府不得不向欧美银行高息举债偿还
巨额赔款，造成列强对中国经济命脉的控
制，乘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战争的结
果严重阻碍了中国的发展，造成中国的进
一步沉沦。

这么多战争赔款加速了日本资本主义
工业的发展，使日本更加发达，一跃成为
亚洲唯一的新兴资本主义强国。反过来也
进一步刺激了日本的胃口，进而更加疯狂
地掠夺中国及东亚资源。

明治维新后，日本加快对外侵略扩
张，吞并琉球并改称冲绳县后不久，便密
谋侵占钓鱼岛。在清朝败局已定背景下，
日本政府认为“今昔形势已殊”，要求将
在钓鱼岛建立国标、纳入版图事提交内阁
会议决定。1895年1月，日本内阁秘密通
过决议，将钓鱼岛“编入”冲绳县管辖。
同年 4月 17日，清朝在甲午战争中战败，
被迫与日本签署不平等的 《马关条约》，
割让“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钓
鱼岛等作为台湾“附属岛屿”一并被割让
给日本。1900 年，日本将钓鱼岛改名为

“尖阁列岛”。
“今年是甲午年。120 年前的甲午，

中华民族国力孱弱，导致台湾被外族侵
占。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极为惨痛的一

页，给两岸同胞留下了剜心之痛。”2月
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钓鱼

台国宾馆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
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时

说，在台湾被侵占的苦难岁月
里，无数台湾同胞用鲜血和

生命来证明自己是中国
人，是中华民族大家庭

中不可分离的成员。

120
年后的

今 天 ，
炮 声 已 停

止 ， 硝 烟 已
散尽，但东海

黄海依然波涛不
断，暗流涌动。战

争馈赠给侵略者的红
利依旧在被享用，遗

留给中华民族的耻辱仍
然压在每个有良知的国人

心头。
甲午战争是日本挑起的非

正义侵略战争，而日本称之“义
战”（内村鉴三语）、“文野的战

争”（福泽谕吉语），这种强盗逻辑
没有在日本受到驳斥。二战以后，日

本未能认真清算其对外侵略的历史文化
传统，而是将这种传统推尊为“国粹”，

丰臣秀吉、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山本五
十六等战犯，被尊之“战神”，视为日本史上

的军事英雄，受到顶礼膜拜；佐藤信渊、吉田
松荫、福泽谕吉则是广受敬重的思想家，力倡侵

华、侵朝的福泽谕吉的头像一直印在万元钞票上。
现代日本右翼政治家 （从岸信介、小泉纯一郎到安倍

晋三等） 及右翼文人 （三岛由纪夫、石原慎太郎、百田
尚树等） 强劲地坚持并弘扬这种历史传统，在民众中拥有

颇高的支持率，这是必须重视的文化现象。
1943 年 12 月 1 日发表的 《开罗宣言》 规定：日本所窃取

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必须归还
中国。其后发表的 《波茨坦公告》 第八条明确规定“ 《开罗
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接受

《波茨坦公告》。1972 年发表的 《中日联合声明》 中日本重申，
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说，《开罗宣
言》 和 《波茨坦公告》 是战后中国从日本手中收复台湾的国际
法依据，也是中日之间解决钓鱼岛归属问题的法律基础。根据
这两份文件，日本于1895年甲午战争末期非法窃取的钓鱼岛及
其附属岛屿，从国际法角度属于中国。钓鱼岛问题，至今还影

响着两国之间的关系。
刘江永指出，这 120 年的第一个 60 年，日本经历了维新、

扩张、侵略的过程，给世界带来了灾难。第二个60年，日本坚
持和平发展，实现了自身的繁荣并深刻影响了东亚的国际格局。

如今，是第三个60年的开端，日本在首相安倍晋三内阁的
执政下正在迅速右倾化，安倍也公开表示过对伊藤博文的崇

敬 ，
事实上安
倍 内 阁 与
120 年前的伊
藤内阁是有相似
性的。这需要引起
世界的警惕。

当年与日本同为列
强的西方国家在中日甲午
战争的问题上一直立场模
糊，许多人认为日本的行为不
是侵略战争。在今天的日本，许
多年轻人甚至不知道有中日甲午战
争，老一辈人知道的，也不认为那是
侵略战争。

有一点必须说明，日本明治维新之
后，迅速走向殖民扩张道路并成为军国主义
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中日甲午战争是十分关
键的一个节点，这为日后的日俄战争以及日本发
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隐患。如果再追溯到16世纪末
丰臣秀吉侵略朝鲜半岛，可以看到日本国家思想的一
脉相承。日本为何一错再错？这其中值得总结、研究并
警醒的东西很多，很多。

❷明治维新疯狂扩建海军

❸甲午留给中国剜心之痛

❹历史罪责早该彻底清算

8月1日，海内外各界人士齐聚辽宁纪念中日甲午
战争爆发120周年。

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摄

7月25日，辽宁盘锦边防支队官兵在田庄台殉国将士
墓碑前庄严宣誓。 姜冰摄 （新华社发）

甲午海战中被日舰击伤的镇远舰 （资料照片）

7月24日，“勿忘甲午”档案图片展在辽宁沈阳开展。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摄

7月24日，“勿忘甲午”档案图片展在辽宁沈阳开展。
新华社记者 姚剑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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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年前的壬辰年 （1592 年），也就是明朝万历二
十年，爆发了一场国际大战，明朝史籍一般称为“东
征”（1592-1598年）。这是发生在朝鲜半岛及其附近海
域、明朝军队与朝鲜联军合战日本军队的七年战争，韩
国或朝鲜称之为“壬辰倭乱”或“壬辰卫国战争”，日
本称为“文禄之役”与“庆长之役”。在大明王朝最为
鼎盛的年代，刚刚统一日本列岛、羽翼未丰的丰臣秀
吉，迫不及待地发动了这场全面侵朝战争，妄想“一朝
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吾死之前将
令中国臣服”。明朝援军联手朝鲜军民，付出了巨大的
生命和物质财富代价，最终打败了丰臣秀吉的日本军
队。

战争的结果是明朝确实付出了重大的历史代价，但
由此造就出长久持续的东亚和平新局面。由明朝创立并
推广的宗藩朝贡体系，因东征得到巩固、加强，并被清
朝如数继承，一直运行到近代被西方殖民统治体系彻底

颠覆为止。中国周边，东征不仅对朝鲜的政治、军事、
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均产生了全面、深刻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铸就了一道海上长城。

1592 年“渡海征服高丽”的壬辰战争，不过是丰
臣秀吉为“征服唐国”所做的热身运动。从壬辰到甲
午，不惮失败的日本人，通过卧薪尝胆的改革，再次与
维新失败的清末中国较量，终于取得了甲午战争的胜
利。继而通过 1905 年的日俄战争，赶跑了争食的“北
极熊”，遂在1910年吞并了朝鲜。至此，日本自壬辰以
来未遂的愿望终得实现，日本蚕食大陆的理想渐入佳境

——壬辰是日本失败的蓝图，而甲午则是其成功的印
证。

甲午战争，远非一些日本研究者所认为的是日本帝
国主义的一个“起点”或“开端”，其实早在 300 年
前，它就已经“萌芽破土”，只不过未能长成参天大树
而已。300年后，征朝成功的日本一举侵入中国，先在
东北建立了“满洲国”，直至1937年与中国爆发全面战
争。如果不是中国人民八年浴血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力
量的支持，日本以中国宁波为中心、面向南海的理想蓝
图不是没有实现的可能。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自明朝万历时代起，日本并吞
大陆的“军国主义”已历经 500 年不灭。若有空子可
钻，死灰就会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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