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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世纪，中日两国都被迫和欧美各国缔结了不平等条约。
1871年，中日两国签署了《日清修好条规》，开始了近代邦交。
然而此后两国的交往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发展了本国的近代工业，并走上了对外扩张之路。
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之后，中日关系出现了紧张局面，双疗在琉球问题、朝鲜半岛等问题上的对立不
断升级，最终于1894年爆发了甲午战争。
本书的作荷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咩细解析了日中对立与交涉商至战争的过程，尤其详细分析了日方
在对清问题上的立场与政策转变，对研究清代的中日关系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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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Ⅰ部 在琉球、台湾问题上的对清言论、策略第一章 甲午战前的对清言论、策略引子日本的对清言
论，从以清国为唇齿相依之旧邦的提携论到征清论，无论何种言论，都不仅仅是就清国而论清国，更
多的情况是，这些言论是在英、法、俄等西方列强向东亚扩张这一历史背景之下，基于与之抗衡的政
治策略而产生的。
在当时的情况下，一有事变发生，围绕着事变引发的局面，各方面的有识之士，不论为官为民，不论
在朝在野，都对和战之策广泛地发表意见。
日清两国之间发生争端的区主要集中在台湾、琉球、朝鲜半岛，时期不同，两国在实施政策时的重心
也有所不同，最终的结果是，两国之间因朝鲜问题而爆发战争。
在这一时期，作为对清策略的前提，主张必须掌握清国国情，从而进行实地调查。
公开发表的调查成果，在军部方面，以《邻邦兵备略》为代表；在政府方面，以井上陈政的《禹域通
纂》为代表。
在此，本章主要聚焦于当局的要人的周边，因为这里接近政治、军事上的政策决策层，以此来探讨日
本的对清言论、策略。
当然，民间舆论的向背同样不可小觑它与清国方面的对日言论、对日策略是互为表里的。
本章打算就明治前半期亦即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本与清国之间的关系，从军事、外交的角度，征以建议
、训令、策案之类，来探讨军部、外务当局的见解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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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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