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国的甲午战争研究
——

日 本侵略主义 、 甲 午 改 革及亚 洲 民 众 的视角

王 贤钟

一

、 甲午战争的定义及其研究概况

世纪后半叶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 表现为传统东亚国 际秩序之朝贡体制 的崩溃 进而被伴

随着西欧帝国主义列强政治 、军事侵略而来的不平等条约体制所取代 。 甲午战争①为上述的东亚

历史变化提供了
一

个重要契机 。 甲 午战争是指围绕着争霸朝鲜 清 国与 日 本两个邻 国之间所发生

的武力冲突 。 至于这样
一

种性质的 甲午战争因何爆发 ， 固然要从 世纪七八十年代 以来东亚秩序

之中 ，清 日 两国的政策变化里寻求原因 而其直接起源通常被认为是 年东学农民战争的爆发 。

东学农民战争是
一

场席卷朝鲜全国的农民起义 ，其过程从 年 月全罗道古阜农民起义以

及 月茂长第一次起义开始 经过 年 月 第二次起义 ，
直至 年 月全瑋准等领导人被

处死为止 。 年当时的历史状况 ，
可以概括为 自 世纪 年代以来围绕着构筑东亚秩序而展

开的西方列强与东亚各国之间的争夺 ，
以及围绕着朝鲜问题而展开的清 日 之争 。 关于这场战争 韩

国称之为
“

清 日战争
”

， 日 本称为
“

日 清战争
”

， 中 国则称
“

甲午 中 日 战争
”

或
“

第
一

次中 日 战争
”

。 不

幸的是 正是这场战争将整个东亚卷入了此后长达半个世纪的 战争漩涡 。 因此
， 唯有正确理解

年之际东亚国际局势及其历史 才能准确地理解此后的近代东亚历史 。

迄今为止 韩 、 中 、 日 三国为纪念 年甲午战争 先后召开过多次学术会议 ，并建造了 战争纪

念馆 。 中 国大约以 年为周期 ，举办大规模的
“

甲午中 日 战争
”

学术大会 ， 已经积累 了许多的史料

与相关研究成果。 自从 年战败开始 自我反省战争责任 以来 ，
日本有关甲午战争的研究一直相

当沉寂 ，直到甲午战争爆发 周年前后才开始探讨 日 本国民的相关战争经验及其记忆问题 。 韩

国也是以 年农民战争 周年纪念为契机
，
开始集中探讨甲 午战争爆发与 甲 午改革 、农民战

争的关系 ，却至今仍未能就 甲午战争本身提出
一

个独 自的学说 。

二
、 年以前韩国学界的 甲午战争研究概况

从 年韩国解放以来 ，
日本与 中 国 已经对导致东亚三 国 国际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的 甲午战

① 原文通篇作
“

清 曰战争
”

，
也是韩国 学界的通 用概念 除箸作及论文题 目 外 ，

正 文叙述部分 由译者全部改 为
“

甲 午战争
”

以期与 中 国学界通用 概念
一致 特此说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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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进行了许多研究 。 在战前时期 ，
日本学界基于 日 本帝国 的立场 ，认为这场战争是抵御西方各 国

侵略 、守护东亚和平的战争 ，从而也否定了甲 午战争之后亚洲太平洋战争的侵略性 年 以后的

研究则对上述的战前研究倾向以及殖 民侵略进行了反省与批判 。 至于韩 国学界在各个时期有关甲

午战争研究的不同主题 详见表 。

表 韩国学界有关 甲午战争研究论著统计
— ①

时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

分 ■
— — — —

类
著作 论文 著作 论文 著作 论文 著作 论文

国际关系史

甲午战争

东学农民战争

甲午改革

思想认识

社会经济等

合计

总计

表 的有关甲午战争的研究动向是以 年 甲午战争爆发 周年为基点 大约以前后各

年为一个周期来进行分析 。 至于研究主题的分类 ，则分为 世纪末国际关系史 、 甲午战争 、东学农

民战争 、甲午改革 、东亚及 甲午战争思想认识 、社会经济以及教科书批判等六个部分。 从研究著作

来看 年至 年的 多年间仅有 部
，到 年 以后则相继增加到第三期的 部 、第 四

期的 部 。 至于研究论文更是有大量增加 ，从第
一

期的 篇 相继增加到第二期 的 篇 、第三期

的 篇 、第 四期 的 篇 。 有关 甲午战争研究的全部著作为 部
，论文为 篇

，共计 篇

部 。

首先 在 世纪
—

年代期间 ，
以甲午战争为单一主题的研究著作寥寥无几 作为解放后

出版的概论性著作只有李瑄根的 《韩 国史
——最近世篇》 （ 震檀学会 ，

年 ） 。 该书受到了战前

田保桥洁有关 日 中朝三国外交史及朝鲜近代史研究体系的影响 著者只是从韩 国史的角度 以当

时朝鲜国 内变化及对应为中心 ，更加具体地描述了 甲午战争前后朝鲜社会的变化 。 尽管该书未能

揭示与此前研究不同 的甲午战争 却也具体地叙述了 日本的侵略过程 。

年代以后的研究 ，开始关注朝鲜社会的近代化运动 ，并出现了试图肯定性地诠释开化派 甲

申政变 、甲午改革等近代改革运动中 民族主义倾向 的近代史研究 。 甲 午战争与韩 国近代史变化进

① 该表 系对 世纪 年代 以来有关甲午战争研究各个主题研究成果的综合统计 。 此处的
“

韩 国 学界
”

意指 由韩 国 学者在

韩 国进行的相关研究 并不包括韩 国学者在 本 、 中 国发表或外 国学者在 韩 国发表的研究成果 。 研究成果 的形态分 为著作与 论

文
，
不 包括硕士 、博士学位论文 。 该统计 系 利 用 韩 国 教育 学术情报院 学术情报服务 网 （ 、 国 史编 幕委员 会数据库

做成 ， 其 中 个 别论文 可 能 因 为 收 录 到不 同 的论文集 或单行本 而 出现 重 复

统计 。

② 田 保桥洁利 用 实证资料 ， 系统考察 了从《 中 日 天津条约 》 以 来的 曰 朝关 系
，
包括 东 学农民战争与 曰本 干涉朝鲜 内 政改革 、

列 强千涉 、清 日 开战等问题 主要研究成果有 『 近代 日 支鮮 関係乃研究 』 （
京城、京城帝 国 大学 、 年 ） 、 『近代 日 鮮 関係乃研究 』

朝鮮総督府中枢院、 年 ） 、 『 曰 清戰役外交史乃研究 東京 、 刀 江書院 、 年
）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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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相关性研究就是其中一环 其中值得瞩 目 的便是朴英宰及柳永益的论文 。 朴英宰在题为 《清

日 战争与 日本外交 》的论文 中 ，通过分析《马关条约》草案 探讨了 日 本外交方针的形成 以及媾和过

程。 他指 出 ，在 当时军事上局势有利 以及 由于美 国调停而掌握媾和交涉主导权的情况下 ，
日 本

陆军与海军
一

致主张 占领辽东半岛与台湾 ，使之成为将来攻略东南亚及中 国大陆的基地 而 日 本

政府通过协调陆海军双方意见 使媾和条件变得更加强硬 。 至于以 朝鲜独立为名而推进割让辽

东半岛的
“

秘密主义
”

，最终招致了三国干涉的外交失败 。 朴英宰在此后的研究中 ，进
一

步考察了

负责 世纪 年代 日本外交的外务大臣陆奧宗光的外交论
，
并批判 了 日 本学界有关 日 本外交

存在军部强硬理想主义与陆奥现实外交所谓
“

双重
”

路线的研究模式 。
② 他指 出陆奥的外交路线

所反映的所谓
“

秘密外交
”

或
“

双重外交
”

之
“

双重
”

态度 ，其实仍是出于 日 本对外扩张的侵略主义

方针 。
③

柳永益通过 《 甲午更张时期 日本的对韩政策 》
一

文 ，批判 了此前强调 甲 午更张他律性的先行研

究 ，指 出就是在 日 本倾力于甲午战争的所谓
“

消极干涉时期
”

（ 年 月 日— 月 日 ） ，
开

化派官僚主导了朝鲜的改革 ， 日本只是提供支持 因此本质上应该是
“

自律的改革
”

。
④ 在此后的研

究中 柳永益进
一

步指出 日本政府以平壤战役胜利为契机 ，采取了积极干涉政策 ，并开始推行业巳

由 日 本内阁决定的保护国化政策 。 这种观点意在否定此前有关甲午更张系 由 日军占领景福宫 以后

所扶植的亲 日傀儡政权推动的结论 而强调 了在
一定时期 内是没有 日 本干涉的 自律性改革 。 他的

相关研究 可以说提出 了试图强调朝鲜独 自进行近代改革运动的内在研究模式 。
⑤

世纪 年代以后的研究则主要是围绕甲午战争的外交方面展开 其中代表性研究成果为

由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出版的 《清 日 战争前后 的韩 国与列强 》 ，
以及 由韩 国史研究会 出版的 《清

日 战争与韩 日关系 ：关于 日本对韩政策形成的研究 》两书 。 上述两书都是将甲 午战争与 日本的侵

略主义联系起来加 以批判的一种外交史研究成果 。 直到纪念甲午战争 周年的 国际学术会议

论文集 《清 日 战争的再照明 》
一书的 出版 ，

才第一次实现了韩 中 日 三 国在相关研究方面的交流与

合作 。
⑥ 这本论文集主要探讨了 甲午战争时期清国与朝鲜 、 日 本 、英国等国 间的关系 但仅止于概

括整理战争前后外交 、战争过程 ， 以及各研究者在 世纪 年代的研究成果 ， 并未能提出 新视

角 、新问题。

综上所述 韩 国学界第
一至第二期 的甲午战争研究 ，大多是从批判帝 国主义列强外交交涉 、 日

本侵略主义的角度来探讨东亚国际秩序的变化 。 至于战前 由 日 本学者主导的 甲午战争研究 ，并未

能在上述时期得到批判与克服 ，
而是直到最近时期才从整体的 问题意识以及实证角度提 出了 系统

① 朴英宰 ： 《 清 曰战争与 本外交——以辽 东半岛 割让问题 为 中心 》 ， 《
历 史学报》 第 、 期合集 ， 年 。

② 信夫清三郎的研究曾指 出在 甲午战争时期 ，
日本外交存在着所谓

“

双重外交
”

，
即外相 陆奥宗光的和平主 义方针与 以战争

为 目 标的陆军参谋 次长川上操六等的 军部 方针 ，详 见信夫 清三郎 的 『 日 清戰 争——七 政治 的 外 交的概察 』 （福 田 書房 、

年 ） 和 『 陸奥外 交—— 曰 清戰争 外交史的研究 』 （ 叢文閣 、
年

）
。 此后 中塚明在 『 曰 清戰争乃研究 』 （青木書店 、 年 ）

一书

中 ，批判 了 上述的
“

双重外 交论
”

，并指出 当 时 日 本外交与军部是相互密切协助的关 系 。

③ 参见朴英宰 《清 日 媾和与 美 国战争 》 ， 《
历 史学报 》 第 辑 年 《 年代 的 日 本 外交及外交论》 ， 国 史编纂委 员 会

编 ： 《 国 史馆论丛 》 年
； 《陆奥宗 光与 清 日 战争 》 ，翰林大 学亚 洲 文化研究所 编 ： 《清 日 战 争的再 照明 》 ，翰林 大学 出版部

，

年
。

④ 柳永益 ： 《 甲午更张 时期 日 本的对韩政策
——针对 甲午更张他律论的修正性批判 》 ， 《

历史学报》 第 辑 ， 年 。

⑤ 柳永益在此后研究 中通过考察井上 馨公使的保护 国化政策以及朴 泳孝的独立路线等 批判 了 日 本保护 国化政策 的失败 ，

却仍是基于近代主义的观点 而强调 甲午更张的近代性一面 。 参见柳永益《清 日 战争 中 日本 的对韩侵略政策 ：
以 井上馨公使的朝 鲜

保护 国化企图 为 中 心》 ， 《清 曰 战争前后 的韩 国与 列 强 》 ，
韩 国精神文化研究院 ， 年 。

⑥ 翰林大学亚洲 文化研究所编 ： 《清 日战争的再照明 》 ，
该论文集收录 了金基赫 、朴英宰 、 柳永益、谢俊美

、
森山 茂德 、

等各 国学者的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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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判 则不能不说是
一

种晚时之叹 。
① 进人第三 、四期以来 ，随着对东亚国际关系史的深人研究 ，

有关甲午战争各个领域的研究也进
一

步深人细致 甲午战争研究史遂迎来了 年以来的一个全

新局面 。

三 、 年以后韩国学界有关甲午战争研究的主要观点

自从 世纪 年代以来 ， 日本学界开始从 日 本内政因 素角度寻找 日 清开战的理由
，
提出 了

当时并不存在一个确定的对韩政策 的新观点 进而 出现了从 日本民众的视角考察 甲午战争的大

量批判性研究成果 。 相反 ，韩国学界基于韩国史的立场重新检释外交史乃至 国际关系史的研究

成果却寥寥无几 其原因 固然在于韩 国所 留存的有关甲午战争资料原本不多 ， 同时也是因为一直

未能确立独立的研究视角与观点 ， 只是停留 在介绍 日本及欧美学界研究成果的水平上 。 自从

年以来 韩 国学界也开始出现有关 甲 午战争研究的大量成果 ，就是因为随着 年东学农

民战争研究高潮 的到来 ，
开始重新关注 甲 午 战争 包括对 日 本学界的研究成果进行再批判性研

究 。

此前有关 日本外交政策及甲午战争的基础史料 主要还是 年以后整理出版的 日本官方史

料 、外交文书 、军队文书等 。 韩国学界整理出版的 《驻韩 日本公使馆记录 》对于相关研究的深人开

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而 年纪念东学农民战争 周年之际刊行的 《东学农民战争史料丛书》 ，

更是在此后二十多年间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
③ 此外 ，还有与外交史相关的基本文献解题 ，

以及阐明东亚国际秩序结构性变化的研究成果 。
④ 关于 世纪 年代后半期以来韩国学界有关

甲午战争的研究倾向 大体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 ：

甲午战争爆发经过及 日本虐杀中韩民众

关于甲午战争的开战过程 多是批判 日本学界最近的研究倾向 并从多方面深人探讨了 日本侵

略过程的阶段性变化及与其相关的军事 、外交 。

崔硕堯早在其东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中就分析了 世纪 年代明治政府东亚政策的变化 ，

并在 年以后的研究 中进
一

步探讨了 甲午战争的开战过程 。 他指出有关 甲午战争开战的研究

有两大倾向 ，

一是认为 日本政府一开始就为引发战争而不断挑战清朝从而最终导致了战争 ，也就

是将 甲午战争理解为明治前期对外扩张政策的结果 。 至于 世纪 年代 中期 以来出现的另一

种倾向 则认为甲午战争其实是一场偶发性战争
， 即将 甲午战争理解为明治前期清 日 合作政策亦

即非扩张主义外交路线的瓦解过程。
⑤ 崔硕莞集中批判 了上述两种倾向中 的后者 。 他指 出 ， 当时

① 金钟俊
： 《殖民史学的韩 国近代 史叙述以 及韩 国合并认识》 ， 《历 史学报》 第 辑 年 ；

田保桥洁著 金钟学译 《近代

曰 鲜关系 的研究》上 ，

一潮阁 年 。

② 檜山 幸夫编著 〖 近代 本乃形 成 清戰寺 戰争 社会史 』 、雄山 閣 、 年
；
大浜徹也 『 庶民 為尨 日 清 日露戰

争——帝国 刃 步 』 、刀 水書房 、 年 。

③ 国 史编幕委 员会编 ： 《驻韩 曰 本公使馆记录 》
一

国史编纂委 员会 — 年 ；
历史问题研究所 、 东学农民战争百周

年纪念事业推进委员会编 ： 《 东学农民战争史料丛书 》
一 史芸研究所 ，

年 。

④ 国 史编纂委 员会从 年起就陆续刊印 了
《驻韩 日 本公使馆记录》 ，

包括影 印 本 卷 、 原 文及翻译本 卷
、 索 引 卷 。

通过该资料与 明 治时期 《 曰 本外交文书 》 ，
可 以 了 解 当 时 日 本外交政略的 内幕 其 中 包括驻朝 曰 本公使馆与外务省往来文件 、电报 ，

包括有关甲 午改革及甲午战争动向的原始报告文件 从而大大提高 了 相 关外交史研究的水准 。 有 关韩 末外交史文献的介绍 ， 最早

有李用 熙 《近世韩 国外 交文书 总 目 （ 外国编 ） 》 （韩 国 国会图 书馆 年
） ，
此后更加综合与 系统的 文献介绍则 是金容九、河英善合

编的 《韩国外 交史研究》 （ 罗 南 出版 年 ） 。

⑤ 高播秀直 『 曰清战争 道 、創元社 、 年
；
大 博 明 『 近代 日本 東了 夕 政策 軍事—— 内 閣制 軍備路線乃 確

立
、 成文堂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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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伊藤博文与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的开战战略并非所谓临机应变之措施 而是试图通过将朝鲜内

政改革要求提高到极端 从而挫败清朝的对 日 交涉意志进而消除英 、俄仲裁余地的一种
“

交涉雾散

战略
”

。 就是说 ， 日 本的开战外交不仅符合当时驻朝鲜之 日本外交官的开战要求 ，而且也是考虑

到对英条约改正的因素 ，
逐步地走向 了战争 。 崔硕莞的上述研究 固然有针对当时 日 本学界战争偶

然爆发论的痛烈批判意义 却仍是延续了 日本学界在战后对明治外交侵略主义性质的批判立场 只

是相对地深入地揭示了其侵略过程而巳 。

其他研究者则强调 了 日本在对清战争过程中大规模虐杀 中 国与朝鲜民众的一面 ，从而对战争

性质进行 了新的诠释 。 姜孝叔利用 日本防卫省资料 具体探讨了 甲 午战争期间 日 本军队镇压与虐

杀东学农民军的史实 ，指出 年 月 以后 日本军队在朝鲜全国的讨伐与虐杀行为 ，绝不仅仅是

为了确保兵站线安全 ，而是作为占领者对被占领地非武装居民的虐杀 进而大胆地提出了这场战争

应该是朝清 日 战争的观点 。 这种解释试图摆脱清 、 日 战争的视角而强调朝清 日 战争尤其是 日 本与

朝鲜之间战争的
一面 却仍未能摆脱从国家层面来诠释的局限性 。

②

上述的研究倾向 把朝鲜视为甲午战争的直接被害地区 并深人考察战场现地实际情况 ，
其意

图值得肯定 。
③ 这样的努力 ， 当然是为了通过考察战争期间 民众所经受的残酷战祸情形来了解战

争背后的 日 常生活 ，与 日本学界近来关注 日本人的战争体验 、残酷记忆以及战争实况等问题的研究

倾向也可以说是颇为一致 。 问题在于 甲 午战争并不仅仅是国家层面的问题 而应该进
一步关注 日

本帝国侵略与东亚民众之间的对立 ，亦即应该关注
“

民众层面的战争
”

内容 。

清 日 外交史研究的新倾向 重新审视
“

属邦论
”

以及概念史

甲午战争的另一个研究主题 就是关注 世纪 年代以来清 日两 国有关朝鲜问题的对应以

及朝鲜对国际关系认识的变化 。 首先 ，就是在朝鲜与清朝的关系领域 ，即便是在前近代的朝贡体制

之下 内政与外交仍是 自主 以及如何评价 世纪 年代以来中 国的朝鲜属 国化政策的 问题 。 与

此前的研究不 同 ，具仙姬的研究系统地分析了朝清关系与
“

属邦论
”

。
④ 她通过考察 年朝鲜政

府内部有关清 国借兵论的争论以及对清认识 ，指出对清借兵决定是出于试图维护王权的高宗以及

试图维护既得利益的闵氏戚族政权实权人物闵泳骏与外压势力之代表袁世凯之间的勾结 是顺应

清国属邦体制的结果 。

她认为从 年壬午军变以来直至甲午战争期间清 国对朝鲜施加 了政治 、军事暴力的外压 ，

是阻碍朝鲜社会近代化的
一

个决定性外因 并对清国清除朝鲜国 内反清势力以及假托朝贡体制而

实质上具有帝国主义侵略性质的对韩政策进行了痛烈的批判 。 她指出在前近代朝贡关系 中存在朝

清
“

属邦问题
”

，到了近代国际公法体制则被清国与 日 本所利用 进而成为朝鲜最终沦为近代殖民

① 崔碩 莞 『 日清戰争 道程 』 、吉川 弘文館、 年 《清 曰 战争 时期 本政府 的 东亚秩序再编政策——条约改正 外交与

朝鲜派兵决定
》

， 《 曰 本历史研究》 年 《 日 本政府与 朝鲜 内政改革案 （ 》 ， 《 日 本历 史研究 》 年 ； 《 曰 本政

府的清 曰 开战政策——第一 次开战企 图及其挫折》 ， 《 中国 近现代 史研究》 年 《 曰 本政府与 清 曰战 争开战过程——列 强干

涉与 本的 交涉雾散战略》 ， 《 日 本历史研究》 年 。

② 姜孝叔 ： 《清 曰战争 时期 曰本军对东 学农民军的镇 压 》 ， 《开放精神人文学研究》 圆 光大 学人文学研究所 年 ； 《黄

海、平安道的 第 二次东 学农民战 争》 ， 《韩国近现代 史研究 》 年 《清 曰 战争时期 曰 本军对朝鲜 民众的镇 压
一

以 曰本 军的

“非合法性
”

为 中心 》 ，
王 贤钟 、 大 曰 方纯夫等 《清 曰 战争期 间韩 中 曰 三国 的相互战略》 ，

东北亚历 史财 团 ， 年 。

③ 车 琼爱 ： 《通过清 曰 战争 时的 战争见 闻 录来看战争地 区民众的生活 》 ， 《 明 清史研究》 年 《 清 战 争当 时朝鲜战

争 区域的 实际牧况》 ， 《韩 国文化研究 》 梨花女子大学韩 国 文化研究院 年 。

④ 宋炳基
： 《近代韩 中关 系 史研究

—— 世纪末的联美论与朝 清交涉》
，
檀大出 版部 年 权锡奉 《清末对朝鲜政策史

研究》 ，

一潮阁 ， 年 金正起 《 清的对韩政策 （

—

》 ，《 年农 民战争研究》 年 ； 具仙姬 ： 《韩 国近代对 清政策

史研究》 ，
困 书 出版慧眼 年

；
殷丁泰 《清 曰 战争前后朝鲜的对清政策与朝 清关系的 变化》 ，王 贤钟 、 大 曰 纯夫等 ： 《 清 曰 战争期

间韩 中 曰 三 国的相互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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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
一

个因素 。 这样
一种研究倾向 与近年来中 国学界有关李鸿章对朝鲜政策 的评价显然大相

径庭 。 中 国学界的研究多是指出强化宗藩关系的措施不无保护朝鲜进而保全朝鲜 国家主权及领土

完整的意义 ， 因而强调了其中肯定性的
一

面 。

另外 近年来的概念史研究超越了三国关系史的层面 开始关注当时知识分子的 国际局势认识
‘

及世界观 并探讨
“

属国
” “

独立
” “

文明
” “

国民
“

等主要概念及其嬗变 。
② 这些研究批判了此前东亚

政治外交史研究中东亚是单方面地接受西欧学界概念的观点 ，试图更加深人系统地揭示东亚各国

接受近代概念及其认识变化的过程 ，可以说开拓了概念史研究以及近代话语研究的新领域 。

朝鲜 甲午政权的依赖 日本及其近代性论

韩国学界在有关甲 午战争问题上争议最多的部分 ，便是 甲午改革的性质 。 年 月 ， 日 本

为挑起对清战争 ，
强行占领朝鲜王宫之景福宫并更换了政权 即所谓景福宫 占领事件 。 对于此后成

立之甲 午政权的改革 ，究竟是依赖 日 本的他律与依附的改革还是 自律的主体改革 ’

一

直众说纷祭 ，

其焦点就在于甲午改革的对外依赖性以及改革的近代性问题 。
③ 因此 在韩国近代史研究领域 ’有

关甲午改革的研究就 日 益受到了重视 。

进入 世纪 年代以来 ，韩国学界有关甲午改革的研究呈现出两种不 同倾向 。

一

是认为随

着 日本对清战争的胜利以及对朝鲜保护国化政策 ， 甲 午改革仍是属于对 日依附的性质 。 这种观点

强调 日 本的保护国化政策 ，并探讨了货币制度改革 、大规模借款等 日 本经济侵略的事实 。 年

月 日 ， 日 本政府决定暂时选择所谓
“

乙策
”

为此后处理朝鲜问题的原则 ，这个
“

乙策
”

则多被解

释为试图将朝鲜变为名副其实的 日 本保护 国的方针 。
⑤ 问题在于 由于西方列强的干涉 当 时 日本

只能通过驻朝全权公使来行使对朝鲜内政的干预 。 当时 日本 的外交政策还不能落实具有实质意义

的保护 国政策 也未能设立类似 年以后 日本保护 国统治那样的政治干涉机构 ，
因此上述的研

究可以说并未能触及问题的实质层面 。
⑥

另
一

种观点认为甲午改革大大改变了传统朝鲜社会 在国 内层面完成了近代社会乃至近代国

家的改革 ，
主要包括作为国家制度改革的行政体系及地方制度的变化 、作为社会改革的身份制度改

革 以及实施近代审判制度 、财政货币制度近代化 农业领域地主制 的发展 以及流通经济的变化等

内容 。
⑦ 这种观点

一

方面承认由于 日 本侵略而未能完成独 自 的改革 ， 同时主张应在韩 国社会 内在

① 朴尚洙
： 《 最近 中国 学界的韩 中关 系史研究视 角及其观点》 ， 《 大邱 史学》 年

，
第

一

页 。

② 裴 亢燮 ： 《 开港期的 对清意识及其 变化
——

以 民众界的 动向为 中 心 》 ， 《韩 国 思想史学》 年
；
金庋亨 ： 《 大韩 帝国 初

期文明 开化论的发展》 ， 《 韩国 史研究 》 年
； 崔 圭振

： 《 清 曰 战争期知识人的 国 际情 势认识及其世界观》 ， 《 亚细亚 文化研

究 》 年
；
郑容和 ： 《

文明 的政 治思想——俞吉 濬与 近代韩 国 》 ， 文学与 知性社 年
； 朴羊信 ： 《近代 日 本 的

“

国 民
” “

民族
”

概念的 形成及其展开 》 ， 《 东 洋史学研究 》 ，
年

；
金圣培 《儒教的思 维与近代 国 际政治 的 想象力——旧 韩末金允植的儒教

式近代受容 》 ，创批 年
；
玄光浩 《韩 国近代思想家的 东亚认识》 ，

图书 出版先人 年 。

③ 有 关甲 午改革研究 史的 成果整理 主要有郑 昌烈《 甲午农 民战争与 甲午改革 》 ， 《韩 国史研究入 门 》 （ 第 版
）

，

知识 产业社 ，

年 ；河元镐 《 甲午改革——自 主性与 亲 曰 性 》 ， 《历 史批评》 卯 年秋季号 （ 号 ）
；
朱镇五 ： 《 甲 午改革的新理解》 ，

《历 史批评》

年秋季号 号 ）
；
李培镕 ： 《 关于开化思想 、 甲 申政变 、 甲 午改革 的研究现状及其课题 》 ， 《韩 国 史论》 国 史编幕委 员会

年 ；
王 贤钟

： 《近代化运动的开展 ： 甲 申政变与 甲 午改革 》 ， 《新 韩国 史入 门 》 下 （ 第 版
） ，知识产 业社 年 。

④ 金正起 《 甲午更张期 日 本的对朝鲜经 济政策——以 曰 本借款政 策为 中 心 》 ， 《韩 国 史研究》 年
；
吴斗 焕 ： 《韩国 近

代货 币 史》 ，
韩 国研究院 年

。

⑤ 柳永益 《 甲午更张研究 》 ，

一潮阁 ， 年 ；柳 永益 《 东学农 民蜂起与 甲午更张 》 ，

一潮 阁 ， 年
；

金贤锡 ： 《 甲 午改革期

曰 本的 朝鲜保 护国化 企图与 日 本人顾 问 官的活动 》 ， 《韩国 近现代 史研究》 年春季号 辑
；
金贤哲

： 《 清 日 战争开战时期 曰 本

对朝鲜政策的名义与 实 际 ： 以 曰 本外务 省的构想与驻韩 日本公使馆的 活动 为 中心 》 ， 《 日 本研究论丛》 ， 年 。

⑥ 王贤钟
： 《韩 国近代 国 家 的形成与 甲午改革 》

，
历 史批评社 年 ， 第

—

页 。

⑦ 金容 燮 ： 《 韩 国近代农业 史研究 （ 》 （ 增补版 ） ， 知识产业社 ，
年

； 《 韩 国近代农业史研究 （
、 》 ，

知识 产业社

年
；
都冕会 《韩 国近代刑事裁判 制度 史》 ， 青吏 年 ；

慎镛厦 《 东 学与 曱午农民战争》 ，

一潮阁 ，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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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脉络上从阶段性的眼光来考虑这一问题 。

至于甲午改革在甲午战争期间所起的作用 则大多持批判 的态度 。 年 月 以后 甲午政

权针对农民军的镇压与虐杀政策尤其被指责为
一

个致命的缺陷 被评价为主动清除抵抗 日 本侵略

的民族主义势力从而丧失 了能够形成民族团结理念的社会基础 。 与甲午改革及其与 日本关系的

研究直接相关的
一

个重要问题 ，就是 年 月 明成皇后 闵妃被杀事件 。 闵妃被杀事件不仅暴

露了 日本帝国主义的 冒 险主义侵略政策及其帝国主义侵略性质 ，
同时也暴露了 甲午政权的对 日依

赖性 。 尽管甲午政权的对 日依赖不无改变朝鲜传统秩序及其社会风俗的近代化意图 随后高宗及

其亲信势力的俄馆播迁行动 最终还是导致亲 日 甲午政权的崩溃 ， 日本的侵略政策也随之遭到了挫

折 。
② 因此 ，可以说甲午改革仍是属于依附外 国势力的性质 ，最终给近代 国家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

障碍。

四 、 加强韩中学术交流进而探索东亚民众联合

年的 甲午战争 ，导致了 日本的帝国主义化与中国 的半殖民地化 以及朝鲜的殖民地

化危机 。 目前在韩国学界引领 日本史研究的第
一

、二代研究者们大多是 日本或欧美归国留学生 因

此韩国学界的 甲午战争研究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他们所留学国度研究倾向的影响 。
③ 直到最近时

期 ，
才开始出现摆脱 日本史视角的甲 午战争研究成果 ，进而开始形成独立的学风与方法论 ，包括关

注甲午战争时期对东亚民众的虐杀 、从东亚国际关系史脉络来理解 甲午战争并重新诠释甲午改革

等 。
④ 另一方面 ，韩国与 日本学界的学术交流

一直十分活跃 ，而与 中国学界几乎没有交流 直到最

近时期才出现了若干成果 。
⑤ 尽管这些成果尚未对两国学界产生重要的影响 ， 随着韩 中学术交流

的深人进展 应该可 以期待两国学界开展有关甲午战争的共同研究 。

以后的有关甲午战争研究 首先应该重点进行有关战争定义与性质及其现实意义的深人探讨。

应该看到 ， 甲午战争爆发于 年 月并
一

直进行到 年 月 ，战争却没有因两国媾和的 《 马

关条约》而告终结 因为战线进
一步扩大到台湾 ，

而 日 本对台湾居民的虐杀则持续到 年 月 。

作为战争的结果 ，
日 本获得了辽东半岛与台湾 并获得了 日后将朝鲜保护国化的契机 ， 清国则向包

括 日 本在内的西方列强进
一步开放 丧失了更多的利权 。 世纪 年代 中期 以来以 中 国为中心

的朝贡一册封体制彻底崩溃 ，
甲午战争导致了 东亚国际秩序的巨大变化 。

从韩 国史的角度来展望此后有关甲午战争的研究 首先应该认识到这场战争不仅是清 日 两个

国家层面的战争 ，
还是东亚民众层面的战争 。 唯有如此 才能如实地揭露 年 月 日 本军队镇

压与虐杀东学农民军的事实 ，揭示韩 国 自 主近代化改革遭受挫折的历史 进而重新探讨当时 日本作

为战争 口实而提出的所谓
“

朝鲜独立
”

问题 。

① 韩 国历 史研究会编 ： 《 年农民战争研究 》
，

历 史批评社 ， 年
； 《 年农民战争研究 （ 》 ，

历史批评社

年
；

王贤钟 《韩国 近代 国 家的 形成与 甲午改革 》 ，
历 史批评社 年 ， 第

—

页 ；
郑昌 烈

： 《 甲 午农民战争 》 ， 图 书 出版先人
，

年 ， 第
—

页 。

② 崔文衡等 ： 《 明成 皇后弑害事件 》 ，民音社 年
； 崔文衡 《 揭示明 成皇后弑 害的真 实 》

，
知识 产业社 年 。

③ 朴英宰 ： 《 回顾与展望
（
曰 本

） 》 ， 《历 史学报 》 年 ， 第
—

页
；
朴薰 ： 《 本近现代 史研究动 向 》

，
《 历 史 学报》

年 ， 第
— 頁

。

④ 姜声 鹤等 《龙与 武 士的决斗
——

中 曰 战争的 国 际政治与 军事战略》
，

年 。

⑤ 陈伟芳著 权赫秀译 《 清 曰 甲午战争与 朝鲜 》 ，
白 山 资料院 ，

年 ；
王元周 ： 《韩 国近代 移行期 华夷观的 变化与 民族 意

识 》 ，
延世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年 ；

权赫秀 《近代韩 中 关 系 史的再照明 》 ，
白 山 资料院 年 王 贤钟

、
大 曰 方纯夫等 ： 《清 曰战

争期 间韩 中 曰 三 国的相互 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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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有关甲午战争的研究还应强调亚洲民众的被压迫的痛苦事实 而不仅仅是 日本近代史的

近代文明化以及明治近代国家诞生的视角 。 为此 ，应该重新复原并审视散落在韩 中 日 三国 的有关

甲午战争纪念物 ，并在东亚民众的立场上共同确立一个超过各 自 民族国家的共同历史认识 。 甲

午战争给予今天韩中 日 东亚三国寻求和平的努力的历史教训 ，端在于此 。

〔 作者王 贤钟 ，
韩 国延世大 学历 史文化 学科教授 ；译者权赫秀 辽 宁大学历 史 学院教授 〕

责任编辑 ： 高士华 ）

《抗战时期中 国的后方社会——战时总动员与农村》翻译出版

笹川裕史 、奥村哲著 ，林敏 、刘世龙 、徐跃译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年 月 出版 万字 ，
元

在 日本学术界
，
既往的抗战史研究大 多 集 中在 日 本侵略战争对 中 国社会造成的

人力 、 物力方面的直接损失
，
而忽略 了 民众层面 的社会变迁 。 本 书 作者以 四 川 省 为

例 ，
利 用 大量档案资料 民众陈情书 、诉状 ，

以及 当 事人的 回忆录等史料 详尽描绘 了

普通民众在战时重 负 下的苦难及其 因应 ， 勾勒 出战时大后方基层社会的混乱及变化 ，

揭示 了战争环境下 国 家与 个人利益之间 的 矛 盾和冲 突 ，展现 了抗 日 战争期 间 大后方

的立体 图景 。 另 外 从战时与战后 问题的连续性这一视角 出发 作者还力 图探讨战争

对基层社会带 来的长期影响 ，并通过比较研究
，
分析 了 世纪的 总体战分别 给 中 日

两 国 截然 不 同 的基层社会所带来的 变化 。 本书在 日 本 出版后 ， 即 引 起学术界极大关

注
，
值得在 中 国翻译出版。 （ 马晓娟 ）

！

① 郑根植 ： 《从中 国 甲午战争博物馆来重新 审视 东 学农民 战争与 清 曰 战 争
： 为 了 年 东 北 亚战 争的概念化 》 ， 《 亚洲

及―》第 卷第 号 （通卷 号 ） ， 年
；
中 曰韩三 国共 同历 史编纂委 员会编

： 《超越囯境的 东亚近现代史 》上 ， 第 章第 节
“

甲

午 中 日 战争
”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年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