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关条约 》第
一

款

有关朝鲜问题内容的形成过程研究

权赫秀

内容提要 早 在 甲 午战 争爆发之前 ，
日 本就攻 占朝 鲜王 宫并扶植傀儡政权 ， 进而迫

使 朝 鲜废 除对华 三 章程 ，
以 及 单方 面 终结对华关 系 ， 直 到 对 中 国 开战 后 又迫使朝 鲜 成

为其
“

攻守 同 盟
”

，使得 甲午 战 争 实 际上进一 步 升级为 东 亚 范 围 的 战争 。 到平壤 战役及

黄海海战失败 以 后 ，清政府被迫放弃 了 击退 日 军 并恢复 与 朝 鲜传统 朝 贡 关 系 的 战 争 目

标 ，保 卫本 国领土遂成 为 清政府 唯 一 的 战 争 目 标 。 到 马 关 议和 期 间 ， 中 国 放弃 对朝 鲜

的 宗 主权 已然 成 为 中 日 双方条约草案 中 唯
一取得共识 的 内容 。 甲 午战 争期 间 中 日 朝 三

国 关 系 变化 的 上述结果 ，
以 及导 致清政府 战争 目 标 变 化 的 军 事进展结果 ，遂 通过 中 曰

《 马关条约 》 第 一 款有 关朝 鲜 问 题 的 内 容
，成 为在近代 东 亚历 史 上 影 响 深远 的 一个法律

事实 。

关键词 《马 关条约》 朝鲜 问题 甲午 战争 马关议和

年 月 日 由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等在 日本马关签订的 中 日 《马关条约 》 ，在其性质上属

于 旨在结束中 日 两 国 自 年 月 日 正式宣 战 以来战争状态的一种
“

和平条约
”

（

。
① 有关该条约内容形成过程的直接研究成果 在 日本学界主要有堀 口修关于 日 方条约草

案起草过程的研究 以及栗原纯有关中 日双方讲和交涉过程的研究 。
③ 在 中 国学界 ，孙克复 、戚其

章等在 甲午战争研究的专著中虽都 曾有所涉及④ 但直接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崔丕对 日本学界有关

《 马关条约》草案演变过程研究结果的评述⑤ 、权赫秀有关《马关条约 》 中 日 英三种文本的对照分

① 杰夫 贝 里奇 、艾伦 詹姆斯箸 ，
高飞译 ： 《外交辞典 》 ，

北京大学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② 堀 口修「 日 清講和条约案 起草通程 二 、工 」 （ 、 （ ， 曰本政治 錢： 濟研究所 『 政治経济史 学 』 第 号 、 年

月 、
—

頁
；
第 号 、 年 月 、

一

頁 。

③ 栗原純 「 日 清戰争 講和 交涉 」 、東京女于大学 『 史論 〗 第 号 、 年 、
一

頁 。

④ 孙克复
： 《甲 午 中 曰 战争外交史》 ，

辽宁大学 出版社 年版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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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戚其章 《曱 午战争 国际关 系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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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崔丕 ： 《 中 曰 〈 马关条约 〉形成 问题研究 》 ， 《
近代史研究》 年 第 期

， 第 页 。 目 前 中国 大 陆学界有 关《 马关条

约 》的研究论文有 篇
，

其 中关 于《马关条约》形成过程的专门研究成果
，
仅此一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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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①
，

以及吉辰有关中 日议和过程的细密论证 。 惜乎一直未见深人探讨《马关条约》第
一款有关

朝鲜 问题内容之形成过程的专门研究成果 。

有鉴于此 ，本稿拟从甲午战争期间朝鲜被迫成为 日本的
“

攻守同盟
”

、清政府战争 目标的变化 ，

以及 中 日 议和谈判过程中有关朝鲜问题的处理等三个部分 深入考察朝鲜 问题何以成为 中 日 《马

关条约》第一款内容的具体过程 以期有助于 《马关条约》尤其是基于朝鲜半岛视角的 甲午战争史 ，

以及东亚国际关系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 。

一

、 甲午战争期间朝鲜被迫成为 日 本的
“

攻守同盟
”

年 月 日
，
清政府根据朝鲜政府请求而决定派遣淮军叶志超 、聂士成部东渡朝鲜

“

助

剿
”

朝鲜东学农民起 ③
，
日 本政府随即也向朝鲜派遣

一

个混成旅 团的兵力 ，
以期在朝鲜半岛确立

优于清军的军事态势 。
④ 于是 ， 自 年中 日 《天津会议专条 》之后 ， 中 日两国再度 同时驻军于朝

鲜半岛 ，
朝鲜局势陆然紧张 。 由于朝鲜东学党势力很快与朝鲜政府达成了 《全州和约 》 ，

不仅使清

政府派遣的
“

助剿
”

清军失去 了作战 目标 ，
日 本派遣的大岛义 昌 混成旅团也丧失 了 出兵 的

“

名

分
”

。
⑤

然而 ，
日本政府出于对华

“

开战外交
”

的既定方针 ，先是拒绝朝鲜政府有关中 日两国共同撤兵

的要求 继而故意使有关共同撤兵朝鲜的外交协商破裂 而后作为
“

欲调停 日清两国之间无法解决

之难局而想出来的
一

个政策
”

提出了 由 中 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 。 清政府拒绝了 日 本

政府的上述无理要求 ，朝鲜政府也继续与清政府保持密切联系 并对 日本的 内政改革要求采取了
“

延拖之计
”

。 于是 通过武装行动来攻占朝鲜王宫并控制朝鲜政府 ，进而获得所谓
“

驱逐清军依

赖
”

⑧
，成为 日本方面急于寻找开战 口实与机会的唯一现实选择 。 中国学者王信忠早在 世纪

年代就曾指出 ：

“

盖大鸟等深知欲速促起中 日 冲突 非先将朝鲜政府置于彼等掌握中 ， 断无达到 目

的可能 ，故不惜甘为戎首 悍然兴无名之师 ，
强造韩廷政变也 。

”

月 日凌晨 ，驻朝 日军攻占景福宫并武装控制朝鲜国王高宗 随即推 出长期被排挤于政治

权力中心之外的 国王生父大院君李是应 建立了亲 日傀儡政权 ， 目 的是
“

获取开战名分而实现朝鲜

政府的政权交替
”

。
⑩ 日 本学者桧山幸夫早已指出 日 军 月 日攻 占朝鲜王宫的行动 ，实际上是

一场
“

日朝战争
”

，但日 本当局却长期掩盖了这
一历史事实 。 日本学者中塚明进

一

步指出 ，
甲午战

① 权赫秀 ： 《 中 曰 〈 马关条约 〉 中 曰英文本异 同考 》 ， 《 东 亚世界 的 裂变 与近代化 》 ， 中 国社会科 学 出 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② 吉辰 《 昂责的和平 ：
中 日 马关议和研究 》 ，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 第

—

、
—

页 。

③ 有 关甲 午战争 时期清军 出兵朝鲜过程的研究 参见谢俊美 《 清 曰 战争 时期投入朝鲜清军的动 员及其在朝鲜战斗状况 》
，
柳

永益 等 ： 《 清 日 战争的再照明 》 ，
翰林大学 出版部 ， 年 ， 第 、 页 ；权赫秀 《清 日 战 争当 时清军 出兵朝鲜 的过程及其 目标 的

变化 》 ，韩 国政治外 交学会编 ： 《韩 半岛纷争与 中 国的介入》 ， 图 书 出版先人 年
，
第

—

页 。

④ 高橋秀直『 日 清戰争開 戰通程 研究 』 、神戶 商科大学経济研究所 、 年 、 頁 。

⑤ 朴宗根著 朴英宰译 《清 曰 战争与朝 鲜——外侵与抵
‘

抗 》
，

一 潮阁 ， 年 ， 第 页 。

⑥ 陸奥宗光箸 、 中塚 明校 注『 蹇蹇録 』 、岩波 書店 、 年 、 買 。

⑦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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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延拖之计 ， 决非变革之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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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时期 日 本军队占领朝鲜王宫是其首次行使武力 其 目 的在于通过扶植傀儡政权 ，使
“

日军取得把

清军赶到朝鲜境外的委托 ，亦即取得
‘

开战的名义
’

，进而解除驻汉城朝鲜军队的武装 从而使 日 军

在南方 同清 国 军队作战期间 ， 确保汉城安全 并通过朝鲜政府的命令 ， 取得征收 、运 输物资的

方便
”

。
①

就在 月 日 当天 ，
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再度照会朝鲜政府 ，借 口

“

贵国 自 坠 自 主独立之权

利 ，并将 日朝条约所载朝鲜 自 主之邦保有与 日本国平等之权
一

节 ，视同虚文
”

，要求朝鲜政府废除

与清政府签订的 《中朝商民水陆通商章程》等对华三章程 。
② 两天后 的 月 日

，
日 本海军在朝鲜

牙山 口外海面袭击北洋舰队 ，挑起甲午战争 。 就在 同一天 朝鲜政府督办交涉通商事务赵秉稷在汉

城被迫照会清政府代办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唐绍仪 ， 以 日本公使大鸟圭介
“

咆喝益急…… 与其固守

匹夫之谅 坐受不测之祸 ，毋宁外许其废罢 ， 自归获戾于中 国
”

为由 ，宣布废除 自 年以来与清政

府签订的对华三章程 。
③ 这意味着清王朝与朝鲜王朝之间两百多年的朝贡关系实际上至此已经被

单方面终止 。
④ 必须指出 ， 当 时朝鲜政府的上述举措 ，首先是 出于 日 本公使大鸟圭介的

“

咆喝益

急
”

，尤其是 日本军队已经占领朝鲜王宫的武力威胁 因而不仅是国王高宗与闵妃甚至此次被 日 本

所扶植的大院君政权 ，也在暗中继续保持与清政府的秘密联系 从而表明朝鲜王朝统治集团并非愿

意与清政府断绝关系 。

应当指 出 ，
日 军 月 日在汉城

“

攻占朝鲜王宫
”

并逼迫朝鲜政府废除对华三章程 月 日

在牙山 口外袭击北洋舰队挑起 甲午 战争 朝鲜政府被迫宣布废除对华三章程 月 日 日 军南下

进攻驻扎牙山的清军叶志超 、聂士成部 实际上是当时 日本政府在朝鲜的军事与外交策略及其行动

密切关联与互动的
一

个展开过程 。 月 日 ， 中 日两国正式宣战 ， 随后 日本大本营决定增派第三师

团出兵朝鲜 与巳经到达朝鲜的第五师团共同组成以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司令官的第
一

军 ，与当时

到达朝鲜的清军作战 。
⑤ 就在 月 日 驻朝 日 军准备进攻平壤清军之时 ， 日 本公使大鸟圭介逼迫

朝鲜外务大臣金允植在汉城签订了 《暂定合同条款》七条 ，具体内容如下 ：

一 此次 日 本国 政府深望 朝鲜 国政府厘 正 内 治 ， 朝鲜 国 政府亦知其实属 急要 允 依劝勉励

行各 节 ，
须 明保取次 认真施行 。

一 厘正 内 治节 目 中
，
京釜两地 以及京仁两地胁修铁路一 事 ，

朝 鲜政府 顾 此 时库 款未裕 ，

本愿 与 日 本国 政府若或 日 本国 公 司 ， 约 订合 同 ，及时 兴工 ， 只 因朝 鲜政府现有 委 曲情 节 碍难 照

办 但仍须妥筹 良 法 务速克成所期为 要 。

一 在京釜两地 以及京仁两地由 日 本政府 巳设军务电 线
， 酌量 时宜 ，妥订条款 ， 仍可 存 留 。

一 因念将来两 国 交谊务俾辑 睦 ， 以及奖励 商务起见 ，朝 鲜 国 政府允在全罗道沿 海之地 ，

开通商 口岸
一处 。

一 本年 月 日 在大 阙 附近之地两 国 兵 丁偶 尔接仗 ， 言 明 彼此各愿不 必追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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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 本 国 政府素愿襄助 朝 鲜 国 ，俾其克 成 独立 自 主之业 ，故于将来与 巩 固朝 鲜 国之独立

自 主相 关事宜 ， 另 当 由 两 国政府派 员 会 同妥议定拟 。

一

以 上所开暂 定条款
，

经 画 押盖 印订定后 ， 酌量 时宜 ， 方 可将在大 阙 护 卫 之 日 本 国兵 一

律撤退 。

一 以 上 暂定合 同条款 内 ，其可永远循 守者 须 日 后 更作条约遵行 。 为 此 ，
两 国 大 臣记 名

盖 印
，
以 昭 凭信 。

尽管这一份 《暂定合同条款》在 国 际法效力上还不足 以称为正式的 国际条约 （

但 日本仍然借此获取了如下四点重要利益 ：

其
一 不仅迫使朝鲜政府公开承认了 日 本以帮助改革 内政的名义出兵的所谓

“

大义名分
”

，而

且又进一步获得了对朝鲜政府此后的
“

厘正内治
”

过程继续进行 劝勉
”

的权利 从而在朝鲜问题上

获得了实际上 巳经优于清政府的有利地位 。

其二 ，迫使朝鲜政府承认了此前由 日 军在朝鲜釜 山至汉城 以及仁川至汉城之间非法架设的军

用电线的
“

合法性
”

；获取了此后由 日 本政府或公司修筑釜山至汉城 京釜线 ） ， 以及仁川至汉城 （京

仁线 ）铁路的垄断权利 。 由 日 本修建的京釜线与京仁线 直到 世纪初仍是韩国铁路网的两大干

线 。 与此同时 ， 日本还获得了在全罗道地区开辟一处新通商 口岸的权利 。

其三 迫使朝鲜政府同意
“

不必追究
”

月 日 日军在汉城攻占朝鲜王宫并引发 日朝两国军队

军事冲突的事件 ，将如此重大侵略行动轻描淡写为
“

在大阙附近之地两 国兵丁偶尔接仗
”

的一个偶

发性冲突事件 ，实际上掩盖了 日本对朝鲜发动 了侵略战争的事实 ，亦即 日本学者桧山幸夫所指出 的
“

日 朝战争
”

。 同时 还保留了 日本军队继续占领王宫从军事上控制朝鲜政府的权利 。 此后大院君

政权所表现出的亲 日倾向 无疑是与处在 日军武装控制下的上述事实具有重要的 因果关系 。

其四 迫使朝鲜政府承认 日本对
“

将来与巩固朝鲜国之独立 自主相关事宜
”

进行干涉的权利 ，

并进
一

步获得了将来进一步
“

会同妥议定拟
”

的承诺 ，从而为不到
一

个星期后迫使朝鲜进
一步签订

所谓
“

攻守同盟
”

条约预留 了余地 。

月 日
，大鸟圭介公使与朝鲜外务大臣金允植在汉城签订了 《大朝鲜大 日 本两国盟约 》三

条 ，具体内容如下 ：

大朝鲜 国 、大 日 本 国政府允 约 于朝 鲜历 开 国 年 月 日 、 日 本 历 明 治 年 月

曰 ， 以 朝鲜 国 政府将撤退清 兵一事 委托于驻扎朝 鲜 国京城 日 本国 特命全权公使代为 出 力 。 迩

来两 国 政府之于清 国 既立攻守相助之地 缘 明 著事 由 所 系 ， 并期克 成 两 国 共 同济事之意 ，
于是

下开 两 国大 臣各奉全权 委任 ，订定条款 ， 开 列 于左
：

第 条

此盟 约 以撤退清 兵于朝鲜 国境外 、巩 固朝 鲜 国 独立 自 主而推充朝 日 两 国所 享利 益 为本 。

① 「朝 鮮政府 卜扳条約締结 件 、 日本 外務省编幕 『 曰 本外交文書』 第 卷第 冊
、 日 本国 際連合協会 、 年 、

頁
； 《 旧 韩末条约汇幕》

上卷
，
国会图书 馆立法调查局 年编 印 ， 第

—

页 ； 崔德寿等 ： 《通过条约 来看韩 国近代 史 》 ， 开放书

林 年
， 第

—

页
。
该 《暂定合同条款 》 为 日 、 汉两种 文本 ， 两种 文本原无标 点 ，

此处汉文本标点 为作 者所加 ，
其 中 个别字

句改为 中 国通用 汉字或词 。

② 「 鮮兩 国盟 约調印 件 」 、 曰 本外務省编纂 『 本外交文書 』第 卷第 冊 、
— 頁

； 《 旧 韩末条约汇幕》上卷 ， 国会

图书馆立法调查局 年编印 ， 第
—

页
；
崔德 寿等 ： 《通过条约来看韩国近代史》 第 页 。 该盟约为 、 汉两种文本 ，

此处汉文本标点为 作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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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条

曰 本 国 既允担承 与清 国攻守 争 战 ， 朝鲜 国 则于 日 本 队伍 以 时进退 以 及预 筹粮饷 等 诸项 事

宜 ， 必须襄助 予便 不遗余力 。

第 条

此盟约俟 与 清 国和 约成 日
，
作为 罢约 。 为 此 ， 两 国全权大 臣记名 盖 印 ， 以 昭凭信 。

这份 《大朝鲜大 日 本两 国盟约 》从双方全权大臣的派遣到条约的名称及有效期等方面 ，基本具

备了 国际法所要求的 国际条约的相关要素 因而成为在 甲 午战争期闾确定 日 本与朝鲜两国关系

的一个主要国际法文献 。 关于 日本政府逼迫朝鲜签订上述盟约 的意图 ， 日 本外相陆奥宗光曾有过

十分坦率的表 白 ：

“

说到为何为表明朝鲜之独立而有必要缔结 日 韩攻守同盟条约 ，朝鲜政府并不明

白本来作为
一

个独立国 而于平时与战时应当如何确定其位置于世界列 国之间 。 自牙山开战以来 ，

尽管事实上系我国之同盟 ，犹且多有暗中与在京城 指朝鲜首都汉城一引者注 ） 欧美列强代表密

谈 以乞求幹旋 日 清两国军队撤出朝鲜等不合常理之举动 ，
恐将来万般之障碍皆酿 出于此 。 今依据

一

国际条约之效力 ，

一方面表明彼等作为一独立之邦 可以与任何国家公然达成攻守同盟之权利 ，

另一方面为将彼等牢固掌握于我手中 使之不敢他顾 ， 出此
一举两得之策而已 。

”

值得一提的是 ，该盟约的 日文本第 条的内容大体可 以直译为
“

日 本国担任对清 国之攻守之

战争 朝鲜国为 日兵之进退及其粮食准备尽可能予以便宜
”

却没有朝鲜方面汉文本中
“

不遗余力
”

的文句 。 至于该
“

不遗余力
”

云云 的文句 究竟是 出 自 日 本方面的要求 ，还是朝鲜政府方面的有意

添加 ， 尚待进
一

步考证 。 简言之 至少从 年 月 日 起 朝鲜在国际法意义上成为中 国的交

战方 ③
，
因此 甲午战争 巳经不单是中 日两 国之间的战争 而是变成 了 中国与 日 、朝两 国

之间的战争 。 当然 ，这样
一

种结局显然不是当时朝鲜王朝统治集 团的本意 ，
而且也没有改变 日 本发

动 甲午战争来侵略朝鲜与中国的历史事实 。

根据上述盟约第 条的规定 ，
这其实是一份缔约双方确认

“

通过
一

项后订条约而终止
”

的
一

种
“

过渡性条约
”

⑤
，其有效期被明确地规定截止到

“

俟与清 国和约成 日
”

。 换言之
一旦 中 日两国

之间结束交战状态而签订和平条约 ， 则这份盟约以及其中所规定的 日 本与朝鲜之间针对 中 国的军

事同盟关系也就宣告终结 。 从这个意义上 ，
可以说 年中 日 《 马关条约》第

一

款有关朝鲜国 际

法地位的 内容 ，
至少在 日本与朝鲜双边关系层面 早在

一

年前的这份 《大朝鲜大 日 本两国盟约 》 中

就已经明确约定 ，即 日本不仅要根据朝鲜政府的
“

委托
”

而
“

撤退清兵于朝鲜 国境外
”

， 还要进一步

帮助
“

巩固朝鲜国独立 自 主
”

。

换言之 年 月签订的 《大朝鲜大 日本两国盟约》至少在 日朝双边关系层面 ，实际上已经

成为
一

年后中 日 《马关条约》第
一款有关朝鲜 内容的国际关系乃 至国际法的逻辑前提 。 至于这样

一

个国际关系乃至国际法层面的逻辑前提 ，仍有待于中 日两个交战国在军事上实力较量的结果 才

能最终落实为中 日两国和约中的实际内容 。 必须指出 ， 当时 日本政府所援弓 丨与应用的 国际法 其实

就是用来服务于欧洲中心主义及其扩张主义的 世纪欧洲公法 。 至于这个
“

世纪欧洲公法的

特征可以归纳为 ：

‘

具有地理基础 （ 为欧洲的法律 ） 、宗教与伦理的灵感 （ 为基督教的法律 ） 、经济的

① 李培浩 ： 《条约法概论》 ，法律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② 陸奥 宗光 『 蹇蹇錄 』 、

—

頁 。

③ 杰夫 贝里奇 、艾伦 詹姆斯 《 外交辞典 》 ， 第 页 。

④ 安托尼 奥斯特 箸
，

江国青译 《现代条约法与 实践 》
，
中 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⑤ 万鄂湘等 《 国 际条约法 》 ，
武汉大学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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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 （ 为重商主义的法律 ） 以及政治 目的 （为帝国主义的法律 ）的
一

系列规则 。

’ ”

①试图通过侵略亚

洲邻国来实现其
“

脱亚入欧
”

国策的 明治 日本 ，积极利用具有上述特征的 世纪欧洲公法 ，
可以说

是理所当然 ，不足为奇 。

二、 清政府战争 目标的变化 ：从保护属邦到保卫国土

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 指出 ，

“

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
”

， 因此
“

确定什么样的战争事件和战争事件是什么样的方向是同战争 目 标相适应的 ，就完全是而且只能

是政治的事情
”

。 换言之 ，就战争 目标 （ 而言 是政治 目标决定军事 目标 ，
而不是相反 。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
政治 目标与战争

“

是
一

种命令与指挥的阶级性关系 也就是克劳塞维茨

的名言
‘

战争接受政治的指导
’ ”

。
③ 甲午战争时期的清政府战争 目标 ，尤其是对朝鲜军事作战行

动的 目标 ，就突出地反映了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
“

政治 目 的对战争 目标 的影响
”

。
④

梁启超曾经指出 甲午战争时期实际上是李鸿章
“

以一人而战
一

国
”

。
⑤ 姑且不论这

一

表述的历

史正确性问题 ，李鸿章是甲午战争时期清政府军事与外交方面的主要决策者与执行者 却是无可置

疑 。 因此 ，光绪皇帝就清军作战 目标问题而下达给李鸿章的历次谕 旨 ，应该可 以成为考察甲午战争

时期清政府战争 目标及其变化过程的
一

个重要资料 。

月 日 ，光绪皇帝在批准李鸿章电奏 同意派兵朝鲜
“

助剿
”

东学农民起义的上谕中 ，就要求派

朝清军
“
一鼓荡平 用慰绥靖藩服至意

”

。 不难看 出 ， 当时常驻朝鲜之袁世凯的
“

对韩政治方针 ，

系以强化中 国宗主权为标的
”

，
而且

“

李鸿章对于镇压东学党起义 维持受册封的李朝统治 是完

全赞同的 这可说是清朝统治阶级的基本态度 。
⑧ 到 月 日光绪皇帝对 日 宣战的上谕 ，更是明

确提出
“

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 ’迅速进剿 厚集雄师 陆续进发 ， 以拯救韩民于涂炭
”

。 换言之 ，

“

击退 日 本对朝鲜的侵略 并维护与朝鲜的朝贡关系 是清政府决心对 日 战争的主要名分和基本 目

的
”

月 日 ，光绪皇帝谕令出动朝鲜 的北路清军
“

星夜前进 直抵汉城 与叶志超合力夹击
”

。

第二天又进一步要求在朝鲜的清军
“

合力驱逐倭寇 以解汉城之围
”

。 此后 到 月 日
，光绪皇

帝接连下达五次谕令 内容皆是要求清军合力南下 ，
驱逐 日军并解救汉城 。 不难看 出 ，

当 时清政

① 金容九著 权赫秀译 《世界观冲突的 国际政治学 ： 东 洋之礼与 西洋公法》 ， 中 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② 克劳塞维茨著
， 中 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译 《战争论》 第 卷

，
解放军 出版社 年版 第 、 页 。

③ 谭传毅 ： 《战争与 国 防》 ，
台北 ，时英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④ 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第 卷
，
第 页 。

⑤ 梁启超 ： 《 中 国四十年来大事记 （

一名 李鸿章 ） 》 ，林志钧编 ： 《饮冰室合集 》专 集之三 （ 第 册 ） ， 中 华书 局 年版 ， 第

—

页 。

⑥ 《光绪皇帝派兵朝鲜代剿的上谕 （ 》 ，权赫秀编著 ： 《近代 中韩 关 系 史料选编 》 ， 第 页 。 按故 宫博物院编 《 清

光绪朝 中 日 交涉史料》卷 第 页收录该上谕 却将时间题为
“

光绪二五月二十二 曰
”

，
应为

“

光绪二十年五月 二十二 日
”

之误。

⑦ 林明德 ： 《袁世凯与 朝鲜 》 ，
台 北 ，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年版 ， 第 页 。

⑧ 陈伟 芳 ： 《朝鲜 问题与 甲 午战争 》 ，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年版 第 页 。

⑨ 《光绪皇 帝对 曰 宣战上请（ 》 ，权赫秀编著 《近代 中韩 关系 史料选编 》
，
第 页 。

⑩ 权赫秀 《 世纪末韩 中关系 史研究
——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 中 心 》 ， 白 山 资料院 年

， 第 页
。

《寄朝鲜安 州电局送卫马左三统领 》 ，

顾廷龙
、戴逸主编 ： 《李鸿章全集 》 电报四 ， 第

—

页 。

《寄平壤卫马统领 》 ，
顾廷龙 、

戴逸主编 ： 《李鸿章全集》 电报四 ， 第 如 页 。

⑩ 《 附 译署来 电 》 ，
顾廷龙 、戴逸主编 ： 《李鸿章全集》 电报四

，
第 、 、 、 页

； 《 寄平壤交叶提督 》
，

顾 廷龙、戴逸

主编 ： 《李鸿章全集 》 电报四 ， 第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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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战争 目标在军事上是要从朝鲜半岛驱逐 日 军 ，在政治上则是解救作为朝贡国 的朝鲜并恢复中

国与朝鲜之间的传统朝贡关系 。 问题在于 此后清军在朝鲜的军事行动既未能实现上述的军事 目

标 更未能落实其政治 目标 。

事实上 在 月 日 至 日 的平壤战役中 ， 叶志超所
“

总统
”

的清军各部大败于 日军
，
并从平

壤败退到鸭绿江右岸 的 中 国奉天境 内 ， 甲 午战争期间清军在朝鲜的军事作战遂 以彻底失败而

告终 。

到 月 日 的黄海海战之后 ，北洋舰队丧失 了黄海制海权 。 日
，李鸿章上奏光绪皇帝

“

自

请严议
”

，
并坦承

“

沿海防军难再调拨 调募各营路远又难骤集 ，竟无余力派往应援 ，
以致众寡不

敌
”

。
② 第二天 ，光绪皇帝当即谕令清军在朝鲜义州

“

与其株守孤城 ，不若全军先回江西 ，于九连城

一带合力严防 先立于不败之地 ，

一俟各路征调之军到齐 ，再图进剿
”③

，实际上已经在预示着战争

目标的调整 亦即放弃在朝鲜与 日 军的争战 。 月 日 ，光绪皇帝谕令从平壤败退的叶志超等军
“

分起过江 择要驻扎……分兵驻守 以防抢渡 ，是为至要
”

如此部署 意味着清军的对 日 作战方

针已经由
“

陆攻海守
”

转为
“

海陆并守
”

， 实际上放弃了 在鸭绿江南岸 朝鲜境 内与 日 军作战 的

计划 。
⑤

简言之 清政府与李鸿章
“

放弃收复汉城及恢复与朝鲜之朝贡关系的初期战争 目标的过程 ，就

是对朝鲜积极干涉政策继外交领域之后在军事领域遭到失败的过程
”

。 于是 朝鲜问题遂成为此

后 中 日 两国为终结交战状态的和平条约谈判过程中所必须面对和处理的
一

个重要内容 。

三
、 中 日 马关议和谈判中的朝鲜问题

到 年 月初 ，
日军即将直接进犯中国东北地区之际 ，

清政府就已经开始酝酿对 日 议和 ，

朝鲜问题自然成为其中
一

个重要的 内容 。 月 日
，总理衙门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政府

请求出面斡旋和议 其条件为
“

有关各国如能相互保证朝鲜的独立和中立 ，
而不必中国政府 自行 出

面求和 ， 中国政府可以放弃宗主权
”

。 其中 愿 以列强担保朝鲜 中立为条件放弃对朝鲜宗主权的

内容 与前述 月 日 以后光绪皇帝上谕中再也没有提出与 日 本争夺朝鲜的 目标 ，
可以说充分反

映了当时清政府在军事 目标与政治 目标 、 内政与外交关系上的艰难选择 。 到 月 日
，英国驻华

公使欧格讷 代表英国政府向总理衙门正式提出调停建议 其条件为中

国允许各国保护朝鲜 、赔偿 日本军费 。 翌 日西太后召见军机大臣会议此事 实际上倾向于接受上述

的两个条件 于是翁同錄认为
“

天意已定 ，似不能 回矣 。
⑧ 就是说 ，早在 年 月 酝酿对 日议

和阶段 清政府就主动提出 以
“

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
”

为议和条件 可 以看作是被迫接受和承认了

前述国际关系及军事状况的变化结果。

① 权赫 秀 ： 《清 日 战争当 时清军 出兵朝鲜过程及其 目 标的 变化 》 ， 韩国 政治外 交史学会编 ： 《韩 半岛纷争 与 中 国的介入》 ， 第

页 。

② 《平壤败退 自请严议折 》
，

顾廷龙 、戴逸主编 ： 《 李鸿章全集 》 奏议十五 ， 第
—

页 。

③ 《寄 宋军 门并叶提督等》 ，
顾廷龙 、戴逸主编 ： 《李鸿章全集 》 电报四

，第 頁 。

④ 《 寄义 州叶提督并九连城铭 军 刘统领 》 ，
顾 廷龙 、 戴逸主编 ： 《 李鸿章全集》 电报四

，
第 頁 。

⑤ 关捷等总主编 ： 《 中 甲 午战争全 史》第 卷
“

战争篇 （
上

） ，吉林人民 出版社 年版 第 页 。

⑥ 权赫 秀 《 世纪末韩 中 关系史研究
——

以李鸿章的朝鲜认识与政策为 中心 》 ，第 页 。

⑦ 《 年 月 曰 北京去电新字 第八九七号》
，
中 国近代经 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 员会主编 ： 《 中 国 海关与 中 日战 争》

， 中

华书局 年版 第 页 。

⑧ 翁同龢
： 《翁文恭公 曰记 》 第 册 ， 台 北

，
台 湾商务印书馆 年版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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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 ，在军事上处于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且对华侵略野心甚奢的 日 本政府 并没有接受

英国的调停及条件。 月 日 ， 陆奥宗光外相根据英国提出 的调停条件 ，提 出 了对华议和 的 甲 、

乙 、丙三种方案 供伊藤博文首相参酌 。 其中除丙案称需俟战争结束后再议外 ， 甲案计三条中的第
一条为

“

清国应确认朝鲜之独立 且永久担保不干涉朝鲜之内政 ，
旅顺 口及大连湾应割与 日 本

”

，
乙

案计两条中的第
一条为

“

各强 国担保朝鲜之独立
”

，表明通过 中 日 和约来确保
“

朝鲜之独立
”

亦即 中

国
“

欠久不干涉朝鲜之内政
”

①
，早 巳成为 日 本政府对华议和方案的一个核心内容 。 月 日

，
日

本政府婉转拒绝 了英国政府的调停 。
② 第二天即 月 日 ， 日军先后从辽东半岛花园 口及鸭绿

江直接入侵中 国东北地区 ，
甲午战争遂进一步发展为 中国直接抵抗 日 本侵略中 国本土的

一种 民

族性的战争
”

。

月 日 ， 总理衙门 向英 、法 、德 、俄 、美五 国驻华公使请求列强政府联合调停 ， 当时提 出 的三

个讲和条件为
“

日本应从满洲撤去它的军队 ，中国 同意朝鲜将来独立 ， 中 国将赔偿战费
”

。
④ 由此可

见 ，

“

同意朝鲜将来独立
”

已经成为清政府对 日 议和条件的不变条款 。 第二天 ， 日 本外务省官员在

东京主动约见从美国休假返津的李鸿章外交顾问美国人毕德格 （ ，提出 日 本
“

俟

得旅顺 口后
”

对华议和条件有如下五条
“
一 赔费 。 二 朝鲜 自 主。 三 ，割地 。 四 江宁 、杭州所杀

倭人
，
应令赔偿 。 五 按照各国

一体均沾之例 ，
以后所有在华倭人 ， 应享权利与欧洲 各国之人无

异 。

”

⑤由此可见 ，早在中 日两国酝酿议和的初期阶段 中国放弃对朝鲜的宗主权并不再干涉朝鲜 内

政
，
已经成为中 日双方议和方案中唯一取得共识的 内容 。 至于其原因 ， 当然不仅仅出 于这两个交战

国家之间的
一

种外交默契 ，归根结底还是由于前述国际关系及军事状况变化的客观结果 。

月 日 ，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通过美国驻 日公使谭恩 （ 的复照 ， 借口清政府直接

提出议和要求之前无法获得 由此次战争所产生之正 当结果
”

，拒绝了美国政府的外交调停 。

月底 ， 日军攻占旅顺之后 ，李鸿章派遣长期担任 自 己外交顾问的天津海关税务司 、德国人德璀琳

前往 日本秘密交涉 并带去致伊藤博文首相的私人信函 ，

“

试图对伊藤博文
‘

动

之以情
’ “

却遭到了 日本政府的拒绝 。 因为
“

拒绝通过伊藤与李鸿章之间 的私人渠道来和平解决

中 日 冲突
”

⑦ 已经成为当时 日 本政府的
一

个既定方针 。 清政府在接到德璀琳秘密外交努力失败报

告后的 月 日
，
通过美国驻华公使田贝 （

——

美国驻 日公使谭恩的渠道 向 日本

政府提出了承认朝鲜独立及赔偿军费 的议和条件 ，被陆奥宗光称为
“

清国政府直接向 日本政府提

出讲和条件的第一步 。
⑧ 对此 ，

日本政府表示应通过双方
“

具有正当资格之委员
”

会议的正式渠

道 来协商
“

应当停止战争之条件
”

，实际上要将美国的作用局限于中 日 两国议和过程的
“
一

个中

间人
”

。
⑩

① 春畝公追頌会編 『 伊藤博 文伝 』 下 、統正社 、 年 、

— 頁 。

② 「 英国 政府 調停二对〉拒絶乂 回答」 、 曰本外務省编纂『 本外交文書 』 第 卷第 册、 頁 。

③ 约米尼著 ，
纽先钟译 《战争艺术》 ，

台北
，
麦田 出版 年版 第 页 。

④ 《
田 贝致格莱锡 》 ， 中 国 史学会主编 ： 《 中 曰 战争 》 第 册 新知识 出版社 年版 ， 第 页 。

⑤ 《 照译前美国 副领事毕德格在 曰本 东京与 外务省人 员议论 中 东军务节略 》 ，
顾廷龙、叶亚廉主编 ： 《 李鴻章全集 》 （

三
） 电稿

三 上海人民出版社 年版
， 第

— 页 。 顾廷龙 、戴逸主编的 《李鸿章 全集》 电报五 （ 第 比 页 ）仅收录 了 《 寄锡蜡胡 同

户 部左 堂张 》 电稿 却未收录该电 之后 所附录的前 引 节略 （顾廷龙、叶亚廉主 编 《 李鸿章全集 》 （
三

）
电稿三

， 第 页
）

。

⑥ 「 米 国 調停 申入二对 回答乂件 」 、 日本外務省编纂『 日 本外交文書 』 第 卷第 册 、

—

頁 。

⑦ 权赫秀 ： 《 李鸿章与 伊藤博 文往来书信考 （ 年 月
一 年 月 ） 》 ， 《 东亚世界的裂 变与近代化 》

，
第

—

页 。

⑧ 陸奥 宗光 『 蹇蹇録 』 、 頁 。

⑨ 陸奥 宗光 『 蹇蹇録 』 、 頁 。

⑩ 中 国 史学会主编 ： 《 中 曰 战争》 第 册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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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事朝着有利于 日本的方向进展 ， 日本朝野纷纷提出了许多有关议和条件的方案 而
“

作

为 日本开战借 口 的朝鲜宗主权问题 反倒没有多少人提及 。 原因很简单 ：此时的朝鲜 已经宣告脱离

清朝藩属 ，而且完全在 日 本掌控之中
”

。 然而 ， 日 本政府却
一

开始就将有关朝鲜问题的 内容作为

议和条件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 日 本学界的相关研究 ， 当时 日本方面先后准备过 份对华议

和条约草案 ，其中主要内容不外乎如下四项 ：朝鲜之独立 、分割 （ 中 国 ） 领土 、 （ 获得 ） 赔偿金 、 （对

华 通商特权 。
③ 其中 ， 由外相陆奥宗光起草的《讲和条约草案》及 《讲和预定条约》两份文件中 都

是在第二条专论朝鲜独立问题 ，具体内容分别为
“

支那担保永久不干涉朝鲜之内治外交
”

《讲和条

约草案》

“

清国担保其不干涉朝鲜 国之内治外交及东亚将来和平之永久
”

《讲和预定条约 》 。
④

由此可见 ，确保清政府不再干涉朝鲜 内政外交 早已 成为 日 本政府对华议和方案 中 的
一个重要内

容 。 正如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早巳指出 ：

“

在从《预定条约》至 《 马关条约原案草稿》 三 ） 的演进过

程中 ，朝鲜独立 ，割占中 国辽东半岛 、 台湾全岛 、澎湖列岛 赔偿军费这三项核心条件 尽管在顺序上

有所变化 内容上有所调整 ，但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动 。

”

⑤

在 日本方面有关议和条约大约六种草案 中被认为最原始草案的 《讲和条约草案》十条中 有关

朝鲜问题的 内容就巳经被列为第
一

条 ：

“

支那承认朝鲜完全独立 自主 ，今后概不干涉该王国之内政

外交。 有损朝鲜独立 自 主之朝鲜对支那所修贡献及其他典礼仪式 将来完全废止 。

”

对照后来的

《 马关条约 》第一款 不难发现《 马关条约》第
一

款有关朝鲜问题的内容除了个别文句之外 基本上

完全采纳了该《讲和条约草案》第
一

条的内容 。 到 年 月 日
，
日 本在广岛的大本营御前会

议上正式任命首相伊藤博文及外相陆奥宗光为议和全权委员 ，
并确定 以陆奥宗光起草的

“

讲和条

约案
”

为基础来与清政府进行议和交涉 。 当时 ，
陆奥宗光有关该条约草案的

“

要领
”

说明如下 ：

“

本

条约案大致分为三段 ：
第一段规定使清国确认成为此次战争之原因的朝鲜国之独立 第二段作为我

国 战胜之结果 ，规定应由 中国让与之割地与赔款之两件 第三段为确定我国在 日 清两国交际上之利

益及特权 规定将来我国与清国之关系同欧美各国与清国之关系均等 ，并进一步设置几处新开 口岸

以及扩张江河通航权利 以期我国在清国之有关通商航海诸权利之永久 。

”

⑦

另
一

方面 ，
日本政府以

“

全权不足
”

为 由 ，拒绝与清政府派遣的两位议和代表张荫桓 、邵友濂进

行议和谈判 。 直到 日 军占领北洋舰队基地刘公岛并俘获北洋舰队全部舰船的 月 日
，
日本政府

通过美国驻 日公使
——

美国驻华公使渠道 ， 向清政府表示
“

中 国另派大臣 ， 除允偿兵费 、朝鲜 自 主

外 若无商议土地及与 日本 日 后定立办理交涉能以 画押之全权 ， 即无庸派其前来
”

不难看出 ，

“

朝鲜 自主
”
一项早在议和之初 就 已经成为 日本政府同意开展议和谈判 的一个主要前提条件 。 正

因为如此 ，随后被清廷委派为全权代表的李鸿章在 月 日 于北京第二次访问英国公使欧格讷之

际 ，就明确表示
“

承认朝鲜独立和战争赔款不会有太大困难 惟要求割地则成为缔结和约之严重障

① 吉辰 《 昂贵的和平 ： 中 日 马关议和研究》 ，第
—

页 。

② 堀 口修「 清講和条約案 起草過程 」 （ 、 （ 曰 本政 治経 濟研究所 『政 治経济史学 』 第 号 、 年

月 、

—

頁
；第 号

、
年 月

、
頁 。

③ 栗原纯 「 曰 清戰争 講和交涉 」 、東京女子大学 『 史論 』 第 号 、 年 、 頁 。

④ 栗原 純 「
日 清戰争 講和交涉 」

、東京女子大 学 『 史論 』第 号 、 年 、 頁 。

⑤ 崔丕 ： 《 中 日 〈 马关条约 〉形成 问题研究 》
， 《
近代 史研究 》 年第 期

，第
—

頁 。

⑥ 吉辰 《 昂贵的和平 ： 中 曰 马关议和研究》 ，
第

—

頁 。

⑦ 陸矣 宗 光『 蹇蹇錄〗 、 頁 。

⑧ 北京美国公使馆 ： 《 节 录中 日 议和往来转电 大略》 ， 《 中东 战纪本末三编 》 第 卷
，
第 页 ， 转引 自 戚其章 《 甲午战争 国际关

系 史》 ， 第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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碍
”

。 直到 月 日 向清廷奏陈
“

预筹赴东议约情形
”

之际 ，李鸿章同样明确指出 ：

“

详阅 日本致田

贝两电 ，于兵费及朝鲜 自 主两节 均认为已得之利 ，而新断争执尤在让地一层 。

“

正是由于上述的背景 ，在马关谈判的过程中 ，中 日 双方都不约而同地将朝鲜自 主独立 内容列为

和约草案的第一条内容 而且在其具体内容上也没有出现实质性的重大争议。 月 日 ，伊藤博文

与陆奥宗光向李鸿章提出的 《和约底稿 》亦即 日方和约草案中 有关朝鲜独立 自主的 内容赫然列为

第一款 ：

“

中 国确认朝鲜国为完全无缺之独立 自主之国 故损害右独立 自主之 由朝鲜国对清国 贡献

典礼等
，
将来应全然废止 。

③较之此前相对笼统的
“

朝鲜 自 主
”

主张 ，
上述的内容不仅要求中 国

“

确

认
”

朝鲜为
“

完全无缺之独立 自主之国
”

同时进
一

步明确提出要
“

全然废止
”

朝鲜与中 国的传统朝

贡关系 ，实际上是要将此前在中 日朝三国关系层面早已出现的外交与军事状况变化事实 ，进一步落

实为具有国际法意义的条约内容 。

当天晚上 李鸿章将 日 方提出 的 《和约底稿 》 内容分两次电告总理衙门 ，并对其内容提出 了如

下的评论及对策建议 ：

“

现 日 本已将和局条款出示 其最要者 ：

一

、朝鲜 自 主 ；
二 、奉天南边各地 、 台

湾澎湖各岛 尽让与 日本 ；
三 、赔兵费库平银三百兆两 。 查 日本所索兵费过奢 无论中 国万不能从 ，

纵使一时勉行应允 必至公私交困 所有拟办善后适宜 ，势必无力筹办 。 且奉天为满洲腹地 ， 中国亦

万不能让 。 日本如不将拟索兵费大加删减 并将拟索奉天南边各地
一

律删去 ’和局必不能成 ，
两国

惟有苦战到底 。

”

④换言之 ，对于李鸿章与清政府而言 ， 同意
“

朝鲜 自 主
”

亦即放弃与朝鲜的传统朝

贡关系 ，
已经不是

一个需要进一步交涉甚至争执的对象 。 因为 当时要与 日方交涉的重点 ， 只有如下

两点 一是
“

拟索兵费大加删减
”

二是
“

拟索奉天南边各地
一律删去

”

。

两天后的 月 日 ，军机大臣便将上述内容奏报光绪皇帝 随后又根据李鸿章的建议而向英 、

俄 、法 、德驻华公使透露了 日 方《和约底稿 》 的部分内容 ，
希冀获得列强同情乃至干涉 ，却仍是未得

要领 。 四天后的 月 日 ，李鸿章在 日方一再紧逼之下提出 了针对 日方上述草案的修正意见 其中

有关
“

朝鲜 自 主
”

的内容也是被列为第
一条 内称 ：

“

中国 巳于数月 前声 明 ，欲认保朝鲜为完全无缺

之独立 自主局外之国 ，
此次立约 自 应载入 惟 日 本亦须照认。 日 本所拟约文 自应酌改 。

”

⑤ 月

日
，李鸿章进

一

步提出对 日方草案的修正案 ，
其中有关朝鲜部分的第

一款内容为 ：

“

中 日 两 国公同

认明朝鲜为特立 自主 并公同保其作为局外之国 约明或干预朝鲜 内务于其 自主有碍 或令修贡献

典礼于其特立有碍者 ，
嗣后概行停止 。

”

相 比之下 ’ 李鸿章的上述修正案尽管承认朝鲜的
“

特立 自

主
”

并放弃对朝鲜 内政的干涉 却同时要求 日方保证朝鲜为
“

局外之国
”

，显然是试图通过朝鲜的中

立化 （ 亦即永久中立 （ 来阻止 日本对朝鲜的独占 并继续确保朝

鲜半岛为中国的
一

个周边安全屏障 。 值得注意的是 要求 中 日 两国
“

公同保其作为局外之国
”

的内

容并未见于此前李鸿章与清政府讨论对 日议和问题的任何文件 甚至不见于马关议和期间李鸿章

与清廷之间往复电报 ’
而且在该内容经 日 方反对之后李鸿章也再未提起 。 笔者认为 ，有关朝鲜 中立

化的上述内容 李鸿章似乎并未向清政府正式报告 因此极有可能是李鸿章的议和团 队为与 日方讨

① 一 转引 自 戚其章 《 甲午战争 国际关系 史》 ， 第 页 。

② 《预筹赴 东议约情形折》 ，顾廷龙 、 戴逸主编
： 《李鸿章全集》 奏议十六

，
第 页 。

③ 「 日 本侧講和条 約草案受領 旨 回答 件 」 、 日本外務省编幕 『 日 本外交文書 』 第 卷第 册 、

—

頁 。 以 上 内容 系

根据 日 文直译 查李鸿章 当 天致 总理街 门 电报 将上述 内容译为如下 中文 ：

“

第
一款 ，清 国认 明朝鲜确 为完全无缺之独立 自 主 ，

凡有

亏损独立 自 主体制
，
即如 该国 向 清国所修贡献典礼等 ，

嗣后全行废绝 。

”

尽管大意 上与 日 文并无很大差弄 ，
细节 与语气上仍 有值得

注意的 若干区 别 。 《寄译署 》
，

顾廷龙、戴逸主编 ： 《李鸿章全集》 电报六
，
第 页 。

④ 《寄译署》 ，
顾廷龙 、戴逸主编 ： 《李鸿章全集》 电报六 ， 第 页 。

⑤ 「 清国講和条 約草案 」 、 曰 本外務省编幕 『 日 本外交文書 第 卷第 册、

—

頁
。

⑥ 「 清国全榷我提案二对又瓜修正案提示 件 」 、 曰 本外務省编纂 『 日 本外交文書 』第 卷第 册、

—

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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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还价而临时起意并提出的一个协商筹码 。

对此 ， 日 本方面通过第二天即 月 日 的答复 ，对李鸿章的上述修正案提出 了
“

再修正案
”

。

其中有关朝鲜问题的第
一款部分 明确提出

“

关于第一条 ，此前 由大 日 本帝 国全权大臣向大清帝 国

钦差头等全权大臣提出之语句不可更改
”

①
，实际上完全拒绝了李鸿章有关朝鲜中立化的提议 。 当

天下午在与李鸿章的第五次会谈中 伊藤博文甚至咄咄逼人地表示
“

阁下对此觉书 （ 当天 日方提出

的再修正案 ） ，决答唯有诺或否
一

字而已
”

。
② 第二天的 月 日伊藤博文有关该修正案致李鸿章

的书面声明 更是进
一步公然威胁道 ：

“

今 日我所承诺之媾和条件 ，
并非至后 日 亦必须承诺者 。

”

③

月 日 ，李鸿章再次致函伊藤博文 试图进一步协商割地 、赔款 、通商权益等 内容④ ，却遭到

了 月 日 伊藤博文复函
“

本大臣拒绝再度审议 日 本 国之要求条件
”

的 明确拒绝 。
⑤ 此后李鸿章

与清廷之间的往复电报也再也没有提及有关朝鲜问题 只是在签订条约之前的 月 日 复天津海

关道盛宣怀电中 提到
“

朝鲜准 自 主 ，商令两国勿干涉内治 ，伊不允 非据而何
”

⑥不过是在坦承 自

己有关朝鲜中立化的上述建议遭到伊藤博文拒绝而已 。 至此 ， 《马关条约》第一款有关朝鲜问题的

内容 可以说 已经结束了 双方代表之间 的
“

议定 （ 程 序而 即 将进入最后 的
“

签署
”

阶段 。
⑦ 结果 ， 年 月 日 由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签订的中 日 《 马关条约 》第

一

款有

关
“

朝鲜独立
”

的 内容⑧ 其 日文本文句与 月 日 日本方面提出的 《和约底稿》 内容完全
一

致 ， 中文

本内容除将两处
“

清国
”

改为
“

中 国
”

，
以及

“

凡与
”

句之前增添一个
“

故
”

字外 也是几乎完全一致 。

换言之 ，在整个马关议和期间 ， 日本单方面地主导和贯彻 了和约中有关
“

朝鲜独立
”

的条款及其内

容 ，
至于李鸿章在这

一

问题上所提出的有关朝鲜中立化的建议 ，则遭到了 日本的彻底否定 。

至此
，

年 月朝鲜政府单方面宣布废除对华三章程导致 中朝官方关系断绝 ，
以及同 年

月 朝鲜被迫成为 日本对华战争的
“

攻守同盟
”

的 中 日朝三 国关系变化的 国际关系现实 ， 还有

年 月 以后清军被迫退 出朝鲜半岛 ，并放弃在朝鲜击退 日 军及恢复中朝传统关系之战争 目标的军

事进展结果 ，通过一年以后的 年中 日两国媾和条约第
一

款的方式得到 了具有国际法意义的确

认 从而成为在近代东亚历史上影响深远的
一

个法律事实 。

〔作者权赫秀 辽宁大学历史学 院教授〕

责任编辑 ： 高 莹莹 ）

① 「 清国政府 提 出 七 修正案二对又少我再修正案 」 、 曰本外務省编纂『 曰本外交文書 第 卷第 册 、

— 頁 。

② 「会見要録 第 五回 」 、 曰 本外務省编幕 『 日 本外交文書』 第 卷第 册 、
— 頁 。 中 双方马关议和期 间从 年

月 曰 至 月 日 计有 次正式会谈 其对话 内容仅见 《 日 本 外交文书 》 第 卷第 册 第
—

页 收 录的历 次
“

会谈要

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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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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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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