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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重访!马关条约"签订地

!李鸿章小道"见证屈辱历史
下关市在日本山口

县，亦称马关，位于日本
本州最南端。从福冈到下
关，需要乘新干线再转
车。春帆楼，一个富有诗
意的名字，就位于关门海
峡边的一座小山坡上，
120年前被国人视为丧
权辱国之最的《马关条
约》就是在这里签订的。

上周，本报记者在
日本北九州大学国际关
系学教授下野寿子的陪
同下，重访了《马关条
约》签订地。

! ! ! !记者在日本
采访了多名历史
和政治方面的学
者与专家，发现
在日本学界，反

战的声音占据绝对多数。其中有一个代表就是佛教
大学史学部的原田敬一教授。在日本，原田教授是
甲午战争方面的权威专家，!""#年他所著的“日清
战争”在日本出版后，一直享有重要的学术地位。

目前，原田教授是日本反战组织“九条会”在京
都最活跃的成员。

记者!日本学界如何看待

甲午战争在历史上的作用!

原田!$%&"年前，日本
学者认为日俄战争影响大，
因为参加人数众多。而当时
名古屋大学藤村道生教授则
认为日清战争的影响更大，

日清战争让日本产生了“国民意识”，使得国民的一
体感空前提高，此后形成了举国一致的体制。此外，
在日本国内政治方面，日清战争让日本国内对藩阀
政府的对抗加剧，日本逐渐走上近代国家之路，自此
有了帝国的意识。此后，军备案更加容易通过"

记者! 您如何评价甲午战争中中日双方的重要

人物#慈禧$李鸿章$明治天皇$伊藤博文%!

原田! 日本方面———明治天皇作为当时国家最
高领导发布作战状等等。而伊藤博文对日本的近代
化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
清政府方面———我们认为，日清战争是日本作

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和非国家的清政府之间的战
争。李鸿章作为洋务派中心人物，在战争中作用至关
重要。我同意日清战争是李鸿章一人之力对抗日本
一国的说法。慈禧在战争中的作用远不及明治天皇。

记者!!"#$年日本战败之后& 战争过去即将 %&

年&日本的年轻一代现在如何看待战争!

原田!日本年轻一代的战争意识已经非常模糊，

对此我很忧虑。比如这次 &月 '日通过集体自卫权
之后，我看到许多年轻人在博客和推特上发表过激
言论，他们完全没有认识到战争的残酷和危险，没有
对自己言论负责的态度。另外，学校教育将日清战
争、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等分别讲授，使得学生对
战争的认识被割裂，进而使日本年轻学生对日本从
近代走向现代的过程模糊不清。
记者!如何评价安倍政府的外交政策!日本是否

有可能重走军国主义道路!

原田!我认为安倍现在的政治思想，深受他外祖
父的影响（安倍晋三的外祖父是二战甲级战犯$前日

本首相$自民党高层岸信介）。安倍对自己的政策决
定很有信心，但是仅仅解禁集体自卫权完全没有意
义，因为还有《自卫法》等一系列的法律。另外，安倍
也不得不考虑民众的反抗，这让他感到很不安———
大多数国民是反对战争体制的形成的，他们绝不容
忍这种制度。

特派记者 程绩

甲午战争后日本有了帝国意识
###对话日本$日清战争%史专家原田敬一教授

!特派记者 程绩 发自日本下关

! 原田敬一教授

! '马关条约(就是在春帆楼签订的 本版摄影 程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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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眼中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陷入崩溃之边缘&而日本却

一跃为亚洲第一强国

出发前，在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胡令远教授
的帮助下，记者联系到北九州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
下野寿子。日本大学正值期末考试，但下野教授还是
非常热情地接待了记者，她曾在复旦大学访问半年，
其间游历了很多中国城市和乡村，热心中日之间的
民间交流，“我陪你去下关看看，那是签订《马关条
约》的地方。”
汽车在下关市的街道上拐来拐去，来到一座背

依小丘的旅店。“春帆楼到了”，下野教授说。问为何
选择在这里签约？“因为这里是时任日本内阁总理伊
藤博文的家乡，春帆楼是当地最有名的河豚料理店，
伊藤博文经常来这里。”下野教授介绍。
春帆楼正门右侧有一座日式建筑，恰是当年清

政府代表与日本政府代表谈判的场所。其门前竖一
长条形木牌，上书“日清讲和纪念馆”，下为一遮雨木
板，则为说明介绍。!""多字的碑文中，有一句话，让
我这个中国人感到格外刺眼：“今日国威之隆，实滥
觞于甲午之役”。
“日本史学界一直认为日清战争（甲午战争）是

近代史的转折点。”正如下野教授所言，甲午战争之

后，中国陷入崩溃之边缘，而日本却一跃为亚洲第一
强国。《马关条约》割让国土，使得台湾沦丧长达半个
世纪；赔偿巨款，使得清廷财政濒于破产。相反，日本
得到台湾，使之成为侵略中国大陆的跳板；获得巨额
赔款，乃可兴办教育，振兴军备，犹如再次注入兴奋
剂。正如梁启超所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
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春帆楼虽
是小小一楼，却是两国兴衰命运的见证者。

安倍父亲的反战题字
)加害者容易忘记罪恶&而受害者永远不会&我

们要牢记历史的教训*

谈判会所外的小院里，也立着当时日方谈判代表
伊藤博文+内阁总理%、陆奥宗光+外务大臣%两人的半
身铜像。

马关条约签订当年，日本全国财政收入为 '亿
日元，而马关条约的赔款却合 (亿日元。中国方面
的统计则为 ! 亿两白银的赔款、(""" 万两白银的
“赎辽费”，还有每年 )"万两白银的威海卫驻军费，
这样战后 (年间日本实际得到 !(')"万两白银，合
(*&!)万日元，大大超过 '#%+至 '#%#年 (年间日
本全国税收 !+#%,万日元的总和。
步入会所，正中是宽大的谈判桌。出于文物保护

需要，用落地玻璃将四周罩了起来。参观者只能透过

玻璃罩，观看里面的摆设：一张长形大桌，将谈判者划
分两个阵线。桌子一侧为清政府代表，有一把软靠椅
和若干硬靠椅。软靠椅是李鸿章的专座，硬靠椅则为
其余人员的座位。桌子另一侧，为两把软靠椅及若干硬
靠椅，自然是日本方面的座位。每张椅子旁都立有木板，
上书当年某某之座及其官衔、品级和谈判的身份。
在春帆楼的 !楼，楼道里悬挂着当今日本首相

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题写的“和气满堂”的字
幅。安倍晋太郎性格平和，曾任中曾根康弘内阁的日
本外相，与前首相竹下登、宫泽喜一被并称为中曾根
之后的日本政坛“三领袖”。其父安倍宽是二战前的
日本国会议员，著名的反战议员，因为反对东条英机
的军国主义，曾被称为日本政界“有骨气的政治家”。

日本的精神文化讲究“和”字，但是安倍晋三如
今已经置“和气”于不顾了，学界认为安倍现在的政
治思想，深受他外祖父岸信介的影响。“我反对安倍
目前的对华政策”，下野寿子说。“特别是他参拜靖国
神社，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加害者容易忘记罪
恶，而受害者永远不会，我们要牢记历史的教训。”

下野寿子主要研究中国政治，除教学外，她还经
常深入到北九州的社区，去给那里的老百姓讲述自己
在中国的见闻，“我告诉他们，中国人的乐观、友好和
幽默感，这些都是你们在日本媒体上看不到的。”

逼仄的李鸿章小道
在遭到日本浪人枪击受伤后& 为防止再出现意

外&日方修了这条专让李鸿章行走的小路

春帆楼正门左侧有一条小路，路口有指示牌，上
书“李鸿章道”四字。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在《马
关条约》上签字，在历史书上一直都被负面定位。不
过，在马关条约纪念馆记者发现，日本从学界到民众，
对于李鸿章有较高认知度。
“李鸿章道”是一条极为普通的小路，指示牌位

于春帆楼范围内，故稍有修整，再往前走便是弯弯曲
曲的山路。记者与下野教授沿着小路走了一段，路两
侧都是野草，路面也均为碎石，有些地方还有泥泞的
积水。前行百米余，方见几处人家。

'#%)年 *月 '&日上午，中日双方在春帆楼签
订了《马关条约》。仪式结束后，李鸿章深深叹了一口
气，无奈自语道：“我解脱了痛苦。”

对于马关条约的谈判过程，日方的记录是，李鸿
章要求议和前先行休战，日本提出的休战条件是：大
沽、天津、山海关等地的清军全部向日军缴械，天津至
山海关铁路交日本军务官管理，且停战期间日本一切
军费由中国承担。对此，李鸿章奉清政府之命，表示拒
绝日本提出的条件。当天，李乘马车返回寓所，途中遭
日本浪人枪击，子弹擦伤左颧，血流满面。此事传出，
国际舆论大哗。当时，俄罗斯已派军进入中国北部，日
本政府担心第三国借机干涉，这才下决心尽快签约。
为了防止再出现意外，日方沿着春帆楼左侧的山腰修
了这条专供李鸿章行走的小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