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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帝国历经30余年的“洋务运动”看似有逐渐强盛的趋势，然而一场海战
却把自认亚洲无敌的北洋水师(拥有当时亚洲最强，最大的铁甲巨舰：“定远”号、“镇远”号)打得
全军覆没，也把中华民族推向无底的深渊。
然而对列强而占，除了对中国的军力嗤之以鼻外，就是对日本与中国所签订的“马关条约”也表达强
烈的不满，尤其是割让辽东半岛一事，使得原本对中国满洲地区早已垂涎三尺的俄罗斯帝国，认为日
本过分的扩张已严重威胁到其在远东的利益。
随后在俄、法、德三国的强力干预下，日本被迫将煮熟的鸭子——辽东半岛归还清廷(史称“三国干涉
还辽”)。
以日本当时的实力尚无法和俄国及其他列强相抗衡，只好忍气吞声，隐忍下来，从此俄罗斯成了日本
的头号假想敌，日本同时也开始了十年卧薪尝胆的阶段。
    就在与日本交涉归还辽东半岛的当下，俄国仍然不忘借此勒索中国(为了维护俄国在华的利益，中国
必须付出巨额赎款买回自己的土地，俄国却自称全是它的功劳，向中国讨人情)，要求签署“中俄密约
”，其中最大的重点就是兴建一条从西伯利亚铁路分出来的支线，这条西起满洲里经哈尔滨，一直到
海参崴的铁路被称为“东清铁路”，除此之外又另外建了一条由哈尔滨经长春到大连的南满支线，加
上强租旅顺及大连港，这些动作皆使得已将东北视为禁脔的日本更加地芒刺在背。
    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利用清帝国的巨额赔款以及得自西方国家的贷款开始大力扩充军备，著名的“
六六舰队”(六艘战列舰及六艘装甲巡洋舰)建军即在此时开始启动，日俄开战前日本陆军也从7个师团
扩充至13个师团。
1900年扶清灭洋的“义和团事件”导致了八国联军打人北京，其中最不像洋人的日本却表现得最不遗
余力，而俄国则直接派了十几万大军进入东北，企图借此扩张版图，尤其展现出对朝鲜半岛的野心，
此举引起了其他列强的不满，因而导致“日英同盟”共同制衡俄国。
    1903#i日本的两根芒刺(东清铁路及南满支线)相继完工通车，此时日本和俄国已面临摊牌的时刻，谈
判只不过是战前的心理建设及争取备战时间的手段而已，双方陆海两军早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1904年2月8日，日本偷袭旅顺口，为时一年四个月的日饿战争干焉展开。
    战后日本成为近代第一个通过大规模战争打败欧洲强权的亚洲国家，影响所及除了让日本在东北亚
取得军事优势外，并获得在朝鲜、满洲驻军的权利，大幅扩张其侵略亚洲的基础与企图。
俄国的失败，则导致了发生于1905年的俄国革命，使俄围在远东地区的扩张计划遭受阻挠，亦对中国
、朝鲜之未来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同时由于美国介入日俄战争的调停，美方一向坚持满洲“门户开放”的主张与日本在朝鲜和南满所
推行的“闭门”政策相违，美日两国因利益冲突而龃龉日益加深，日本开始了以美国为假想敌的时代
，并扩充其海军力量，改“六六舰队”造舰计划为“八八舰队”。
双方终因交恶加剧而步上了对抗的道路，导致1941年爆发珍珠港事件，开启美日对决的太平洋战争。
    本书作者从日俄战争的背景开始写起，对中、日、俄、朝鲜等国在这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与当时国际
外交政治的角力均有具体的记述和分析。
接着是全部海战过程，从旅顺口到仁川湾的作战经过，之后的黄海海战、蔚山海战、对马之战，对双
方战略部署、战役过程皆有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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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9世纪末，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列强都急欲在中国东北扩张。
甲午战争后，沙俄导演了“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日俄矛盾由此激化。
1903年俄国修建的“东清铁路”及“南满铁路支线”相继完工通车，日俄两国面临摊牌局面。
1904年2月8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旅顺口，为时一年四个月的日俄战争于焉展开。
　　《经典战史回眸·近代战史系列·日俄战争：开战背景及海战始末》以纪实的笔法，图文并茂的
形式，具体详实地讲述了日俄开战时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及其背景；对旅顺口攻防战、黄
海海战、对马之战等世界史上著名的经典战例更有细致而生动的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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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早在1897年8月4日，威廉二世就曾携皇后一起出访俄国。
当时，两位皇帝曾互着对方的海军上将大礼服把酒言欢，对国际问题和各自所关心的利益进行了漫无
边际的非正式讨论。
    这次会晤的结果，是德俄两国作出了互不干涉彼此“在外国的正当行动”的保证。
这里的。
外国”，在当时来说无非是指经历甲午战争惨败后已至垂暮期的清帝国。
而所谓“正当行动”之说更是不言而喻，便是乘着其他列强还未动手，先行从这头垂死的肥牛身上割
取自己最垂涎的部分。
    两位皇帝的分肥会开完之后第三个月，1897年11月1日，位于中国山东曹州府巨野县张家庄的天主教
堂遭到土匪抢劫，两位德国籍神职人员被杀身亡。
一直期盼着借口的德皇喜不自胜：“(中国人)终究给我们提供了期待已久的理由与事件，我决定立刻
动手。
”遂下令德国远东舰队从吴淞口驶往胶州湾。
胶州湾曾是俄皇与他的臣子们设想的在华必须攫取的两个备选目标之一，俄国更是从清政府那里获得
过保证——“若考虑将胶州湾让与外国，俄罗斯必享有优先权”。
所以德国舰队的抢占难免使俄国人感到不快。
    由于担心遭到俄国的反对，威廉在下令舰队起航北上的同时也向俄皇拍去电报做出通报。
对此，尼古拉回电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  “对你派遣德国舰队去胶州湾的命令，我不能表示赞成或
者不赞成，因为我不久前才知道，这一港湾只在l 895一1896年间暂时归我们使用。
”这个答复未反对德国的行动，但却不意味着俄国会无条件支持德国的行动。
    11月14日。
德国舰队驶入胶州湾，海军陆战队强行登陆，砍断清军电线，抢占山头要隘，挖沟架炮。
  虽然皇帝的态度模棱两可，但俄罗斯政府却在第一时间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11月16日，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向德国驻俄代办宣称，俄国对胶州湾享有停泊优先权，并在德方
提出俄皇本人在回电中并未表示反对后称：皇帝的回电。
仅仅证实了一个事实”，即胶州湾“目前对外国舰队是不开放的”，并表示，俄国“不能在外国船只
侵入胶州时放弃该地”。
矛盾似乎一时无法解决，但是德俄在当时是不会因为这个矛盾而兵戎相见的。
德国自然也知道这是俄方在讨价还价，首相霍恩洛厄一希灵斯菲斯特就曾公开表态说：“我们必须付
出一笔俄人所认为等值的代价，即承担一种义务。
”可是问题是，如果没有可以承担的“义务”，那又该怎么办？
很简单，那就是去制造出“义务”来。
    11月20日，德皇专门向俄皇发去电报，在电文中宣称，德国对俄国“在欧洲和亚洲的政策都是支持
的”，具体到远东地区的领土问题和势力范围方面，威廉二世大言不惭地宣称，由于之前俄、德、法
三国联合的结果，  “俄国不仅得以把朝鲜．而且也把中国北部，包括北京及黄海沿海都置于其独占
的势力范围之内”。
这段话的潜台词非常容易理解，也就是说，只要俄国同意德国对胶州湾占领的既成事实，威廉二世和
他的政府就可以承认整个中国北部统统是俄国的势力范围。
另外，威廉二世还保证德军留驻胶州湾“不妨碍俄舰在该处停泊”，这也多少缓解了俄国在远东的舰
队的冬季锚地问题。
。
    对外交涉中，通常胡萝h和大棒是应该并重的。
所以在作出上述“保证”以后，为了防范俄国要求更多的东西．德国外交大臣布洛对俄国大使表示“
德国愿将其主要力量和影响用于有利于俄国的方面”的同时，暗示道，德皇威廉二世不久前对俄国作
出的保证和承诺，已经是德国在胶州湾问题上能给出的“最大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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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进而威胁道，如果俄国在胶州湾问题上继续纠缠并索价无度，德国将可能被迫“支持英国的东亚政
策”。
德国的这番表演充分地演绎出他们对俄国“仁至义尽”的高姿态，尽管这种保证对德国官方来说只是
动动嘴皮子，因为这是将本不属于德国自己的东西“许”给了俄国，但就现实来看确实是一个既能下
台阶又能忽悠人的好办法。
    德皇威廉二世冒进策略造成的危险，在德国政府的折冲和有效对策下产生了预期的作用。
既然德国。
出了高价”，俄国的态度也就自然随之发生变化。
11月30日，俄国驻德大使奥斯藤一萨肯向布洛表示，在胶州问题上俄、德两国发生了。
误会”，宣称两国目前有着“共同的任务”，不能“在两位君主之间造成任何私人的不睦”。
所以，俄国殷切希望“两国能继续靠在一起”。
12月1日，穆拉维约夫在招待外交使节的会上公开表示，  “俄国可以不反对”德军对胶州湾的占领，
并对德国代办声称，他“坚决相信中国将能够满足(德国的要求)”。
    1897年12月15日，继一个月前德国舰队开入胶州湾之后，来自海参崴的俄罗斯舰队载着陆战队驶入
了大连湾。
他们重演了1个月前德国人做的那些事情，派遣陆战队登陆，驱逐清帝国官吏、占据山头要隘等等。
关于这番行动，俄国给出的理由非常奇特，其程度堪以“有才”来形容——由于不久前德国舰队对胶
州湾的行动，俄罗斯政府认为有必要协助清帝国来守卫其领土。
清廷“洋务运动”20余年苦心经营的军备已在两年多前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毁于一旦，对这两个找上门
来的瘟神根本无力作出任何实际性的抵抗，仅有的选择就是乖乖就范。
    从战略角度来说，俄国的选择是明智的。
旅顺曾是清帝国北洋水师的两个主要基地之一，与位于山东半岛顶端威海卫的刘公岛基地分别扼守渤
海口南北，曾是拱卫京畿要害的重要节点。
旅顺由清帝国经营20余年，建筑有相对完善的码头设施，与之配套的船坞足以容纳7300吨的“定远”
级铁甲舰的修缮作业。
这些设备只需略加改造，便可继续使用。
与之相比，胶州湾地区虽然港阔水深，却没有这些现成的设备能够利用，如果想将其建设成军港需要
投人额外一笔费用。
更何况旅大地区位处辽东半岛末端，俄方完全可以从位于东清铁路线中心的哈尔滨修筑一条支线一直
南下延伸至旅顺和大连，使之和俄国本土以及中国北部的利益区相联系。
反之如果俄国强租的是青岛，进而想将胶州湾和自己的本土与中国北方利益区联系起来⋯⋯至少在当
时看来还是个无法实现的目标。
    综合上述种种，可见俄罗斯虽在租借地上有两个方向，但考虑到实际的情况能够被最后选定的目标
也只有北面的旅大地区。
至于德国势力突然进入胶州湾时的故作惊讶，那不正是国际政治中比比皆是的生动剧目么？
但俄国舰队开入大连湾的事实毕竟让小威廉松了一口大气，德俄之间爆发冲突继而使英国佬和日本人
从中渔利的危险是暂时消解了。
P2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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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查攸吟编著的《日俄战争(开战背景及海战始末)》从日俄战争的背景开始写起，对中、日、俄、朝鲜
等国在这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与当时国际外交政治的角力均有具体的记述和分析。
接着是全部海战过程，从旅顺口到仁川湾的作战经过，之后的黄海海战、蔚山海战、对马之战，对双
方战略部署、战役过程皆有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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