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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

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八章，其内容包括日本海外扩张的思想渊源、“征韩”计划的逐步实施、发动大规模侵华战
争的前奏等，书中以国际法规的视角，重新对甲午战争的起因等作了系统地探讨。 本书内容全面，条
理清晰，结构合理，融科学性、系统性、理论性及学术性为一体，可供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士参阅。

Page 2



《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

书籍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日本海外扩张的思想渊源
1 倡导海外扩张论的鼻祖——丰臣秀吉
⋯⋯
第二章 “征韩”计划的逐步实施
1 炮舰外交初试锋芒——云扬号事件与朝鲜开国
⋯⋯
第三章 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前奏
1 《中日修好条规》谈判和换约的背后
⋯⋯
第四章 扩充军备与进行大陆作战准备
1 大力扩充军备
⋯⋯
第五章 预谋战争的“陆奥外交”
1 日本“六·二出兵”的真实目的与假

Page 3



《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

精彩书评

1、1874年4月4日，日本政府任命西乡从道为台湾蕃地事务都督，率军三千六百余人乘船出海，侵略台
湾。5月7日，第一批日军在琅乔登陆。6月1日，日军发动总攻，但却很快失败。无奈之下，日军撤至
沿海地带，筑屋修路，示人以久驻之势。盼望着以外交途径摆脱军事失败的困境。大清国方面的反应
比较迟钝，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还是英国公使转告给总理衙门的。5月29日，总理衙门任命沈葆桢为
钦差办理大臣，负责处理此事。清军步兵十三营6500人渡海驻凤山，六艘兵轮泊澎湖，一艘兵轮泊台
北。一时之间，看起来似乎是，如果外交谈判仍然抵牾不决，很有可能会爆发战争。当时，日军新败
，士气灰烬。而清军初至战场，未有任何损失。无论是在步兵、或是海军方面，似乎都是清军占有优
势。清军应该是不惮一战，驱走日军的。但是，外交谈判的结果却是：清国以抚恤赔偿、购买日军营
房道路的名义，向日本支付白银五十万两；并且，不指责日本为侵略者。似乎是，清国在占有道义优
势、实力优势的形势下，却承认了屈辱的条约。而日本凭借外交讹诈，扭转了军事冒险的失败。但是
，实际情况却很可能并非如此，清国并不是占有优势的一方。此前，1871年，日本曾经派遣使者柳原
前光前往清国谈判通商条约诸事务。出使期间，柳原前光与清政府各部门的重要官员们都有过频繁的
接触。日本使者更是暗中侦伺清国各方面的情报。所以，在日本商议是否要攻击台湾时，内务卿大久
保利通的态度原本是颇感犹豫的。柳原前光就向大久保报告说：‘清国萎靡，不足为虑，根本没有足
够的力量攻击日本。所以，日本应该大胆侵占台湾，在亚洲的大变动中奠定霸业方略的第一步。’听
罢柳原前光的建议，大久保利通遂决意赞同出兵了。另外，在当时，英国为了制衡俄国向亚洲的扩张
，真诚盼望与清国联合抗俄。所以，英国希望清日两国能够在台湾问题上达成妥协。从而避免俄法两
国对清国暗生觊觎之心。日本是无理挑衅的一方，英国人希望清国做出让步，与日本和解。所以，由
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佗出面，与清官员会晤，表达了英方的观点，其大意要点如下：‘日本久蓄异谋
，心怀叵测，其意不在通商。又效法泰西军法，练兵近十年。不惜重金，连年新式精犀枪炮，弹药火
器不计其数。最近又购置第三艘铁甲舰。相较之下，清国步军海军的装备、训练都远远不及日本。东
南沿海一带，武备松懈。即使忍让妥协，还是对清国有利的。否则，日本人侵扰占领上海、宁波等处
口岸，清国在军事上完全没有应对的方法。若是贸易不通，每年千万洋税立即短绌，恐不够财政困窘
。’我们看到，柳原前光与麦华佗的言论颇有相似之处。暂不论清国的军政萎靡，如果立即开战，首
先就要进行海战。而清国不仅仅毫无海战进攻能力，而且也很难在漫长的海岸线实施防御。所以，在
台湾事件中，清国妥协了。这样做，固然很屈辱，但如果开战的话，清国并无胜算，也许后果会更严
重。其实，在侵略台湾之前，日本政府高层内部就已经决定，台湾问题解决之后，就要吞并琉球国。
所以，虽然侵略台湾的军事行动失败了，但与清国达成协议之后，日本立即就开始着手吞并琉求的行
动。经过了二、三年的威逼胁迫之后，日本人实际上控制了琉球国。1877年4月，琉球使者抵达福建，
请求清国援救。于是，清政府饬谕新任驻日本公使何如璋赴任之后，与日本方面交涉琉球事宜。经过
与日本人的交涉之后，何如璋对日本人的野心有了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何如璋在写给李鸿章的信
函中，强烈建议清国应该阻止日本并吞琉球。何如璋写道：‘以日人无情无理，如瘛狗之狂，如无赖
之横⋯⋯琉球既灭，行及朝鲜⋯⋯欲寻嫌隙，不患无端⋯⋯是为台湾计，今日争之犹纾患，今日弃之
患更深也⋯⋯则虽谓因此生衅，尚不得不争。况揆之时势，决未必然乎！’何如璋很清楚地认识到，
日本真正的侵略目标是瞄准清国的。与其坐视祸患漫延到东南边疆的台湾，不如就在琉球遏制住日本
的野心。而且，何如璋估计，按现在的形势来分析，如果清国果断地采取强硬立场，或许日本人就会
知难而退了。何如璋对日本野心的分析，李鸿章当然不会不赞成。但是，李鸿章在回函里面写道：而
今日本人的举动，诚如来函所云‘无赖之横，瘛狗之狂’，既然如此，一旦构衅，日本人怎么肯轻易
退让呢？为了海外区区小国的贡物，务虚名而勤远略，即不值得，也不必要。所以，李鸿章根据自己
与日本人交涉的经验，认为：如果清国介入琉球事务，日本人肯定不会退让，而是会激烈地反抗。至
于李鸿章所说的‘务虚名而勤远略’等语，则是为了掩饰清国的虚弱地位，而故意表现出来的傲慢不
屑。既然当初在台湾问题上，清国已经选择了妥协，那么，清国更不愿意在琉球的问题上冒着与日本
人开战的危险了。所以，最后，清国采纳了李鸿章的建议，仅仅只是向日本人提出外交抗议，批评日
本人违反了国际法，指出日本人的行为是错误的。日本人的反应呢？他们立即出兵攻灭了琉球国，强
迫琉球国王迁往东京，软禁起来了。清国既不承认日本人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事实，又不愿意动用武
力改变现实。日本政府则是居心险恶地提出了与清国和解的试探。清国大臣们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
不肯与日本和解。所以，关于琉球交涉，实际上变成了一场悬案，一直都没有结果。只不过，因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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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以后日本的国势日渐昌盛，再没有谁敢去为琉球国打抱不平了。英国人赫德评论说：“我不信单靠
正义可以成事，正像我相信单拿一支筷子不能吃饭一样，我们必须要有第二支筷子——实力。但是中
国人却以为自己有充分的正义，并且希望能够以它来制服日本的铁拳，这想法未免太天真了。”我们
相信，李鸿章并不像赫德爵士所评论的那般愚蠢，李鸿章的真实想法，应该是想要利用过份喧闹的正
义声明，来掩饰大清国的虚弱与腐朽。英国的巴夏礼爵士，曾经参加过英法联军。以后，又长期担任
过英国驻华公使、驻日公使的职务。此君一贯仇恨清国，所以十分亲近日本。1884年朝鲜的甲申兵变
之后，即使是态度亲日的巴夏礼，也对日本人教唆、鼓动此次政变而感到十分不满。巴夏礼评论说：
“看到这次阴谋的卑鄙性质和实现这次阴谋所采用的残忍方式，是很可悲的。非常遗憾的是，日本公
使竟容许自己同乱党及其罪恶行动如此密切相关。”为这次政变的失败所激怒，一时之间，日本国内
群情振奋，讨伐清国的主张甚嚣尘上。日本政府内部经过讨论之后，认为此时出兵的条件还不成熟。
主要的原因有：日本与清国的军事对比尚不占明显优势。国内财政连年赤字。不宜立即开战。另外，
日本早已注意到俄国也对东北亚地区觊觎已久，早已引起了日本的警惕。伊藤博文与井上馨等人担心
，如果现在就进攻清国，或许会招致俄国的干涉。所以，日本政府还是决定派遣使者出使清国，谈判
甲申兵变的善后事宜。日本希望通过谈判，达到两个目标。第一：要求清国惩罚被卷入兵变冲突的清
军士兵。这就是要歪曲事实，把兵变的责任推给清国。第二：日本人希望清日两国从朝鲜退兵。因为
当时清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得到了列强的普遍默认，处于占有优势的外交地位。日本人则是要竭力削弱
清国在朝鲜的力量，以便于日本向朝鲜的扩张。所以，日本人认为，如果清国从朝鲜撤兵，则有利于
此后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的外交运作。至于在清国方面，此次兵变甫生之时，满清官员们也是十分愤怒
的。对于日本所提议的‘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原是不打算予以考虑的。但是，当时，法国正在广
西边境滋事，满清官员们为之揭衣旰食，无暇它顾。若是两面作战，形势必定极为艰难。另外，李鸿
章得到驻日公使的报告说：‘此次日方的使者伊藤博文，一向对清国十分友好。’于是，李鸿章的敌
对情绪在日本人的诈术之下，也就有所缓和了。而且，当时的英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竭力在两
国间调解，真诚地不希望清日开战，希望清国做出一些让步，安抚日本。于是，李鸿章开始认真考虑
，如果清日同时撤兵，仍然可以维持两国在朝鲜的力量平衡，应该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罢！清日
双方正在紧张谈判之时，4月6日，清国与法国签订了和议，两国停战。消息传来，日本使者感到极为
失望，认为这个消息对日本方面是极为不利的。但是李鸿章显然另有想法。李鸿章认为，既然清国十
分体面地结束了与法国的战争，清国已经拥有了足够的优势，可以对日本做出一些让步了。期望以此
妥协与日本达成协议。于是，李鸿章踌躇满志地对伊藤博文表示说：‘我有一大议论，预为言明。我
知贵国现无侵占朝鲜之意，嗣后日本若有此事，中国必派兵争战。若中国有侵占朝鲜之事，日本亦可
派兵争战。若他国有侵占朝鲜之事，中日两国皆当派兵救护。缘朝鲜关系我两国紧要藩篱，不得不加
顾虑。目前无事，姑议撤兵可耳。’于是，李鸿章把日本人费尽心机想要争取到的结果，轻而易举地
赠送给了日本人。伊藤博文顿时大喜过望，立即允诺。所以，最后《天津条约》签定之后，清日两国
共同撤兵。条约约定：若以后朝鲜有事，中日双方、或一方决意出兵时，一定要通知对方。及其事定
，仍即撤回，不再留防。《天津条约》的签订，与其说是清国放弃了自己的权力，倒不如说是正确反
应了清日两国当时的心态。李鸿章当然十分清楚日本人强烈的进取意志。当初之所以强调清国对朝鲜
的宗主权，正是鉴于台湾、琉球事件的教训，为了反制日本扩张而采取的策略。我们推测，李鸿章之
所以同意两国同时撤兵，一方面希望以让步向日本人表明自己的诚意，另一方面也未必没有以退为进
的策略。《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如果日本还要在朝鲜进取，肯定会引起俄国、英国的不满，列强为
了维持东北亚的力量平衡，必然会出面阻止日本。而清国也仍然握有向朝鲜出兵的选择。从外交策略
上来看，如果清国退让之后，日本继续逼近，就很有可能形成有利于清国而不利于日本的外交环境。
一旦列强在朝鲜形成了一道防火墙，辽东的国防安全就得到了保障。而日本方面，则视《天津条约》
为一次外交胜利。清兵撤离朝鲜之后，当然更方便了日本在朝鲜的扩张。至于俄国与英国的存在，当
然是不利于日本的扩张。不过，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等人决心要用外交手段来化解列强的干预，为日
本在朝鲜用兵扫清一切外交障碍。早在1893年，日本政府的内部文件中，就明确指出了俄国对东北亚
方向怀有侵略野心。当时的日本已经视朝鲜为禁脔，尤其担心俄国对朝鲜的威胁。日本人认为，之所
以俄国当时还未大举侵略，主要是因为俄国通往东北亚的铁路尚未修通，实力有所未逮。一旦铁路修
通之后，未来的十余年间，朝鲜的前途就很难判定了。所以，日本应该及早做好准备，以应对祸机。
清国声称对朝鲜拥有宗主权，英国予以默认，盼望清国能够阻止俄国向东北亚的侵略。俄国与日本，
因为他们都对朝鲜怀有野心，所以，在反对清国的宗主权的问题上，倒是出奇地一致。日俄之间，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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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猜忌，相互掣肘。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制约，俄国不得不暂时满足于默认清国对朝鲜的宗主权。但
是，万一形势有变，俄国仍然盼望着可以在乱局之中渔利。1894年，朝鲜东学党起义。6月2日，日本
决意出兵朝鲜，估计清国也会出兵朝鲜，日本军队准备乘机与清军决战。军队调动频繁，形势渐趋紧
张，自然就引起了俄国与英国的关注。日本在对俄交涉时，首先极尽狡诈欺骗之能事。用兵之初，日
本外交官反反复复对俄国外交官表示说：‘日本此次出兵，完全是被动因应形势，事态平定之后，日
本就会与清国各自退兵，日本绝无占领朝鲜之意。’俄国人自认为得到了日本的保证，相信了日本无
意抢占朝鲜，俄国人感到放心了。随着清军与日本军在朝鲜的对峙，日军大队纷纷入朝。俄国人再度
询问日本政府的用意。陆奥宗光对俄国人表示说：‘日本怀疑清军有趁机留驻朝鲜，控制朝鲜的企图
。日本感到极为忧虑，只有增兵朝鲜，监视清国的行动。’俄国人对这个答复很满意，因为俄国人也
很不赞成朝鲜被清国控制。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也向俄国驻日公使希特罗渥表示说：‘日本无意夺
取朝鲜内政，日本只是希望打破清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日本希望朝鲜独立。’俄国人相信了日本人的
保证，认为日本军队确实是只想要打破清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完成这个任务之后，日本就会从朝鲜撤
兵。俄国人感到十分满意。但是，随着战事的进展，日本大胜，把清军驱出了朝鲜。随即，日本却毫
无撤兵之意，而是由日本人主持着，开始要改革朝鲜的内政了。俄国人感到着急了，又与日本交涉，
警告日本政府应该尊重独立的朝鲜政府所签订的条约，以避免日后与俄国发生重大纠纷。陆奥宗光继
续撒谎，说：‘日本对朝鲜的各项要求，并不违背朝鲜的独立。’俄国人知道，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
的，但事至此时，俄国人也无能为力了。俄国在此期间的无所作为，最重要的原因应该是俄国尚未做
好介入东北亚的准备。但日本对俄国的种种欺骗，安抚了俄国人的怀疑，打消了俄国人的顾虑，很好
地配合了日本军队侵略朝鲜的军事行动。日本把清国视为攻击对象，又把俄国视为潜在的劲敌，所以
，在对清国、对俄国的外交中，充满了欺诈的手段，以掩饰日本的真实意图。而日本却热切地希望能
够拉拢到英国做盟友，所以，在对英外交上，日本人又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外交手法。十九世纪，在中
国已经攫取到丰厚的殖民利益的英国，渐渐地觉察到自己的殖民利益与清国的国防安全存在着高度的
重合。清国在北方边界，要应付俄国的蚕食鲸吞，在南方，要提防法国的蠢蠢欲动。如果清国的防御
失败，无论是俄国在北方中国的扩张，或是法国在南方中国的扩张，都会严重威胁到英国在华的势力
范围，而这样的前景，当然会给英国带来许多的棘手难题。另外，在东南亚地区，有许多的中国移民
。英国认为，如果能够取得清国的善意，那么，对于巩固英国在东南亚的统治，也是有极大的助益的
。所以，自从日本对清国采取了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在台湾、琉球、朝鲜等问题上频频向清国挑衅
之时，英国总是意图在清国与日本之间斡旋，不希望因为日本的挑衅而削弱清国的国防力量。例如说
：西乡从道进攻台湾时，日本不仅仅要求赔偿，还一定要清国承认日本的出兵是正义的。清国很愤怒
，执意抵死不从。还是英国公使居间调停，用英国外交官的聪明头脑，想出了两个当事国都可以接受
的说辞——‘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才总算是了结了此事
。此后，每次日本无理挑衅，英国都要奔走调停于清国日本之间。每次，英国人都是劝说清国做出让
步，以安抚日本，避免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英国人是在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并且是劝说中国
做出不应该的让步。但考虑到当时清国与日本的综合力量的对比，英国人对清国的立场还是善意的。
英国人看得很清楚，在一场清日冲突中，清国很有可能遭到更大的伤害，那么，清国就更不容易抵抗
俄法列强的攻击了。一般而言，在国际争端中，凡是主动挑衅者，往往都不希望滋生的事端能够得到
妥协，唯有如此，挑衅者才可以扩大事态，乘势取利。所以，看到强盛的大英帝国卖力地为清国调停
，日本感到十分忧虑，甚至怀疑在清国与英国之间是否存在着秘密条约呢？接下来，日本的外交人员
们就要运用无比的坚忍精神与狡狯的阴谋权术，迫使英国放弃对清国的支持。一方面，日本人对英国
人展开了长期、耐心的劝说工作。日本人表示说：英国所寄予清国以厚望的，不过是借用清国的力量
来抵挡俄国对朝鲜的侵略。但是，观察清国的现状，清国能够以他们的力量遏制住俄国的扩张吗？一
旦俄国完成战备，大兴向亚洲施加压力之后，清国恐怕就连能否保证自己的领土都是个问题呢！那么
，清国首先就会牺牲朝鲜，盼望能够转移俄国的注意力。那么，清国就会辜负英国的期望了。只有日
本，才是即有能力、又有愿望，可以遏制俄国的侵略。因为在日本的战略设想里，清国是第一假想敌
，俄国是第二假想敌。所以，在日本对清国、对俄国的外交活动中，日本人用尽一切欺诈权术，全力
地隐瞒自己的意图。但是，在对英国的外交中，固然也充斥着谎言与欺诈，但为了争取到英国的支持
，日本人最终还是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了英国人。另一方面，日本人仍然发挥旺盛的进攻精神，利
用各种机会向清国挑衅，蓄意制造外交事端。英国按例介入调停。于是，日本人详称愿意谈判，但总
是提出苛刻、刁难的要求，务必要让清国忍无可忍，不肯妥协。于是，日本人就会告诉英国人说：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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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愿真心议和，无法达成和解。这时候，摆在英国外交官员们面前最紧迫的问题，并不是判断谁是
正义的一方，谁是邪恶的一方。在英国人的立场看来，如果清国与日本的纠纷不断，甚至有可能发生
战争，那么，清国怎么还能够全力防御更加强大的俄国呢？如果清国看起来无力维护英国的殖民利益
，那么，英国再继续保持与清国的友谊，那就是毫无意义的了。于是，在日本人的高超外交谋略的动
作之下，英国的对华政策逐渐地发生了变化，逐渐靠拢日本而疏远清国待到甲午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
，英国看到清日之间的战争已经无法避免了，英国必须要做出选择了。于是，英国外交大臣金伯利向
英国海军机构询问军方对清国军队以及日本军队的评价，将要依据军方的评价做出最终的决定。英国
军方的报告很详细、很全面，最后的结论也很明确：如果清日开战，日本必定获胜。于是，英国外交
大臣终于决定支持日本了。他向日本发出照会，希望一旦开战，日本能不要在上海及周围地区发动军
事行动。陆奥宗光当然立即就听懂了英国人的言外之意，陆奥宗光大喜，立即允诺。第二天，日本政
府就密令海军常备舰队就离开佐世保军港，寻找北洋舰队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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