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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53年7月美国佩里准将以“黑船”敲开日本国门之后，日本人初见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强大力量，
对于开放和变革的迫切性也做出了及时的反应。
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迎来了明治维新，开始了日本和日本海军的一个快速崛起时期。
从祈求阻挡蒙古大军侵略的“神风”再现、摧毁“黑船”的无知与迷信，经过维新派的觉醒而奋发图
强，日本在短短二十年之内建立起一支以巡洋舰队为基干、可堪使用的精良舰队，跻身世界十大海军
强国之列。
但急速的成功也使得整个日本民族产生了一种急躁、冒进的情绪，认为时不我待，若要获取工业化所
需的各种资源和殖民地，就必须对外扩张。
而扩张的矛头第一个指向的就是战略地位关键的朝鲜及中国。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
面对与日本同一时期“开国”、同样经历过早期工业建设和军事现代化的中国，体制变革与转型更加
彻底的日本彻底击败了徒有一腔热血的清朝北洋舰队，宣告了一个新的世界强国的诞生。
　　中日战争后，日本因满洲和朝鲜问题，同时也受英俄争夺亚洲区域霸权的影响，迅速走上与俄国
对抗的道路。
在以俄为敌、集中力量扩充海军和英日同盟的推动下，日本迅速建立起一支以6艘战列舰和6艘装甲巡
洋舰为基干的“六六舰队”，并采取先发制人的态势在1904年引燃了日俄战争。
秉承分割消灭对手和优先控制黄海制海权等中日战争的教训，具备主动性的联合舰队在战争初期即陷
俄国太平洋舰队于旅顺包围圈内，并在黄海海战后完全冻结了其突围的可能。
在铁甲舰时代最具决定性的海战——对马海战之后，日本终于踏着僵化衰弱的俄罗斯帝国的废墟登上
了东亚霸主的位置，并一步步朝着诸如“八八舰队”、太平洋主宰这些虚妄而野心勃勃的目标疾行而
去。
　　明治时代的日本与日本海军的兴起，代表着世界近代史上一类新兴国家的崛起传统：它们表现出
过分自信的态度，并由此使国际事务陷入充满暴力的混乱状态。
快速的变革往往意味着大量新生事物的出现，可资借鉴的历史要么被认为已经过时，要么不足以应付
时下所需。
随着国家力量和海上实力的急剧膨胀，日本已经成为东北亚角力的重要一员，其影响力为世界所瞩目
。
这种状况进一步激发了日本政治领导人和军事官僚集团对外扩张的野心。
在举国若狂的军国主义热潮一浪高过一浪的形势下，辨认历史的趋势几乎已经成为当时所有日本人的
弱项——而对于身为大时代亲历者的我们，从历史的教训中汲取这种洞察力无疑至关重要。
　　令人遗憾的是，诚如马汉所言，一般说来，历史学家对海上情况知之甚少，他们有时对海洋既没
有特殊的兴趣，又缺乏这方面的专业知识；因此，往往忽略了海上力量对重大事件的深远影响；有时
对海权发展的总趋势还比较了解，但是对特定场合下海权的作用却不甚了解。
无论在中国还是东瀛，对近代日本海上战略演化的研究都是少之又少。
在中国，从未有任何一本系统的著作立足于研究日本海军战略或日本海军史，除散见于甲午战争史研
究中的北洋海军一节外，甚至于对日俄战争的全景式描述作品也难得一见，这无疑为笔者的研究工作
增加了极大难度。
我们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相关专业文献，需着重指出的是，日本防卫研修所战史室(现为防卫
省防卫研修所战史部)在1966一1980年间陆续编撰完成的102卷《战史丛书》(朝云新闻社出版)，其中与
海军相关者33卷，是日本方面关于太平洋战争最权威详实的著作。
我们在撰写过程中参考了其《大本营海军部／联合舰队》第1-7卷的内容，尤其是其中关于官制演化和
作战计划制定的剖析与文献记录，令人获益匪浅。
　　中华近世多兵戈，又以与东瀛邻邦间的战事历时最长、影响最大。
而对于曾位列世界第三大舰队的日本海军，我们虽熟谙“联合舰队”、“山本五十六”、“大和号战
舰”等词语、概念，却远未形成清晰而全面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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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和重述日本海军的兴亡历史，思考一个现代后起国家在崛起和应对世界秩序方面的经验教训，是
笔者写作本书的初衷。
海军史的意义不仅在于自身，更在于其背后所反映的国家工业实力、战略思维和整个国家系统的协调
程度，这也是我们行文中重点关注的方面。
具体到日本海军史中，恐又以明治维新前后四十年的一段历史，矛盾、变局最为集中突出。
是故当我们准备日本海军史的出版事宜时，首先瞄准的也是其发端部分——从明治维新到日俄战争这
四十年的日本海军史，也就是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的本书。
　　在《菊花与锚》之后，我们将陆续推出《逆天而行》、《联合舰队》两部后续作品，以三部曲的
形式力求更充分地展现和刻画旧日本海军从迅速的崛起直到灰飞烟灭的全过程。
　　刘怡　　2008年夏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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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经典战史回眸”系列丛书之一，对日本沿海军从明治建军，通告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
胜利，一跃成为世界海军强国，直到挑起太平洋战争，最终走向灭亡的历程进行了具体的、绘声绘色
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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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菊花与锚    ——近代日本的变革与日本海军的创设从浪速到吉野    ——明治维新初期日本海军的扩充
与发展菊纹龙旗之战    ——1894年甲午海战及分析走向战争的道路    ——日俄战争的政治与外交背景
帝国的重组    ——日俄战争及其后果“六六舰队”时代的日本海军“八八舰队”的发端旧日本帝国海
军金刚级战列巡洋舰旧日本帝国海军长门级战列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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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除了为幕府效劳的人才之外，吉田松荫、桥本左内等立志改革国家、富国强兵的学者也在民间开
办讲塾、著书立说，谴责幕府的腐败与无能，倡导富国强兵的目标。
吉田松荫也是佐久间象山的学生，他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和外国的条约即已签订，日方就不能背约，
今后应当努力自强，征服易取的朝鲜、满洲和整个中国。
他说：“今急修武备，舰粗具，炮略足，则宜开垦蛮夷，封建诸侯，乘间夺取堪察加、鄂霍次克。
谕硫球，朝觐会同，比内诸侯。
责朝鲜纳奉贡如在盛时。
割南满之地，收台湾、吕宋诸岛。
”甚至还要占领整个中国，君临印度。
这种观点被时人称为“海外雄飞论”。
明治维新时期活跃在日本政坛的风云人物高杉晋作、桂小五郎(木户孝允)、伊藤俊辅(伊藤博文)、山
县有朋、井上馨等人都曾经在吉田松荫开设的“松下村塾”就读，因此吉田松荫以邻为壑、鱼肉乡里
的“海外雄飞”主张后来也成为了明治政府的国策。
　　西方人人侵日本的第一个受害者是幕府本身。
幕府对西方各国的要求表现出的无能与退让，极大减弱了他在日本人心中的威望，失望的下层激进武
士决心推翻幕府。
为了寻找一个既能帮他们发泄不满、又没有实权的傀儡领袖，他们想起了早已被人遗忘的京都朝廷，
发现天皇是一个难能可贵的精神领袖。
于是，“尊王攘夷”成为了西南地区那些忿忿不平的大名及其武士家臣们中最流行的口号。
　　对江户城中的幕府将军来说，佩里舰队的到来也意味着以锁国、禁海等鸵鸟政策为海防手段的时
代一去不复返。
在佩里舰队到达江户湾、幕府向各藩征求对策的时候，“御三家”之中的水户藩主德川齐昭便建议解
除1635年德川家康“锁国令”中关于建造500石(约100吨左右)大型舰船的禁令。
此禁令于1853年9月正式撤消，幕府允许各藩重新建造大舰。
事实上，幕末时期的日本海运商“菱桓回船”和“樽回船”等用于海运的货船早就超过了2000石(400
吨)，所以受此令限制的主要是军用舰船。
“大船禁造令”废除后，日本方得以向建立近代海军迈出第一步。
　　解除大船禁令后，德川幕府在第一任美国驻日公使汤森·哈里斯(Townsend Harris)的指导下，进
行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改革，其中最先施行的改革便是聘用西洋人为幕府训练海军人员。
这与中国清朝的洋务派在洋务运动初期以“师夷长技”、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为首要目标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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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菊花与锚》在四百多页的篇幅当中，描述了日本在海军近代化过程当中的发展历史。
除开头的明治维新时期，依序论及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直至日本大正与昭和初期海军发展的情形
。
书中使用了大量的历史照片，并且在描述日本海军发展的过程中，也详述了当时的国际局势。
其主要目的是让读者更能了解到，期发展历程的复杂背景因素。
因此阅读《菊花与锚》，不仅可以对日本海军发展有了初步的认识外，更能对1860年代至1940年代的
国际关系有概略的认识。
《菊花与锚》也可说是目前国内中文书籍当中，对於日本早期海军发展历史介绍，最为详尽的一《菊
花与锚》了。
　　中日甲午海战　　三景舰始末　　六六舰队扩充计划　　走向美日对抗之道　　八八舰队　　金
刚级高速主力舰　　长门级主力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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