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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穿越我们东北亚局势迷雾，重返历史上的第零次世界大战。

1904年日俄战争，又被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其牵连之广，伤亡之惨烈，对后续国际情势之影响，皆
为史上所罕见。
本书搜集了100多幅战争当时法国媒体的第一手报导图像，完整重现了战役的前因后果，从战前俄国的
骄纵与日本的野心，到海战与陆战的猛烈交火，最后的和谈场景与中韩无奈却为之牵绊的命运。

这些历史的点滴，透过百年前工匠细腻的笔触与画工，使读者仿佛阅读一场纸上的战争电影，亲自回
到战争的现场，见证俄军士兵挥别母亲的泪水，日本幼童眼中对旗舰的爱慕，新式大炮轰击下的哀号
与死守城头将领的绝望，每一个场景都令人动容，甚至怵目惊心。
更重要的是，这些版画也充分反映了当时中国的衰弱和生机，中国人读者来既伤痛又欣慰，从而激发
了中华民族奋起的决心和斗志。

本书当中采用的皆为法国画报，因此着重于对俄军的正面描写，读者可以细细玩味这些第一线的战争
报导，虽然观看战争的记者们，有时会做出与事实不同的诠释，但他们却忠实地保留了画面中的细节
，让读者可以自己思考，这也是这批精致的版画最高的艺术价值所在。

本书由秦风先生编辑策划，李佳达先生撰稿，段旭女士进行美编设计，全书制作坚持以历史古董原件
为经，现代顶级印刷工艺为纬，交织产出中国历史影像的精品收藏书，为秦风老照片馆系列之代表作
之一。

《日俄战争与中国的命运：1904-1905法兰西画刊图文精选》，画册英文名为FRENCH
ILLUSTRATIONS ON RUSSO-JAPANESE WAR AND THE DESTINY OF CHINA AND KOREA, 1904-1905
。
本书集中了法国画刊的大量图文报导，反映了日俄战争的过程和细节。
不同于一般介绍日俄战争偏重于实际交战状况的书籍，本书以相当的篇幅介绍了日俄双方动员的情形
，以及战争对日俄两国、对中国和韩国的深刻影响，因此读者们可以用更宽广的视野来理解这场战争
的前因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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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风老照片馆，2000年成立于台湾台北，创始人秦风本名徐宗懋，祖籍福建省古田县，1958年出生于
台湾高雄，曾长年从事新闻工作。
秦风老照片馆以收藏历史图像为主要任务，包含老照片、版画和古地图等等，同时也将收藏品进行系
统化地整理和研究，以开拓新的知识领域。
自成立后十余年间，秦风老照片馆在海峡两岸，举办了数十次的历史图像展览，并出版了数十册历史
图像书籍。
通过这些文化活动，秦风老照片馆希望还原历史真相，推动多元包容的文化精神，以提升中华文明来
推广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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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总序言：回首前尘，奋发图强（秦风）2012年，日本政府将钓鱼岛所谓“国有化”后，一连串的岛屿
主权问题被带动起来。
不仅中国外海有钓鱼岛和南沙群岛问题，日本和韩国之间也有独岛（日方称竹岛）问题，日本和俄国
之间则有北方四岛问题，这些均为二战结束后遗留下来的亚洲领土主权争议。
尽管如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二次世界大战仅代表历史的转折点，并非历史的起因。
远在十九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即不断对中国的领土资源展开无情的侵略和掠夺。
中日之间的纠纷，始于日本明治维新后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
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胜利后，迫使中国割让台湾岛，并强迫贫困的中国人民支付巨额的赔款。
1900年庚子事变，日本则加入西洋列强的阵营，参与对北京城的劫掠以及瓜分中国的阴谋。
到了20世纪初，尽管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达到高峰，但列强之间争夺资源的矛盾也到了无从粉饰的地步
，日俄战争则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爆发。
尽管这场战争发生在日本和俄国之间，但两军交战的战场却是在中国东北，争夺的是在东北和朝鲜的
特殊利益。
东北人民在两军交火中死伤惨重，流离失所，中国人国不成国，家不成家,尝尽了“人为刀俎、我为鱼
肉”的悲惨滋味。
虽然这场战争使得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落入谷底，但也促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觉醒。
中国必须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以及教育文化等所有领域大幅提升，走向现代化。
此项见解深植人心，另一方面，旧体制和旧思维则面临崩解，改革和革命成为引导中国前进的火车头
，中国的土地上展现了新的生机，历史潮流已不可逆转。
日俄战争期间，欧美媒体均曾大幅报导这场战争。
在远东有着庞大利益的英国和法国，更派出战地记者，以连篇累牍的方式追踪战争的进程和结果。
本书集中了法国画刊的大量图文报导，反映了日俄战争的过程和细节。
不同于一般介绍日俄战争偏重于实际交战状况的书籍，本书以相当的篇幅介绍了日俄双方动员的情形
，以及战争对日俄两国、对中国和韩国的深刻影响，因此读者们可以用更宽广的视野来理解这场战争
的前因后果。
最后，无疑地，日俄战争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伤痛，即使是在百年之后，仍然隐隐发痛，尤其是在当
前东北亚诡谲的局势中。
但是，历史的伤痛却也不断地提醒中国人本身，只有团结一致，全力建设国家、坚持民族复兴之路，
才是免于遭受欺凌命运，以及维护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径。
◎ 精彩摘录【第一集】圣彼得堡的征歌1904年春，俄京圣彼得堡唱遍了出征的歌曲，群众陷入爱国的
狂热情绪中，但也隐然夹杂着复杂的情绪。
在持续的扩张政策中，尽管俄国势力伸向全球，但长年的征战，也耗尽了物力，人民处于饥饿和革命
的边缘。
由于俄国在远东地区与日本爆发武装摩擦，加之沙俄政府的宣传，民众旋即陷入参战的情绪，然而另
一方面，俄罗斯帝国也面临着社会矛盾爆发，政治崩解的严重危机。
1703年5月27日，在俄罗斯北部的涅瓦河畔，在一片荒凉的沼泽地上，彼得大帝从士兵手中抢过铁锹，
挖下两块草皮，把它们排成十字状，并庄严宣告：“这里将崛起一座城市。
”这就是未来俄国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圣彼得堡。
 彼得大帝亲政后曾经花了两年时间走访欧洲各国，甚至亲自到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学习造船与航海的技
术。
这一天，在这片沼泽上，彼得大帝身旁的大臣们看到的是一位离经叛道的君王，他打破了帝国长年以
来沿某条大河建都的传统，竟选择了芬兰湾几十条河流支流交汇的“恶地”。
但在彼得大帝眼中看到的却是一个有着坚固要塞、大型造船厂及便利港口的先进城市，并一路通往真
正温暖而湛蓝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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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以后，取得一个全年不冻的温水港口，便成为俄罗斯帝国的最大梦想，但再往北是长年冰封的北
冰洋与白海，又受限于英国与德国把持着波罗的海通往北海与大西洋的出路，扩张的唯一选择，只剩
神秘而遥远的东方。
十六世纪末起，俄国哥萨克兵团一路跨越了西伯利亚的冻原，直达东岸的鄂霍次克海，并建立要塞，
作为前进北太平洋及阿拉斯加探险的据点。
但随着扩张的脚步越来越加速，后勤补给成为最大的问题，俄国决定寻找一个殖民西伯利亚的后勤补
给中心。
他们将眼光投向了人口密集且资源丰富的黑龙江流域，先是乘着清朝平定蒙古内乱的机会，夺取了尼
布楚、雅克萨等地，后来，更在十九世纪中叶正式设置了西伯利亚总督，并配置大量兵力的同时，迁
来大批的移民，逐步往他们心中真正最佳的选择，满洲，前进。
1858年至1860年期间，俄国趁着中国面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危机，胁迫清廷与其签署了《中俄瑷珲条
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而获得他们在远东的第一个不冻港：海参威。
随即设置军事基地，并将其改名为“海参崴”。
意为“征服东方”，不过海参崴虽然号称为“不冻港”，在较寒冷的年份仍可能有五个月的结冻期，
因此俄军有进一步占有旅顺的念头。
同时，进入十九世纪的俄国，也和其他西方列强一样，由于工业化的发展，觊觎拥有庞大人口、资源
及市场的中国，而其视为“金窖”的西伯利亚，实际上也不过是无力开发的蛮荒之地，俄罗斯帝国还
需要一条连接欧亚大陆的铁路，来实现其控制远东的野心。
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迫使清帝国付出了巨额赔款，并企图染指辽东半岛，引起俄国强烈不满，并因
此联合德国、法国向日本政府发出照会，指出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将“妨碍远东之持久和平”，故“亚
洲大陆的任何部分都不得作永久的占领”，“如不应允，三国必将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
，日本只好转而要求清廷负担三千万两白银的“赎辽费”，并无奈地放弃了辽东半岛。
在三国干涉还辽成功后，俄国进一步与中国签订了《中俄密约》，以共同防御日本为理由，允许俄国
于黑龙江、吉林等地修建东清铁路，直达海参崴，完成了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最重要的一块拼图。
1897年，俄国又在德国舰队开入胶州湾后，堂而皇之地调派舰队驶入旅顺与大连“协助清廷守卫疆土
”，随后强迫清廷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使俄国终于获得梦寐以求的南方温水港，俄国海军随即投
入大量经费建设旅顺港，作为其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
1900年，义和团之乱爆发，东北百姓纷纷响应破坏铁路，俄军乘势报复，大举入侵东北，引发海兰泡
及江东六十四屯惨案，屠杀六千多名中国人，并占领整个满洲。
但此举引发列强不满，日本尤其痛恨，俄国在多方压力下与中国签订撤兵条约，预计分三期撤兵，此
时针对是否真正撤出满洲的问题，在俄国内部出现两种极端对立的声音，最后由积极支持侵略远东的
别佐勃拉佐夫获胜，俄国政府召开特别会议，通过了拒绝撤兵的“新方针”。
根据时任俄国陆军大臣的库罗伯特金日记：“我们皇上脑袋中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并入
朝鲜，还想把西藏一起纳入。
” 在别佐勃拉佐夫的眼中，日本不过是蕞尔小邦，“扔顶帽子就可以把它压倒”，远东总督阿列克谢
耶夫也有相同的看法，甚至一向反对与日本开战的库罗伯特金也上书沙皇，表示旅顺的工事即将完工
，日本陆海军都不可能将其攻克，光靠现有的太平洋舰队“可以完全有把握地、大胆地和日本整个海
军进行较量”。
沙皇尼古拉二世在这样的氛围下，相信日本不敢贸然引起战端，即使开战，这场“小规模的必胜战争
”也可以有效转移俄国人民的注意，缓解国内日益严重的革命浪潮。
“新方针”既定，后续双方你来我往的外交谈判，也就只是形式上争取准备时间的伎俩，日本虽然愿
意承认俄国在满洲的特殊利益，俄国却不愿意以朝鲜作为交换，沙皇直到最后一刻才感觉战争准备仍
有所不足，试图对日方的最后通牒做出让步，但这封回复的电报却被日本长崎的电报局扣押，根本没
有送到俄国驻日公使手中，自然也没有机会送进日本政府。
开战，已成定局。
虽然俄国大多时候并不把日本看在眼里，但也不是全然无所准备，为了同时控制欧洲和东亚形势，俄
国一直稳定扩张自己的军备部署，西线对抗德奥，东线则抵制日本，当时的日本及俄国皆采取强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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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兵制，但数量上差距悬殊，俄国陆军战时可扩充至四百万人，日本不过八十万人，不过账面上的数
字并不保证胜利，战争一旦爆发，日本能立刻将常备陆军二十八万三千人中的绝大部分迅速投入战场
，反观俄国虽然将远东军备63个营动员到140个营，不过在贝加尔湖以东的部队总数相加仍然不足十四
万人，而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完工，运输效率极为低落，后方增援的士兵得坐一个月的火车才能到达前
线。
海军方面，俄国虽拥有当时世界排名第三的舰队，但俄军太平洋舰队却较日本为弱。
在船舰总吨数上，日本接近28万吨，而俄军仅不到20万吨，速度方面，日本舰多为18节左右，而俄舰
仅有14-15节，装甲面积上俄国船舰也只有日本的一半，在炮弹的射程和口径上也都不如日本。
无论陆战或海战，俄军似乎都没有评估中可以骄傲的本钱，战争的结果也已昭然若揭。
俄国文豪托尔斯泰对于日俄两国在中国土地上的相争感到痛心疾首，并写下自己预测的战争结局：“
一些强盗的得逞引起了别的强盗的垂涎，赃物成了纷争的对象，并将毁灭强盗自身。
狗是这样，堕落到动物水平的人也是这样。
”【第八集】中国的衰弱与生机日俄战争时，《中国白话报》曾经刊登了一段模拟两人对话的文章，
寥寥数语，却充分表达民众对中国前途的忧虑：“日俄之间因为都想要占领东三省，所以打起仗来。
” “无论哪边输赢，中国总没了便宜了。
” “那各国，也要趁着这时候，商量瓜分的事情了。
”“中国能够保的住，这就是中国的万寿了。
中国不能保的住，这就是中国没有万寿做了。
”         义和团之乱后，使得中国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但同时也让西方列强意识到，或要蚕食或
者鲸吞这个庞大的帝国是几乎不可能，且毫无益处的事，八国联军司令官德国瓦德西元帅（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就曾说：“无论是欧、美、日哪一个国家，都不具备支配这个世界四分之一人口
的智慧及兵力，因此瓜分实在是下下策。
”曾任日本内阁总理的山县友朋也认为：“有着数千年历史，十八省四亿人民的老大国，是不会于一
朝灭亡的，且急而取之，利少害多。
”因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得到了列强的同意，避免中国遭到形式上瓜分的命运，但《辛丑条约》
天价的赔款及开放各国驻军等措施，也已经让清朝政府的统治权名存实亡。
庚子事变后俄军强占东北，进一步激化和日本的冲突，也引起列强的不满，面对日俄两国即将在自己
土地上开战的气氛，中国内部虽然有些争论，但对自己现在还剩多少实力却还是了然于胸的，直隶总
督袁世凯便上书强调：“附俄则日以海军扰我东南，附日则俄以陆军扰我西北，不但中国立危，且恐
牵动全球。
日俄果决裂，我当守局外。
”日本考虑再三，怕中国参战会扩大其他西方列强的干预，且军费可能会影响中国应该给自己的赔款
，也支持中国不要参战。
战争爆发后，英、美、德国先纷纷表示中立，也发出通牒要求中国表态，并且划定交战区，保障其他
疆土的安全。
因此，日俄开战后两天，清政府便以光绪皇帝的名义颁布上谕，宣布局外中立：“现在日俄两国失和
用兵，朝廷念彼此均系友邦，中国应按局外中立之例办理。
着各直省将军督抚，通饬所属文武，并晓谕军民人等一体钦遵，以笃邦交，而维大局，毋得疏误。
”清廷对“中立”并不陌生，甚至可说在十九世纪中引入国际法概念后，便对此大感兴趣，非但传令
各级官员严格执行，还制定局外中立条例以供遵守，期间更发出大量谴责日俄破坏中立的外交照会，
充分表现中国严守中立的努力。
但交战中的日俄两国却并不领情，一再破坏中立的各种规定，而直接受害的，就是被战火波及的东北
百姓，根据当时的《东方杂志》记载：“吾中立国之民生息于其地者，掷生命数十万，死亡之数，过
于日俄两军。
”后续调查则估算东北直接死于战火的人民至少有两万人以上，财产损失约白银六千九百万两。
日俄两国对待中立区人民的恶劣行径罄竹难书，例如两军肆意在中立区掠夺军需物资，虽然清政府规
定“粮食柴草一切日用之物，需该国军队自行筹备携带，以符我守局外之例”，俄国政府却刻意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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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官方不得接济交战国，不过民间商人不在此限，因此俄军遂向民间大量“购买”粮食，但“稍
不应允，即行强取”，而购买的凭据也大多不是真金白银，而是俄军自己随意发行的巨额“军用票”
，被中国民众称为“羌贴”。
随着战争的进行，俄军干脆直接公开抢劫，还派军队到中立地区强购粮食，不只粮米被抢夺一空，农
民种的高粱菽薯也被割下来作为马料，东北大地纵横千里，几同赤地。
尤为甚者，日俄两军甚至肆意拘禁中国的官员，没收中国军的武器，奴役中国百姓，两国占领区内，
虽名为中国疆土，但实际上已完全由占领者支配。
俄国在东北的大城市都设立了“人民委员”，要求中国地方官员为其服务，强行征用粮食军需，并征
调人民从事炮台、壕沟等各种军事设施的建造。
日军则在中国领土上强行设立“军政署”，推行全套殖民地的统治方法，包含了完整的户口、职业、
物价等种种调查，及制定各种公共卫生规定，违者重罚，而俄军对人民的种种横征暴敛，日军也全部
照单全收，甚至强迫百姓担任战时的搬尸队，日本史家形容“地方上的居民早已忘记许多中国官衙仍
然存在”。
两军更动辄对人民冠以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加以杀害，曾有一名农村里的杂货店老板因为被日军怀疑肤
色太白，不像一般务农的庄稼汉，就被推入山沟中处死。
据记载当日军进入辽阳城时，百姓“稍涉间谍嫌疑者，或枪杀或活埋”，其中甚至包括中国的地方官
员，辽阳知州陈良杰在辽阳会战结束两个月后才到任，却仍被诬陷以“资助俄军”的罪名而被处死。
东北人民的惨况连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也感到不忍，曾经形容中国百姓“陷于枪烟弹雨之中，死
于炮林雷阵之上者数万生灵，血飞肉溅，产破家倾，父子兄弟哭于途，夫妇亲朋呼于路，痛心疾首，
惨不忍闻”，正是东北战区被日俄铁蹄蹂躏的写照。
《朴茨茅斯条约》签订后，日本与中国签订了《东三省事宜条约》，不仅接管了辽东半岛南部的俄国
租借地作为关东州，还将独占的势力范围延伸到东三省的南部地区。
日本为了经营满洲，分别成立了“关东都督府”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前者负责政务管理、后
者专司产业经营，另外还有关东军的军事力量，日本取得侵略中国和亚洲的最重要基地，全面展开对
外扩张的政策，终于导致后续如二十一条要求、九一八事变及伪满洲国、伪华北自治运动、七七事变
、太平洋战争⋯⋯另一方面，日俄战争也带起了亚洲各民族对政治活动的觉醒，清廷于战争进行时，
由袁世凯在天津成立了新军，采用西方军队的装备和训练。
日俄战争提醒了中国有志之士，抱残守缺必将导致亡国，中国全面的现代化，包括政治、军事、经济
、教育、文化等多方面，乃刻不容缓之事，这股认知席卷了朝野人士，朝廷方面派遣五大臣前往西洋
考察，加快了君主立宪的改革工程。
至于革命分子，较过去更为活跃，许多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阵营，包括新军中的开明军官，革命思想
逐渐转化为社会的主流。
中国革命领袖孙文就曾于演讲提道：“日本的获胜，被认为像是亚洲全民族击败了欧洲一样，埃及、
波斯、土耳其、阿富汗、阿拉伯都掀起了革命运动，印度人也开始了独立活动，日本战胜俄国的结果
孕育出了亚洲民族独立的巨大希望。
”这股力量在中国燃烧得尤其剧烈，前往日本留学的学生人数在战后一年之间增加了超过两倍，师法
日本进行改革的声浪成为主流，革命运动延续了战前反俄组织的力量，在日俄朴茨茅斯和谈时，成立
了中国革命同盟会，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并推举孙文为总理，组织
逐渐完备，也将中国的革命推入了新的阶段。
中国在日俄战争的悲惨处境中，努力奋起，创造生机，以改变民族的最终命运。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日俄战争与中国的命运>>

编辑推荐

★  我们历史上的第零次世界大战——1904年日俄战争又被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其牵连之广，伤亡之
惨烈，对后续国际情势之影响，皆为史上所罕见。
在远东有着庞大利益的英国和法国，更派出战地记者，连篇累牍追踪战争的进程和结果。
★  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落入谷底——日本和俄国之间的战争，其陆地作战的主战场却与日俄两国都
无关，而是在中国的东北，其所争夺的日俄两国都不能也不愿让出的利益，很大一部分也是中国的东
北。
★  追寻世界第一流历史图文画册——本书搜集了100多幅战争当时法国媒体的第一手报导图像，全书
制作坚持以历史古董原件为经，现代顶级印刷工艺为纬，交织产出中国历史影像的精品收藏书，为秦
风老照片馆系列之代表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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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 焦点评价★  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日俄两国是在别国的领土上，不
惜伤害别国的利益，而争夺自己的私利，进行着这场血腥的战争，犹如慷他人之慨，谋一己之利，而
无论双方的胜败如何，中国都是最大、最直接、最伤痛的受害者。
要了解为何如此，我们又不能不回溯中国的近代历史。
《日俄战争与中国的命运：1904-1905法兰西画刊图文精选》，通过其所展出的百幅生动传神的历史图
片，更可使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有更丰富的层面，这也是文字的历史所无法完全反映，而图片的历史
可以形象反映的方面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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