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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130年祭
海军史学者全新视角还原甲午战争

□王国平

修订版增补10万字新研究成果

严格来看，《沉没的甲午》和《甲午海战》

都是陈悦旧作。《沉没的甲午》初版于2010

年。《甲午海战》初版原名《碧血千秋——北

洋海军甲午战史》，出版于2008年，2014年

甲午海战爆发120周年时更名《甲午海战》

修订再版。去年底，以甲午战争130周年为

契机，陈悦进行了系统性修订与内容扩充。

旧作新版，为何一经上市便在学界和

普通读者群中引发高度关注？这源于陈

悦在甲午战争研究领域学术的自我突破

与作品的鲜明特色。

首先，是对史料的全面整合。

两书均以“重返原始档案”为根基，特

别对中国、日本以及英国等西方新见史料

的引证考辨。中方史料如近年发现的北洋

海军军官所著《甲午日记》；日方史料如日

本防卫省所藏的清军档案，以及目前学界

利用较少、旧日本军令部所编的内部读本

《征清海战史》以及原始材料《明治二十七

八年战史编纂准备书类》等。

重视史料，是陈悦著作的一大特征。

早在《沉没的甲午》初版时，由于视角特

别，且援引了大量首次公布的史料，曾引

起过广泛关注和讨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

了甲午史的研究。此后，陈悦再接再厉，尤

其在田野调查、海外史料挖掘等方面做了

更多努力。此次修订版中，除了更正以往

一些偏颇之处外，有多达10万字的新研究

成果。这里既有宏观的战争节点研究，如

黄海海战后，北洋海军停留旅顺的经过、怀

字军兴亡等以往被忽略的关键之处；也有

微观的细节探寻，比如关于济远舰管带方

伯谦因逃跑在旅顺被斩首，以往对于具体

地点并未准确交代，陈悦结合史料、实地走

访以及日军留下的照片，最终在旅顺口找

到了正法方伯谦的三岔路口。

其次，是战争叙事的“去海战中心化”。

在甲午战争的传统叙事里，海战是战局

的焦点，而不同于过往的研究，陈悦在《沉没的

甲午》中提出“陆战主导论”，明确指出清军陆

上溃败才是战争全局崩盘的关键。书中通过

对比日军大本营的陆海军协同机制与清廷

“帝党”“后党”的权力倾轧，揭示了清军“各自

为战”的制度性痼疾。

而在重点描写海上战场的《甲午海战》

中，全书五章内容用了两章分别叙述旅顺、

威海两大海军基地的陷落过程。缺乏

陆援、藩篱尽毁，北洋舰队在刘公岛只

能“困守孤岛”，在经过一场“最后的战

斗”后，留给后世一曲“挽歌”。

通过这种从“单一战场”到“军政

全局”的视角转换可以发现，甲午之战

失败的主因是当时国家治理体系的全

面溃败，而非单纯军事技术差距。

“纪录片式笔法”重现历史场景

细读两书，最大的感受是“身临其

境”，是历史细节的“感官还原”与大众

化表达。

陈悦以“纪录片式笔法”重现历史

场景：邓世昌殉国时爱犬随主沉海的

悲壮细节、李鸿章在马关谈判中的屈

辱对话等，均通过档案日记与口述史

料交织呈现，赋予读者共情体验。特

别是在海战中，北洋海军从管带到基

层官兵，各个岗位的运作情况，描写精

细呈现，均源于作者对整艘军舰解剖

式的透视研究。

此外，不同于很多历史著作的艰深晦

涩，陈悦擅长以通俗语言解析专业问题，将

专业军事史转化为大众可触的“历史图谱”，

使军事史研究兼具学术严谨与阅读趣味。

对于这两部著作，陈悦还有更大的

期待，即不仅是对史实的考据，更是对

甲午叙事话语权的争夺，以“摆脱旧日

本海军叙事结构、话语模式的方式”。

作为东亚近代史上一场影响极为

深远的战争，自甲午战争结束后，日本

官方就系统整理出战史著作，英国、美

国、意大利等“第三方国家”也有一定专

著出版。早期中国学人囿于资料所限，

论述难免失准。及至当代，大多数相关

出版物仍没有走出前代窠臼。

战后日本成立军史编纂队伍，其

中最为知名的是1905年出版的《二十

七八年海战史》。2014年甲午战争爆

发120周年之际，陈悦前往位于日本东

京新宿区的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

在史料阅览室中，看到一张日本联合

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用铅笔草书的

一张纸条，虽只有一张名片大小，居然

得以留存百年。

为当代海洋战略提供历史注脚

国内由于各种原因甲午战争的档

案资料散失严重。“由于缺乏足够的辨

析，日本甲午档案、军史中为了涂抹不

光彩之处而出现的一些明显的改写和

讹误，也都被照搬，使得我们输掉了历

史叙述的话语权。”陈悦说。

陈悦在书中通过揭露日军暴行（如

高升号事件中对落水清军的无差别射

击、旅顺大屠杀）与战略投机（利用清廷

对国际法的无知），解构其“文明开化”

的虚伪性。

陈悦在书中有很多细节还原，例

如：湘军吴大澂以金石学家身份率军

出征、北洋水兵用步枪还击日军舰炮

的“绝望尊严”、丁汝昌在威海卫孤城

中的绝望挣扎、左宝贵平壤战死等，为

当代读者提供超越悲情的历史认知。

陈悦反复叩问：“若北洋舰队赢得

黄海海战，清朝能否避免战败？”答案

是否定的——书中以日军陆战碾压清

军、清廷财政崩溃、民众动员缺失等证

据，证明单纯军事胜利无法挽救系统

性衰亡。这种反思将甲午教训升华为

国家治理能力的镜鉴，为当代海洋战

略提供历史注脚。

近一个世纪之前，陈寅恪先生在

《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写道：“一时代

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

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

术之新潮流。”

这段话用在甲午研究上同样适

用。陈悦的甲午史研究，既有史料的

考古，更是意义的再生产：历史的重述

并非简单的“旧事重提”，而是通过新

材料、新视角、新方法、新话语，将“过

去”转化为理解当下的密钥。这种“历

史话语体系”的构建，不仅关乎学术争

鸣，更是一场关于民族记忆与未来道

路的深刻对话。

“2月17日是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刘公岛沦陷的伤心日。1895年2月17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驶入威海湾，陆战队登陆
刘公岛，北洋海军的甲午威海之战彻底失败。”2025年2月17日晚上，海军史学者陈悦在朋友圈发了这样一段纪念文字。

130年前的2月17日，持续近半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走向了尾声，历经丰岛、黄海和威海卫三战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
在中国近代史上，发生在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无疑是一段令人扼腕叹息的悲壮篇章。它不仅标志着晚清王

朝的衰落，也深刻影响了当时东亚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
130年后的今天，我们该如何复原历史、了解真相？陈悦先生给出了他的思考。去年底，他先后出版两部力作——

《沉没的甲午》与《甲午海战》。在这两部作品中，陈悦系统梳理了海内外相关档案，辅以最新的水下考古成果，再加上实
地访问、田野调查和谨慎周密的考证分析，最终用极具个人风格的文字叙述了这段历史。书中不仅展现新一代历史学人
构建甲午史话语体系的努力和成效，更是130年来有关甲午战争研究最新成果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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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威海之役战败后，清军从刘公岛撤离。受访者供图

■彭州市禄森劳务服务部（个
体工商户）公章（编码：510182
0134476）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云上市美城市管理服务
有限公司，曾佐荣法人章（编
号：5101085301720）遗失作废
■罗江离身份证号:51010219
6501077918 的警官证（警号：
004461）遗失，特此声明。
■成都浩典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10105MA69UGYQ2
4）、公章（印章编码：51010552
19422）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汇拓安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120
198034）遗失作废。
■成都集艺轩雕塑艺术有限公
司公章（印章编码：510104030
9522）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东晟虹建筑垃圾清运有
限公司公章（印章编码：51010
76259234）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九州旭盛房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
215106917）遗失作废

■四川倬玮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刘娟法人章（编号：510106032
1899）遗失作废
■四川尚诚鑫润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761003
55）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石牧建材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135049
087）、法 人 章 陈 刚（编 号 ：
5101135049089）遗失作废。
■成都点金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原
公章5101060013277遗失作废
■蓉和鑫晟（成都）实业有限公
司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
证编号：JY15101130071380）
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高新区雅贝德商贸部公章编
码 5101096733438，遗失作废
■成都圣智嘉盛广告有限公司
公章（印章编码：51010405875
74）遗失，声明作废。

查找尸源
2025 年 2 月 21 日，宜宾市

三江新区菜园沱长江大桥长江
水域发现一男尸。年龄约 30
岁，身高约 165cm，黑色短发，
发长约 5cm，上身着加绒黑色
长袖 T 恤，下身着加绒黑色运
动裤、蓝色内裤，赤足，入水时
间 15 天左右。知情者速与警
方联系。电话 0831-5105010

长江航运公安局泸州分局
宜宾派出所 2025年2月21日

生活服务广告028-86969860
收费标准:70元/行/天，每行13个字

律师提醒：本刊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所
有信息均为所刊登者自行提供，客户交易前请查验
相关证明文件和手续。

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高新西区水质净化中心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示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https://www.cd-drainage.com/show/
664-75936.html(征求意见稿),https://www.cd-drainage.com/show/664-75937.html(意见表)。
纸质报告书可至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办公场所查阅。二、本项目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为环境影
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代表等。三、公示期间，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
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等方式，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华二路 28号 建设单位联系人：杨睿 电话：028-85321160 邮
箱：465768926@qq.com 环评单位联系人：杨老师 电话：028-6133219 四、本公示起止时间为
2025年2月25日起10个工作日。 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 2025年2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