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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舜臣是东汉陈定的后裔；陈寔，就是把窃贼叫做“梁上君子”的那位。
祖上从河南颍川南迁福建泉州，再搬到台湾，父辈经商，又移居日本。
他出生在神户，那里有陈家墓地，碑上还刻着颍川。
虽然生于日本、长于日本，几乎从未遭受过歧视，陈舜臣却抱有强烈的中国人意识。
这种意识不仅不妨碍他成为日本小说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中国人意识格外把他成就为出类拔
萃的日本小说家。
或许这足以教那些老大不小才渡来日本，却拼命比日本人更日本人的中国人脸红。
二十来岁时日本战败，台湾光复，陈舜臣又变回中国人。
读大阪外国语学校(今大阪外国语大学)，跟日本数一数二的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同校。
太郎学蒙古语，舜臣学印度语。
本打算留校做学问，可是，非日本人在国立学校的前途到讲师为止，当不上教授(这个潜规则直到1982
年才被打破)，只好走别的路。
国籍变来变去，到底是什么折腾了自己的命运呢？
陈写历史小说《甲午战争》也是要探究这个问题。
1990年陈舜臣加入日本国籍。
关于台湾，他写道：“也听到有人说还是日本统治时代好些，其实并不是那样的。
那是另一回事，因为日本统治云云，怎么说也是被外国控制。
这种屈辱，朝鲜人也是有同样感觉吧。
”作为历史小说家，陈舜臣名震四地(日本、台湾、韩国、大陆)，而走上文坛之初、叫响的是推理小
说。
那是1961年，陈帮父亲经商十多年，用汉文写商业尺牍，但安能久事这种笔砚间乎，于是开始写小说
。
任何小说都含有推理要素，从日本小说史来看，今后最受欢迎的，非推理小说莫属，这么一想便创作
了推理小说《枯草之根》。
陈舜臣上大学时，英语教材是柯南·道尔，几乎耽读了福尔摩斯的全部探案，这应该是他与推理的宿
缘。
写《枯草之根》那年三十六岁。
他当初曾想用笔名，叫“计三十六”——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放弃学者梦，他曾回台湾谋生三年，经历过这样一件事：和几位朋友聚议开书店，其中二人不幸被国
民党枪杀，有一人溜之大吉，后来当上了总统，李登辉是也。
陈舜臣笑着回顾：假如我留在台湾，也会被逮住杀掉，因为不善于逃之天天。
1963年，还只是初出茅庐，听说给他的稿费仅抵所谓中坚作家的三分之一，勃然变色，拒不应约，可
见那敦厚可亲的相貌之下有一副傲骨。
在一切向钱看的当今，仍信奉作家应为认可自己价值的人而写，绝不媚俗，违心让出版商给包装成“
摩登女郎”。
陈舜臣以推理小说成名，迄今推理小说界唯有他连获江户川乱步奖、直木奖、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这
三大奖，但实际上，不仅其推理小说取材于历史，如《枯草之根》就是以19世纪30年代民族资本主义
兴衰为背景，而且出道不久就接受讲谈社编辑的建议转向写中国历史小说，1967年出版长篇巨著《鸦
片战争》。
名为舜臣，写中国的历史也令人望而生“信”。
他知道同为历史小说家的井上靖所用史料出自何处，更知道用别的史料来写会更好，但仍亲自调查史
迹，搜集资料，从不假手于人。
《鸦片战争》大获好评后，陈舜臣接着写了《甲午战争》、《太平天国》，再后来写《小说十八史略
》等。
从时序上来看，好像倒着来，其实写近代以前，也是为考察历史如何走到近代这一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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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小说家写中国故事大都盯住唐代以前，例如三国，恐怕也因为那时候日本还处于原始状态，笔下
只好把历史的久远上接到中国。
陈舜臣的文学功绩更在于写中国近现代史。
《甲午战争》这部小说以袁世凯、李鸿章、日本的竹添进一郎、朝鲜的金玉均为中心，描写战争前夜
的中国近代史。
陈舜臣认为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不幸历史的原点。
书名直译为“大江不流”(出版者因出版需要改名为《甲午战争》)，他曾在随笔里写到这书名的由来
：“当时的中国人对于时局非常焦虑，形容为‘青山沉睡，大江不流’。
我对这句话印象很深，并想把它写进作品中。
”他说的这句话出自谭嗣同的五言律诗《夜泊》：“月晕山如睡，霜寒江不流”。
这表明他要用淡淡而娓娓的笔致，描写垂老的晚清怎样被青春萌动的明治打败，更捕捉那个时代的气
氛，写出中国人的闭塞感。
《甲午战争》中的所有人物都史有其人，虽有所加工渲染，但基本上不予褒贬。
诚如他自己的感觉，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非常多，以致小说有一点儿被史料拉着跑的感觉。
甲午战争给朝鲜造成的灾难更深重，陈舜臣侧重描写了中国和朝鲜的内部情况，韩国有两三家出版社
翻译出版了《甲午战争》，好些韩国人这才明白那一段历史的真相。
陈舜臣的历史小说读来很有趣。
他说过：“历史小说多半不就是作者依据史料经过推理和虚构而成的混血儿吗？
也许是乱说，但我完全觉得历史小说也包括在广义的推理小说里。
”又说：“历史时代要靠资料及其他来把握，而把握的方法终归不外乎推理。
”有意识地把历史题材与推理手法结合起来，既是历史小说，又是推理小说，具有极强的可读性，恐
怕日本小说界无有出其右者。
写历史小说需要正确的史观与丰富的知识。
陈舜臣也写历史通俗读物，如《中国通史》，但小说是小说，史实是史实，他一向严加区别，不像某
些学者取悦于大众，’故意把故事与史实搅在一起，蒙人卖钱。
司马辽太郎的史观被称做“司马史观”，他死后此史观更被人宣扬。
陈舜臣也自有史观，可惜在日本还没人归纳，可能这件事需要中国的研究者来做，而且更胜任也说不
定。
陈舜臣的《小说十八史略》开篇写道：“人，唯其人，一贯追究人，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人的史观。
”这是他给中国人总结的史观，大概也就是他本人的基本史观。
作为同学、同行加挚友，司马辽太郎这样评价他：“陈舜臣这个人，存在就是个奇迹。
首先，了解、热爱日本，甚至对于其缺点或过失也是用堪称‘印度式慈悲’的眼光来看待。
而且，他对中国的热爱有如养育草木的阳光一般温暖。
再加上略微脱离了中国近现代的现场，在神户过日常生活，也成为他产生观察与思考的多重性的一个
要素。
对中国的爱与对神户的爱竟不乖离，合而为一，真叫人惊奇。
”陈舜臣很想写王玄策：“历史当然由胜利者来写，而且多是从正统的立场加以选择。
例如王玄策三度出使印度，打仗也获胜，却可能因为他身份过低，《新唐书》和《旧唐书》都没有立
传，而且著述也几乎都失传了。
我也有拯救这种人的心情。
”后来执弟子礼的小说家田中芳树不负厚望，创作《天竺热风录》为王玄策树碑立传，想来陈舜臣聊
可释怀。
青春梦未了，陈舜臣自学波斯文，尝试翻译，当年躲在防空洞里也不释手，2004年终于出版了奥玛·
开俨的《鲁拜集》。
郭沫若曾汉译《鲁拜集》，说：“读者可在这些诗里面，看出我国的李太白的面目来。
”小说家陈舜臣也写旧体诗。
日本人一般是喜爱杜甫，有一种读“私小说”似的情趣，不大接受李白那种夸张的表现，如“白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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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丈”，但陈舜臣自称是李白派。
他吟有七律《古稀有感》，最后一句是“麒麟志在昆仑河”，曾撰文向日本人解释：老骥伏枥，志在
千里，而麒麟之志更高远，是在那黄河发源地的昆仑山。
我也要像孔子一样“绝笔于获麟”。
陈定的儿子们非常贤德，有“难兄难弟”之誉，更难得的是这种贤德遗传到陈舜臣，文为德表，范为
士则。
日本文学当中的中国历史小说一类由他确立，踵迹其后的有宫城谷昌光、酒见贤一、冢本青史等。
田中芳树称颂陈舜臣是巨大的灯火，写道：“所谓中国题材小说，现在正成了路，这是那些高举灯火
走过荒野的先人们的恩惠，而最明亮温馨的灯火健在，令人不禁从心里感谢。
”李长声2008年10月于日本高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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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陈舜臣先生的历史小说《甲午战争》最初由日本著名的中央公论社出版，一问世便成为日本最畅
销的小说之一。
本书从发生甲午战争的时代背景谈起，以袁世凯、李鸿章、日本的陆奥宗光、朝鲜的金玉均为中心，
从中、日、英、俄、德、法、美等国际情势叙述甲午战争之所以爆发、战事的经过以至马关条约的签
订。
作者用淡淡而娓娓的笔致，描写出垂老的晚清是如何被青春萌动的明治日本打败，更捕捉到了那个时
代的气氛。
　　陈舜臣写历史小说，最难能可贵的是，一定自己亲自前往有关国度、地方做实地调查；一切有关
资料和史料都一一过目，融会贯通。
因此，他对历史真相的把握，远比一些历史学家要正确、有深度得多。
韩国某出版社翻译出版了《甲午战争》，许多韩国人这才明白那一段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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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日本)陈舜臣 译者：李翟陈舜臣，日本当代最重要的历史小说家。
1924年出生于日本神户，祖籍福建泉州，后移居台湾，从祖父起侨居日本。
1961年以《枯草之根》获日本江户川乱步奖，一举成名。
此后四十多年笔耕不辍，作品不下百余种，涉及推理小说、历史小说、文化随笔、风土游记等，并成
为日本文艺界近四十年来得奖最多的作家，囊括了“直木奖”、“吉川英治文学奖”等日本文学大奖
。
l992年，陈舜臣获日本文化界的至高荣誉“朝13奖”。
　　陈舜臣以历史小说走红日本，其主要著作有《风云儿郑成功》、《鸦片战争实录》、《甲午战争
》、《太平天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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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麒麟志在昆仑河（译序）提督与青年拘捕大院君变乱之后风云突变前夜举火崩溃还乡归国之日新局面
人乃天自主之路北洋人虚虚实实破绽防谷令余波亡命九年暗杀尸骨还乡东学起义白山根据地旧友往来
山雨欲来风满楼进驻英俄介入青年离去踏步海陆初战仓皇北上离开平壤烟不见兮下一个时代折断伐南
旗旅顺失陷东学崩溃驱逐使节春帆楼李鸿章遇刺终场与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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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提督与青年“七月，偕水师统领丁公汝昌率各船团回防济师。
复偕丁公先赴韩境沿海一带，荡舢板，探查陆兵下岸处。
中途潮退，舟胶于滩。
公及丁公赤足履沙石行里许。
迨登岸，两足皆破裂。
丁公笑日：‘纨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这是《容庵弟子记》中的一段文字。
容庵，是袁世凯的号。
此书共四卷，是袁世凯的弟子沈祖宪和吴闽生二人撰写的。
书中记述了袁世凯事略，但出自门徒之手，当然是按袁世凯的口味写的，似可当做他的自吹自擂来读
。
上面所引的文章能使人想见袁世凯反复向其徒众和家属讲述他年轻时代的情景。
文中的“丁公”，是后来在甲午战争中自刭身亡的水师提督丁汝昌，而单单一个“公”字，指袁世凯
。
所记七月，是l882年（清光绪八年，日本明治十五年），即壬午年。
这年朝鲜发生了“壬午之变”，清政府派兵援助。
清军三千人，由庆军统领吴长庆指挥，丁汝昌负责运送。
据吴长庆的书简记载，舰队到达仁川海面是七月七日辰时——这里的日期是阴历，若按阳历，则是8
月20日辰时，即上午八时前后。
事实上，开始登陆是翌日辰时。
足足花费了一整天，是因为仁川易于登陆的地点已停泊了七艘日本舰只，只好避开，另觅地点。
清军舰队在三十多公里之外的南阳府海面抛锚。
袁世凯同丁汝昌驾着舢板找寻登陆地点，正赶上退潮，船不能动了，只好赤脚步行一里多路上岸。
清代的一里，不过是五百七十六米。
走过这段布满乱石、碎贝壳的海滩，袁世凯的脚被擦伤出血了。
丁汝昌见了，笑道：“真难为你这位少爷了！
”丁汝昌的语气，仿佛是袁世凯在与他并肩统率军队。
其实，那时候两人的身份差别很大。
也许后来当上总督、大总统的袁世凯回顾往事时，对自己年轻时代的身份总有一种错觉吧。
当时丁汝昌是与派遣军司令吴长庆同级的将领，而袁世凯不过是吴长庆的一名幕僚而已。
幕僚也称幕客，是个人私设的秘书，并非由国家正式任命的官吏。
原来袁世凯科举落榜，属于国家公务员考试不合格者。
幕僚也有因主人的保荐而得到中央政府任命的，但那必须有相应的理由。
袁世凯在朝鲜非常活跃，得到吴长庆的推举，终于“奉旨，以同知用，并赐花翎”。
同知是知府的副手，正五品。
所谓花翎，是用孔雀羽毛做的垂在帽子后面的装饰物，特为赏赐给五品以上有功绩的官吏。
这是那年九月的事，可见七月在朝鲜登陆时，袁世凯还是个白丁，不能与从一品的水师提督丁汝昌平
起平坐。
“你看看我的脚！
”坐在沙滩上，丁汝昌把脚伸到袁世凯面前。
“嚄！
”袁世凯大吃一惊：提督的脚底板似乎相当硬，竟然没出一点儿血。
“咱俩走的可都是一样的沙石滩呀！
”丁汝昌道。
“您的脚底板真够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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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草鞋是结实多了。
”“简直像牛皮一样！
”“这是练出来的，哈哈哈⋯⋯”丁汝昌放声大笑。
“太可怕了！
”袁世凯瞟了一眼提督的脚掌，毫无顾忌地说道。
“纨绔子弟！
”丁汝昌心里又念叨了一遍。
丁汝昌忽然羡慕起袁世凯来。
这个无官衔的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是河南项城县名门望族的后代；而丁汝昌出身于安徽庐江的贫农家
庭，从淮军的一个士卒，经历千难万险才升为将领。
恰似由小伙计熬成大公司经理的人，对华贵之家出身的新职员的成长环境，往往会蓦地生出一种妒忌
之感。
他把脚放到沙滩上，端详袁世凯的脸。
“您怎么了？
”袁世凯问。
“让你看了这么半天的脚底板，怪不好意思的！
”“不好意思？
您这是说到哪儿去啦⋯⋯锻炼是件好事嘛！
要知道有今天，我也在山野里打赤脚，练一练脚底板了。
”“现在也为时不晚。
”“对⋯⋯我这就开始练。
”“随你的便。
”丁汝昌喃喃说道。
他并不是存心练出脚底板的。
生在贫困家庭里，少年时代的丁汝昌从来没穿过鞋。
投身军旅也是为了糊口。
那年月，当兵的都是吃不上饭的人。
也许比乞丐好些吧！
人们常常是抱着这种心情从军的。
丁汝昌与众不同的，大概就在于胸怀大志。
他有一种志向：不管怎样，当了兵就要在这个世界上做一番事业。
在大都是失业者禀性的士卒当中，稍稍正经些，显露头角并不困难。
甚至可以说，平平常常地干两下就会引人注目。
丁汝昌是刘铭传的部下，曾讨伐过捻军。
刘铭传是李鸿章创建的“淮军”的将领。
捻军，是在河南、安徽、山东一带造反的起义军，好像与南方的太平天国相呼应似的。
所谓捻，有拉帮结伙之意，最初产生于农村共同体之中，是行侠仗义的集团，与私贩当时属于专卖的
盐有关。
若是干非法营生，就变成自卫的武装。
发生灾荒时，这种武装集团便揭竿而起。
蒙古族出身的将领僧格林沁率骑兵与捻军作战，惨遭大败。
如此强大的起义军，被李鸿章采取分割作战，终于土崩瓦解。
朝廷军的骨干是淮军。
丁汝昌在讨伐捻军中立了功，从下级军官升为中坚军官，进而跻身于高级将领之列。
“因为那家伙识文断字啊！
”昔日的伙伴们半带妒意地说。
的确，丁汝昌很好学，不仅在少年时代，从军以后也孜孜不倦地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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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最幸运的恐怕是他当上清军中为数甚少的水师将领。
他的出生地庐江县是水乡泽国，他从小熟悉水，船就好似鞋子。
升为高级将领以后，他被调到水师。
在陆军中，人才济济，是难以超群出众的，但海军方面竞争者就不多了。
仅仅是幸运吗？
不，我自己努力了！
丁汝昌常常这样自问自答。
他以重金雇用通晓外国语的幕僚，翻译有关海军的书籍，努力吸取新知识。
关于海军的知识，他被公认为首屈一指。
但出类拔萃也是一种苦恼。
对于海军的事情，连一个水平相当的谈论对手也没有。
不被人理解是苦恼的。
丁汝昌闭上眼睛，又回想起欧洲之行的种种场面——雾茫茫的伦敦街道，巴黎的凯旋门，柏林的歌剧
⋯⋯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所以记忆犹新。
他是奉李鸿章之命，前往英国购买军舰，并考察法、德两国的海军。
丁汝昌睁开眼睛。
云雾蒙蒙，隐约看见停泊在海上的大清舰队。
那里有他搭乘而来的军舰“威远”号，运载兵员的招商局的“镇东”号和“日新”号，还有装运武器
弹药的“泰安”号⋯⋯“真可谓威风凛凛呀！
”袁世凯说。
“差远啦！
”丁汝昌应道，仍眺望着船队的暗影。
“噢？
如此还⋯⋯”“同英国水师相比，我们的舰队简直是玩具！
”丁汝昌站起身，环视四周，他要选定登陆地点。
“我做点儿什么呢？
”袁世凯问。
“我没打算叫你做什么⋯⋯只是想让你多知道些海军的情况。
”“多知道些海军的情况？
”“必须让大人物好好了解一下海军。
”“我又不是什么大人物！
”“你是未来的大人物呀！
”丁汝昌说完笑了，然而，他的侧脸却显得很凄楚。
关于使中国和日本都兴师动众的朝鲜“壬午之变”，略说几句。
这个事件被称为“军乱”，的确是军队起了重要作用。
朝鲜李氏王朝已经现出日薄西山的症状。
政界的派系斗争无休无止，官吏压榨农民，腐败到了极点。
而派系斗争的幕后，是清廷和日本牵着线。
自明代起，朝鲜奉中国为宗主国，所以丰臣秀吉出兵朝鲜时，明政府曾派军救援。
明清交替之际，朝鲜从旁观望，权衡双方的力量，先是向清交出人质，誓约服从，及至清兵攻明，要
它出兵时，却又拒不从命。
对此，清廷当然曾严加责问。
清太宗崇德六年（1641年），清军攻打明朝的锦州，朝鲜派水军五千，供粮食万石，明确地从属了清
廷。
到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清平定了中原，放还朝鲜人质，并将进贡的数额减掉一半，其后也时有
减免。
魏源的《圣武记》中有记载：“朝鲜虽为外藩，实同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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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康熙以后，国有大饥，则以海运漕粮赈之，国中讨贼，则颁万金以犒有功之将。
”对于外藩，清政府采取不过于干涉主义，这种放任政策，使外藩实质上享有独立。
就朝鲜而言，当初毋宁说朝鲜方面更想靠拢清政府，因为遇到灾荒，能得到紧急救济，连功臣的赏赐
也给承担了。
可是，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露了马脚，其软弱无力已是路人皆知。
在朝鲜内部，“投靠清朝绝非上策”的主张日益增强。
恰恰从这时候起，日本因明治维新而走上近代化的道路，有了实力，开始向朝鲜扩张。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甲午战争>>

媒体关注与评论

陈舜臣大历史写作的开山名著我是台湾人，由于战争我变为日本人，二卞多岁时又恢复为中国人。
我想再一次查清究竟如此玩弄自己命运的是什么，因为这是决定我命运的战争。
（陈舜臣）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伤痕。
中国遭此奇耻大辱，开始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世界。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指出：“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
后始也。
”　　——历史学家倪建成在某种意义上，陈舜臣先生确是当代真正一流的历史小说家。
他以强大的驾驭力和丰富的历史知识，讲述了这段异常复杂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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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舜臣先生的历史小说《甲午战争》最初由日本著名的中央公论社出版，一问世便成为日本最畅销的
小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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