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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各政治集团之间、民族(部落)之间、国家之间矛盾的
最高斗争表现形式。
中国形成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几千年来既经历了各部落和民族之间的相互交流融合，也经历了多次共
同抵御外敌入侵，抗击外侮，维护领土完整与国家安定的对外战争。
曾经，成吉思汗旌旗西指，铁骑奔腾，远征欧洲大陆；曾经，明朝英勇抗倭，剿灭200年骚扰沿海的倭
寇；曾经，明朝强势出击，援朝抗日，粉碎丰臣秀吉的阴谋；曾经，郑成功率领舰队劈波斩浪，收复
台湾；曾经，面对沙俄南犯，清朝雅克萨自卫反击。
然而，随着“天朝上国”的逐渐落后于世界，接踵而至的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
联军侵华，一步步将清王朝打得体无完肤。
历史上无数次对外战争无不证明：有实力才有话语权，关键时刻敢出拳才能真正崛起。
本书选取中国古代到清朝结束时的10次具有代表性意义的重大战争，为读者一一还原那些远去的历史
往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大国的崛起就是无数场惨烈的对外战争。
当外敌来临时，唯有用剑与血，才能守护自己的尊严，守护古老的家园。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本书真实呈现中国对外战争的光荣与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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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九章中日甲午战争：将清朝推下悬崖的东洋强寇丰岛海战，甲午战争的开端自从上一次朝
鲜&amp;ldquo;开化党&rdquo;引发的内乱被清政府平息后，日本一直没有机会再次向朝鲜挑衅。
终于，朝鲜国内发生了农民起义，日军才获得可趁之机。
大清的附属国朝鲜的门户被打开后，命运与大清极为相似，深受列强的剥削和掠夺，朝鲜统治者软弱
无能，所有的重担都由百姓来承受，久而久之国内居民就连生存都是问题，于是各地纷纷爆发农民起
义。
朝鲜请求清政府派兵援助，当清政府派兵前往朝鲜境内后，日军因有1885年签订的条约在先，当然也
不请自来，以协助平乱的名义进军汉城。
朝鲜起义军认为日军是外来侵略军，便与朝鲜政府讲和，请大清和日本一同退兵。
起义军与政府讲和后，全部撤退，而此时的日军也不得不承认陷入了尴尬的境界。
朝鲜的官员和商民，内心早已默认是中国的属国，并相信清政府出兵是朝鲜国王的请求，而清军的驻
扎地离起义军较近，很明显是为了帮助平定内乱，可日军却恬不知耻驻进了汉城，还占领了军事要地
，即使打着&ldquo;平定内乱&rdquo;的旗号，朝鲜国人如何相信？
面对各国联合声讨，日本自己也觉得理屈词穷，一面用言论周旋各国大使之间，一面派更多的军队驻
进朝鲜。
终于，他们找到了一个可以继续驻扎在朝鲜的借口，那就是改革朝鲜的内政。
&ldquo;朝鲜为何总发生内乱？
就是因为治理朝政不明嘛！
我们就是为了帮助朝鲜改革内政的！
&rdquo;然而，世人心里都明白，日本这叫&ldquo;醉翁之意不在酒&rdquo;。
日本提出的改革策略只会以加大日方利益为主，削弱中国在朝鲜的力量，清政府若是提出异议或坚决
反对，势必会与日本发生冲突，这就为日军侵略中国和朝鲜制造了良好借口，日军也正是奔着这点去
的。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气势，李鸿章依然无意与日军一决高下，他希望通过列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利益
关系达到&ldquo;以夷制夷&rdquo;的目的，他曾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群疯狗争夺肉骨头，谁都想
得到肉骨头，疯狗们互相掐架，拼个你死我活，肉骨头就安全了。
&ldquo;肉骨头理论&rdquo;也有那么一点道理，问题是疯狗们掐架时肉骨头暂时是安全的，可当疯狗
们打累了就该商量平分肉骨头，到最后猎物的命运是一样的。
李鸿章最先寻找的靠山是俄国，因为它离中国最近，野心自然最大，当然不会眼看着朝鲜落入日本手
里。
起初，俄国的态度的确令李鸿章感到欣慰无比：俄国要求日本与中国一同撤兵，如果日本不照做，就
采取一定措施压服日本。
但是日本并没有立刻畏惧俄国的示威，这令俄国也有些恼火，于是再次支会日本，要求与中国同时撤
兵，日本方面也感到十分紧张，向俄国表示并没有侵略朝鲜的意图，俄国也不想与日本发生冲突，调
停之事就此告终。
清政府又请英国出面，英国只关心在中国利益，全然不在乎朝鲜，英方表示，如果中日开战，只要日
本不进攻上海就好，因为英国在上海有巨大的利益。
而德法两国则表示，只有通过战争给中国一击，才能让他们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醒来。
光绪皇帝见时局日渐紧张，再次催促李鸿章备战增兵，李鸿章依然没有采取行动，还在盼望俄国能够
再次出面调停，直到这些希望完全化为泡影。
而日本见列强都间接支持自己，就彻底撕破脸皮，与中国关系就此决裂。
1894年7月17日，日本大本营决定对华开战，并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
日本天皇认命海战经验丰富的桦山接任海军部长，桦山接到命令后立即组建联合舰队，并派人到朝鲜
西岸巡弋，占领了丰岛附近有利的作战基地。
紧张的气氛令人窒息，军机处寄给李鸿章的谕旨明确指出&ldquo;中日关系已经决裂，形势已经不可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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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朝廷一意主战，李鸿章身负重任，熟谙军事，当布置一切出兵事宜，若再顾虑不欠，错过作战时
机，定惟该大臣是问！
&rdquo;直到这一天，李鸿章才遵旨命卫汝贵率6000兵卒，马玉昆率2000兵卒，左宝贵率3500兵卒开赴
朝鲜，进军平壤。
7月23日这天，驻朝日军发动事变，于深夜凌晨用大炮轰击朝鲜的守卫军，攻入汉城，劫持国王，使朝
鲜王宫成为亲日的傀儡政府。
清政府因为依赖调停，未派一兵一卒驻入朝鲜，使日本人一开始就占了便宜，就连英国税务司赫德也
曾很惋惜地说：&ldquo;外交调停可把中国骗苦了。
&rdquo;如今，清政府只得加紧派兵，北洋舰队派济远、广乙、威远三舰队由方伯谦带队护航。
出发前，曾有人向提督丁汝昌请示，若途中遇到日军挑衅，该如何应付？
丁汝昌指示道：&ldquo;现在中日两国还未正式宣战，切不可轻举妄动，倘若日军率先开炮，你等可纵
兵回击，岂能坐以待毙。
&rdquo;清政府看似隐秘的出兵，实际上早有间谍向日本报告清军的行踪。
日本大本营接到情报后，立即派联合舰队率松岛、吉野、浪速等15艘军舰，从佐世保港沿朝鲜西安进
发，袭击中国兵船。
海军部长桦山亲自为联合战舰送行，高高挂起&ldquo;发扬帝国海军&rdquo;的信号旗，桦山昂首挺胸
，日军官兵更是信心十足，松岛舰队的回答是&ldquo;坚决发扬帝国海军荣誉&rdquo;；吉野舰队的回
答是&ldquo;完全准备就绪，等我凯旋归来&rdquo;。
7月23日，午前11点日军开船，并迅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
同时，北洋舰队也接到了日军来截的情报，丁汝昌向李鸿章致电，请求海军大队护航，并令各舰海员
同样作好战斗准备，然而李鸿章认为，日本虽然主动备战，但我军若不先开战，日军不会先动手，谁
先开战谁就理亏，这也是当时的万国公例。
丁汝昌只好下令海员熄灭战火。
济远、威远、广乙护航队先后抵达牙山湾，方伯谦派遣威远去仁川发电报，在途中威远舰的船员得知
日军可能于明日进攻中国后，立即回航向方伯谦报告。
方伯谦决定令舰队装卸完武器兵力后尽快返航，由于威远是木质材料军舰，战斗能力较差，因此威远
先行至大同江口，等待济远、广乙到来后再一同返航。
当晚，清军爱任号和飞鲸号都已成功返航至天津，方伯谦带着剩下的舰队立即离开牙山湾，而此时，
日本舰队坪井航三正率领浪速、吉野、秋津等舰侦察牙山湾一带，并下令说&ldquo;若遇清军援兵，立
刻攻击。
&rdquo;在茫茫牙山湾，有一处并不起眼的岛屿，叫&ldquo;丰岛&rdquo;。
这座岛屿因为中日在此激战，从此在中、日、朝三国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甲午战争也由此拉开序幕。
7月25日这天，日军在丰岛海面远远望见清军的济远号和广乙号，于是即时下达战斗命令。
当时，中日两方军事实力相差悬殊，清军战舰总吨位不足日军的1/3，日军共有80多门大炮，而中国还
不到30门，日军兵卒共有1000多人，中方只有300多人，清军要以一敌三赢得战斗，简直是难上加难。
丰岛海战前，日本舰队还耍了一个花招，由于附近海面南宽北窄，容易造成舰队不能顺利回航，于是
日军命迎着清军而行的舰队故意转舵向东航行，仿佛无意与清军为敌。
方伯谦见日军舰队向东航去，而清军舰队则是一路向北，两军方向不同，便真以为日军无意作战，待
到日军行驶到丰岛南岸海面宽阔处，突然转舵向清军的济远、广乙打来。
当时，双方距离只有3000千米，日军吉野舰一声号响，三艘日舰一齐开炮，集中火力轰击济远。
霎时间，丰岛海面炮声轰鸣，水柱四起，硝烟滚滚，浊浪滔天。
敌我双方5艘战舰，往来奔驰，奋力搏击。
济远号发射的炮弹多次命中日军的浪速和吉野，其中一发炮弹正好击中吉野舢板，贯穿铁甲，打在发
动机上，最后滚落到机器间。
敌军吓破魂胆，大叫一声等死，结果这枚炮弹并没有爆炸，吉野船兵惊慌一阵后，胆战心惊到机器间
检查，发现炮弹完好无损躺在地板上，敌军拆开一看，发现清军竟然没有在里面装上炸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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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想象敌军此时此刻是该蔑视我军的粗心大意，还是该庆幸我军作战疏忽，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响
就是敌军更加大胆猖狂发动炮火，以致击中济远前方炮台，大副将深寿昌不幸中弹身亡，以身殉国。
之后二副将柯建章立即代替指挥，英勇奋战。
日军盯住一处不放，再次击中济远前炮台，柯建章胸部被击穿，壮烈牺牲。
济远前炮台遭到日军重创后不能运转，仅依赖尾炮微弱的攻击力边战边走，日军乘胜追击，气焰嚣张
。
吉野号舰速23海里，比济远号快8海里，很快就追上了我军。
当两舰再次相距3000米时，日军下令猛烈轰击，济远号头目方伯谦惊恐万分，不但不再抗战，反而下
令悬挂白旗，吉野全员笑声琅琅，没想到清军这么快就要投降。
方伯谦怕敌人再战，又挂起了日本的海军旗。
但是，日军并没有停止攻击，继续前行了500米后，加大了炮火攻势。
此时，大副将、二副将皆已战死，方伯谦汗流浃背，用颤抖的声音问道：&ldquo;何人能战？
&rdquo;残兵的自信心早就大受打击，个个面面相觑。
&ldquo;我来！
&rdquo;一名普通的水手挺身而出，他就是王国成。
他三步两步跨上炮台，装好弹药，让另一名水手李仕茂协助，向吉野连发4炮，这4炮堪称济远的救世
主，有3炮命中，特别是最后一炮击中吉野要害，造成日军27人当场毙命！
吉野舰首进水，被迫转舵慢慢前行，济远全员趁机逃回威海军港。
至此，我军战场上只剩下广乙了。
用现在的话来说，广乙舰是一艘国产巡洋舰，铁骨木皮，没有护甲，防御能力还不及济远，与日军开
战后损失惨重，不一会儿就死伤70多人。
林国祥指挥广乙全体船员，全速冲向吉野，准备距离再近一些时施放鱼雷，结果在行驶途中不幸被侧
翼的秋津号击中鱼雷发射管，桅杆也被击毁。
连中数炮后的林国祥只得下降龙旗，向东北方向撤离。
广乙归航失败，林国祥怕军舰被日军俘虏，命人将军舰上数尊大炮自行销毁，之后，他双手颤抖，亲
自点燃火药库将广乙号焚烧殆尽，率领残卒登岸，寻找驻扎在牙山湾的清军。
清军不知道中日海军已经在丰岛海面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激战，装载20万两军饷的&ldquo;操
江&rdquo;号和载有1200多名兵卒以及重资军火的&ldquo;高升&rdquo;号正要驶入丰岛海域，战败的济
远向操江号发出信号，&ldquo;我已开战，尔等速回。
&rdquo;&ldquo;操江&rdquo;号转舵回航，但为时已晚。
这艘老船已有30多年的船龄，只有400马力，5门船炮，不仅无法快速逃命，而且也没有能力与日舰抗
衡。
很快，日军的秋津舰荡波而来，追上了操江号。
将领王永发将重要的军事文件全部烧毁，并将送往牙山的军饷&mdash;&mdash;白花花的20万两白银全
部倾入海中。
秋津舰派来24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抓获了全部海员，将领王永发被押走，其余水手拘禁在后舱，80
多名官兵全部沦为战俘。
&ldquo;操江&rdquo;号被掳，&ldquo;高升&rdquo;号的命运可想而知。
当&ldquo;高升&rdquo;号进入作战海域时，日舰浪速很快就过来拦截，日军命&ldquo;高升&rdquo;号听
从指挥，随他们走。
&ldquo;高升&rdquo;号的船长是个英国人，他对清军说，如今抵抗已经无用，日军一发炮弹击中高升
，清军就可全军覆没。
他建议全员听从日军指挥，但是全体清军官兵无一同意，表示&ldquo;宁为玉碎不为瓦全&rdquo;，死
也不会听从日本人的命令。
浪速舰上的日军失了耐性，六门大炮一齐向高升开火，同时释放数枚鱼雷，先后击中了&ldquo;高
升&rdquo;号的煤库和锅炉房，清军官兵顿时感到白天变成了黑夜，空气中全部是煤渣、碎屑，混合着
水蒸气的热度，活活熏死了不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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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炮击开始后，英国的船员很快跳海逃生，船面上的清兵除少数跳海外，大部分都顽强抵抗，拿起手
中的枪支向日军射击，枪支对大炮，伤害力简直就是&ldquo;杯水车薪&rdquo;，但是这些清军依然坚
持到&ldquo;高升&rdquo;号沉没的最后一刻。
&ldquo;高升&rdquo;号沉没后，残暴的日军并没有放过落入水中没有一丝抵抗力的清兵，除了用大炮
继续轰击外，还派人驾着小船来往于海面上继续捕杀，除了少数洋船员和个别清兵被德法的船舰救起
外，1000多名大清国海军全部葬身大海。
两天后，李鸿章得知丰岛海战的消息后，对自己雇请英国商船运兵的举措颇为得意，&ldquo;高升号是
英国轮船公司的船，日军无故击毁，英国人不会善罢甘休。
&rdquo;日本方面听说这一事后也很紧张，于是捏造了一份电文，说是吉野、浪速、秋津三舰偶然与中
国军舰邂逅，正准备施放礼炮表示欢迎，无奈清军先做起战斗之势，遂以炮火相见。
英国得知本国的商船竟被日军击毁，态度一开始也很强硬，说日本有意侮辱大不列颠帝国，叫日本予
以赔偿，并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
日军惧怕英国国威，不敢与大英帝国为敌，而英国也不愿与日本闹僵，因为还要利用日本钳制俄国东
侵，当然不会为了一只被击沉的商船就和日本翻脸，况且船员基本上都是中国人，英国实质上并没有
大的损失。
当时英国有两位著名的国际公法学权威人士认为&ldquo;高升&rdquo;号帮助中国运送军队，实际上对
日本不敬在先，日军使用强制手段也没有不当之处。
英国政府采取了两位博士所主张的态度，对这件事没有追究，也没有要求日本赔偿。
丰岛海战，日军击败大清国海军，但是日本依然没有满足这样的战果，发动陆军同时挑衅。
7月25日，日军在丰岛偷袭清军的同时，大岛义昌率领4000陆军进攻牙山湾，那里驻扎着由叶志超、聂
士成领导的大清国陆军。
叶志超和聂士成进驻朝鲜不久起义军就已撤军，因此他们在牙山湾一带除了赈济一下贫困百姓外，几
乎没有什么作为。
聂士成曾经要求效仿日本，也进驻汉城，但袁世凯怕引起纠纷未准。
之后又要求回国，以免日本借机挑衅，清政府也没有应允。
既然如此，那就作好战斗的准备，再多派些援兵，可是李鸿章也没有同意。
叶志超和聂士成就在此地毫无作为逗留了两个多月，直到李鸿章见调停无望，才命二人速速作好战斗
的准备。
牙山地形三面环山，一面临海，不利于防守。
聂士成左思右想，只得先率领主力部队移师到成欢，让叶志超率领1000多人去成欢南部作为后备军。
成欢位于牙山东北20公里处，由汉城通往全国州郡的必经之路就在这里，此地东面靠山，西有高地，
地势易守难攻。
根据地形，聂士成左右各分布两条防线，左阵地为主阵地，并做了许多战前准备。
7月29日夜晚，日军兵分两路进攻，主力军却先进攻防守薄弱的右阵地，尽管在进攻过程中有部分日军
被困在山下沼泽地，淹死战死伤亡较大，但因右阵地本身防守就很薄弱，又没有大炮等群攻武器支撑
，堡垒很快被日军占领。
聂士成亲率援军赶往右阵地，日军两股大军集中火力攻击聂士成的援军，尽管聂士成英勇奋战，拼死
冲击，但敌我力量相差太过悬殊，左右阵地先后都被日军占领。
聂士成召集残部赶到成欢南部，与叶志超一同绕道去平壤与左宝贵大军会合，至此，朝鲜南部再无清
军驻扎。
事已至此，光绪和慈禧太后都无法继续容忍岛国日本的得寸进尺，认为大清国虽然打不过西方列强，
但是对付日本应该不成问题，因此开始倾向主战。
况且现在日军水陆并进，不宣而战，清政府不战也得战。
8月1日，光绪皇帝颁布对日宣战诏书，&ldquo;朝鲜为我大清国邦属200余年，中外所共知，近10年来
，该国多此发生内乱，朝廷派兵前往勘定，合乎情理。
日寇无故派兵，突入汉城，迫令朝鲜更改朝政，种种要挟，不可理喻。
朝廷添兵保护，反遭日军袭击，又乘我不备，在牙山海面，开炮轰击，伤我船只兵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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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不守公法，肆意嚣张，挑衅大清，特布告天下，明示朝廷办理此事已是仁至义尽，实为日寇无理
至极。
著李鸿章派出各军，迅速剿灭，拯救朝鲜于涂炭之中。
&rdquo;同一天，日本天皇也发布了对清国宣战的诏书，&ldquo;兹对大清国宣战，力达国家目的。
清国之于朝鲜事件，失信之举在先，朝鲜自属独立之国，而清国称其为属邦，干涉内政，索要贡输。
今又乘其内乱，出兵朝鲜，为使朝鲜免于祸患，维持大局和平，朕依明治十五年条约，出兵备变，清
国设词拒绝，暗中百般妨碍，更派大军击我船舰于丰岛，狂妄至极。
为宣扬帝国荣光于海外，不得不公然宣战。
&rdquo;甲午中日战争，日本不宣而战，中国被迫从战，由此，这场战争进入了对峙状态。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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