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93 年， 日本海军对人事和行政进行大规模

改革。 在海军大臣西乡从道的支持下，这次自我整

理由海军省主事山本权兵卫大佐主持。

根据山本的人员整理计划，8 名将官和 89 名

佐官被解除职务， 这些人有的连蒸汽军舰都不懂，

还是帆船军舰时代的老脑筋。

在山县、西乡的支持下，山本雷厉风行，对日本

海军在战前进行了一次“大瘦身”。许多留过洋的现

代化军官被提拔起来。

对清作战的方针，山本也起了重大作用。

7 月 17 日，大本营根据海军的胜负可能，制订

了三套计划：其一，若海战大胜，陆军长驱直入打进

北京；其二，若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固守平壤，舰队

维护朝鲜海峡制海权， 从事陆路增兵的运输工作；

其三，若海军大败，陆军撤离朝鲜，舰队守卫沿海。7

月 19日，根据山本的方案，已经改名为“西海舰队”

的警备舰队和常备舰队整合成“联合舰队”，司令官

为原常备舰队司令伊东祐亨。

尽管只是一个大佐，山本才是日本海军的实际

操控者，难怪人们称呼他为“权兵卫大臣”。 他也是

当之无愧的日本海军之父， 在他的精心谋划下，战

火一触即发。 （据《文史参考》）

编辑 /王娜 美编 /姚倩倩 TEL：0392-2189922� E-mail:qbwbwn@126.com

2012年 7月 26日 星期四

钩沉

淇河晨报

21

关于甲午战争，你知道清朝为什么输，你可能不知道———

1 8 9 4 ，日本为什么赢？

（上）

这是一场注定载入史册的战争，还是一场从开战之初就已注定结局的战争。号称军力“亚

洲第一”的北洋水师，背后是一个外强中干、腐朽衰败的大清帝国。而隔海相望的近邻日本，历

经明治维新，已经迅猛崛起，野心爆棚。 1894，朽木遇战火，灰飞烟灭。

6 月 5 日， 陆奥对即将登船赴朝的

公使大鸟圭介交代：“我们在朝鲜必须

取得优势。 因此，在向这个方面前进时，

即使因阁下的措施而和平破裂，我将完

全为之负责。 ”

6 月 9 日，大鸟抵达仁川。 此前，清

提督叶志超和总兵聂士成率淮军精锐

2500 人在朝鲜牙山登陆， 并安营扎寨。

12日，日军先头部队也抵达仁川。

16 日，陆奥提出所谓中日“共同改

革朝鲜内政案”， 这样一则使日军赖在

朝鲜不走， 再则拖住清军不能班师回

国，以伺机寻衅。 陆奥认为清政府“十之

八九不会同意日方的提案”。 果然，6 月

22 日，清驻日公使汪凤藻向陆奥发送了

拒绝的答复书。 陆奥向清政府发出“第

一次绝交书”。 当日，明治天皇亲自主持

御前会议，表明今后准备采取更为决绝

的态度和强硬立场。

23 日， 大本营向第五师团长陆军

中将野津道贯下达命令， 向朝鲜增派

部队。 28 日， 陆奥和川上之前策划的

混成旅团全部在仁川登陆， 合计 7600

人。

在陆奥判断英、俄两国不会对日军

在朝鲜的行动进行干涉后，日本的开战

决心越来越坚定。在 7月 17日召开的大

本营第一次御前会议上，海军军令部部

长中牟田仓之助反对使用舰队攻击清

军，主张采取守势。 明治天皇发布特别

旨令，把中牟田仓之助撤职，恢复枢密

院顾问官休职海军中将桦山资纪的现

役，接任海军军令部长。

桦山以强硬的主战态度而闻名。 7

月 19 日，在桦山的主持下，大本营编成

了联合舰队，任命海军中将伊东祐亨为

司令官。 当天，日本向清政府发出最后

备忘录，要求 5天内答复。

东京：陆奥宗光决意开战

1894 年 6 月 2 日，日本内阁成员齐

聚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官邸开会。

外相陆奥宗光拿出一封电报， 让

阁员们传看。 电报是日本驻朝鲜临时

代办杉村浚发来的———朝鲜爆发东学

党起义， 国王已准备向清朝请兵镇压。

陆奥宗光的意见是：“如果清朝确有向

朝鲜派遣军队的事实， 不用任何名义，

我国也必须向朝鲜派遣相当的军队，以

备不测， 并维持中日两国在朝鲜的均

势。 ”

伊藤不敢怠慢， 牵扯到海外派兵，

他派人请来了军方的代表———参谋总长

有栖川宫炽仁亲王和参谋本部次长川上

操六。 起初，除了陆奥、川上和海军大臣

西乡从道以外， 其他人对出兵都表示疑

虑。陆奥努力游说大家，表示一定保护日

本使馆和侨民安全。最终，内阁作出了派

兵赴朝的秘密决定。伊藤博文进宫，按例

奏请天皇施行。

派兵，派多少？ 会议没说。 按照当时

在日本休假的驻朝公使大鸟圭介最初的

想法，500人到 1000人即可。

可是，陆奥外相不这么想。

“实行干脆利落的政策吧！ ”

内阁作出了决定，陆奥一下子忙了

起来。 他命令大鸟圭介做好随时返回朝

鲜的准备， 又找到海军大臣西乡从道，

商议决定大鸟将搭乘“八重山”号军舰

赴朝，军舰和舰上配备的海军陆战队都

将听大鸟的指挥。 朝鲜内乱，他认为“此

乃确立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之难得良

机”。

当天深夜，陆奥和外务次官林董将

川上操六请到外相官邸，共同讨论落实

出兵朝鲜的计划。 陆奥把自己想在朝鲜

进取的想法对川上和盘托出， 川上点头

称是：“好！你若有这样的决心，就不要再

搞姑息外交了。 下决心去实行干脆利落

的政策吧！ 军事方面的事情， 我心中有

数。 ”

后来， 外务次官林董回忆当晚三人

的讨论情况，说当天的会议“不是议论怎

么和平解决问题， 而是讨论了怎样进行

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

保护日本的“利益线”

日本想对东亚大陆国家进行武力

扩张，想了好几百年。 早在丰臣秀吉初

步统一日本后， 就曾于 1592 年和 1597

年两度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 明治维新

前后， 诸如“补偿论”、“海外雄飞论”、

“大陆政策”、“征韩论”、“瓜分中国论”

在日本政学界接踵出炉。 1890 年，日本

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向明治天皇上

奏《外交政略论》，认为：“国家独立自卫

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权线，二曰保护

利益线。 仅仅防守主权线已经不能够维

护国家之独立，必须进而保护利益线。 ”

朝鲜就被看成是日本的“利益线”。

川上操六于 1893年 4月 9 日，从东

京出发，先到朝鲜的釜山，继往仁川、汉

城等地考察。 6 月中旬，他又南下上海、

南京等地活动， 参观了江南制造总局、

金陵机器局和吴淞炮台， 直到 7月初始

返回日本。 此行归来，川上认定清帝国

极度腐败，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正当其

时。

在川上的策划之下，6 月 5 日，经天

皇批准， 在参谋本部设立战时大本营，

作为日军的最高统帅机构，成员全部是

现役的陆海军高级将领。

军队已经磨刀霍霍，现在需要解决

的问题是寻找一个开战的理由，并避免

招来列强的干涉———这还得看陆奥的。

大本营换上主战派

长崎：一支忐忑不安的舰队

1894 年 7 月 23 日上午 11 时， 日本“联合舰

队”的先遣队，由“吉野”、“秋津洲”、“浪速”三艘军

舰组成的第一游击队从位于长崎的佐世保军港出

发，驶向朝鲜群山海面。 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在

“高砂丸”号上送行。接着，“松岛”、“高千穗”、“千代

田”、“严岛”、“桥立”五舰组成的本队也经过“高砂

丸”；不久，“葛城”、“天龙”、“高雄”、“大和”四舰组

成的第二游击队驶来， 最后一批出发的是“爱宕”

号。

开往朝鲜的这支舰队，是以萨摩藩士为主体的

日本海军，奋斗了几十年攒下的家底，来之不易。此

次出征挑战强敌，谁的心里都没底。 以至于后来桦

山要化名当参谋，登上商船改装的“西京丸”号跟在

舰队后面压阵。

军费：海军与国会的拉锯

明治维新后，来自长州藩和萨摩藩的倒幕功臣

把持了政府，形成了著名的“藩阀政治”。在军界，陆

军以长州藩势力为主导，而海军被萨摩藩势力所控

制。 在 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一直处在“陆主海

从”的境地。从 1872年到 1882年，海军军费只是陆

军的三分之一，发展速度很迟缓。

1885 年， 萨摩藩元老西乡从道以陆军中将的

身份出任海军卿。 西乡到任后，抛出了一个新造舰

54艘计 66300吨的计划。

1889 年，按照新颁布的《日本帝国宪法》，内阁

总理大臣向天皇负责， 帝国议会并非立法机关，审

议预算成为国会监督行政权力的唯一手段。当时日

本众议院云集许多民权人士，在预算上做文章是他

们反对藩阀政府的利器。所以造舰费屡屡成为众矢

之的。

在 1893年召开的第四届国会上， 天皇出面迫

使国会妥协，国会宣布每年为海军增加投资 300 万

日元。 这样，日本海军将在 1893 年至 1899 年获得

1800 万日元造舰拨款，用来建造铁甲舰 4 艘，巡洋

舰 1艘，其中就包括针对北洋海军定远级铁甲舰具

有压倒性优势的战列舰“富士”号和“八岛”号。 不

过，甲午日清开战时，“富士”号和“八岛”号还未竣

工。因此，在日本军界稳健派眼里，挑战北洋海军是

相当冒险的行为。

军舰：仓促上阵的“三景舰”

从北洋海军拥有了排水量 7000多吨的“定远”

和“镇远”两艘铁甲舰之后，如何克制这两舰的装甲

和重炮，就成为日本海军最重要的课题。

其实在 1885 年“镇、定”二舰刚开始服役的时

候， 日本就迈出了追赶的步伐。 当年 10月， 法国

海军部收到日本政府聘请军舰设计师白劳易的请

求， 日本人开出了比聘请一般外国专家高出 20 倍

的价码， 法国政府当即同意。 白劳易于 1886 年 2

月 2 日拖家带口抵达横须贺， 一直工作了 4 年，

为日本设计了 6 艘军舰， 先是两艘钢壳无护甲巡

洋舰“高雄号” 和“八重山号”。 之后， 白劳易便

集中精力去设计一组足以击毁“定远”、“镇远”的战

舰。

由于受建造经费的掣肘，白劳易计划设计一种

吨位稍小、费用较廉的二等海防舰。 1887 年 3 月，

日本海军启动了白劳易设计的建造方案，并以著名

的“日本三景”（即宫城县的松岛、广岛县的严岛神

社以及京都府的天桥立）为名，将三艘新舰命名为

“松岛”、“严岛”、“桥立”。 因此后世将该级舰称为

“松岛”级巡洋舰，或者直接统称为“三景舰”。

“三景舰”的排水量是 4278吨，比“镇、定”二舰

差了不少，却有一门口径为 32厘米的巨炮，威力和

射程大于“镇、定”二舰 30.5 厘米的主炮。 此外，虽

然白劳易刻意加强了重点部位的装甲，但防护巡洋

舰舰型的先天不足，仍然使“三景舰”的防御力显得

弱不禁风，甚至有人称它们是“裸体武士”。

在黄海海战中，“三景舰” 起到的作用不大。 5

个小时的战斗，3 门巨炮一共才发射 13 次，竟然悉

数落空。真正给予北洋海军致命威胁的是以“吉野”

为代表的高航速、高射速的巡洋舰。

军火：下濑火药威力领先

当时海军装备的炮弹中，开花弹是其中最具威

力的一种，不过北洋海军的开花弹很少。 而根据当

时的技术，开花弹弹头填充的是黑火药，只能通过

爆炸时产生的冲击波和炮弹碎片来杀伤敌军、破坏

敌舰。 1873 年，德国化学家斯普伦格尔发现，苦味

酸可以用引信引爆，爆炸的威力远大于黑火药。

1888 年 9 月， 日本工程师下濑雅允开始研究

苦味酸， 至 1891年终于成功配制出了以苦味酸为

主要成分的烈性炸药，定名“下濑火药”。 1893 年 1

月 28日， 日本海军正式开始换装填充了下濑火药

的炮弹，这在当时绝对是领先世界的创举。

填装了下濑火药的炮弹灵敏度极高， 击中绳

索都能引发爆炸。 爆炸除了可以产生冲击波和炮

弹碎片， 还伴随有中心温度高达上千摄氏度的大

火， 火焰会像酒精燃烧一样四处流动。 在黄海海

战中，12 艘北洋军舰遭受火灾的至少有“超勇”、

“扬威”、“定远”、“镇远”、“经远”、“来远”、“致远”等

7艘，有学者分析这都是拜下濑火药所赐。

军官：海军之父的改革

1 8 9 4 年 9 月 1 2 日，停泊在威海卫的北洋舰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