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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是人類歷史上較早有第三方國家媒體隨軍觀戰及參與報道的國際

戰爭。除了交戰國一方日本的軍方外宣機構和民間媒體外，英、美、法、意等西方諸國都有取

得日本政府報道許可的戰地記者隨軍。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戰地報道以外，關于中日甲午戰爭的“戰史”叙事竟早在戰爭尚未結束時就

已經出現了。幷以專著、文獻輯錄、評論彙編等形式刊行于世。1895 年前後，中文、西文、

日文世界都已有不少此類出版物。雖然，它們的主要信息來源仍是前述日本輿論監控下的媒體，

但又與新聞報道有著很大的區別：從內容到形式上都是以“史志”的面目出現的。 

如果借用海登·懷特討論歷史叙事的視角來看，這些“戰史”的特點在于，皆著眼于將戰爭放到更

整體的時空背景下去陳述：爲事件排序分類，建立與“過去”及“未來”的因果邏輯關係，幷進行

評價與預判。 

各種語言中的種種“戰史”在甲午戰爭結束前後的較短時期內迅速形成，幷借助于各種現代媒體

與出版渠道流布全球。作爲“歷史叙事”，它們在形式上有不同于戰地報道的顯著特徵：除信息

更爲綜合以外，最大的特點應該在于形式上追求整體性叙事框架與因果邏輯結構。 

人們對于戰爭的上述看法在以後的歷史發展脉絡中影響日深，甚至反過來構建了對于自身與

歷史的認識。因此我們有必要去重新檢視戰史，討論它們具體的表述形式、彼此之間的聯繫以

及對于戰敗在基本觀感上的异同。幷考察它們形成與流傳的過程。當我們通過這種具體的討論，

把晚清中國形成的“文明觀”與“普世秩序”還原成一種特殊的歷史構造時，便能更細緻地去理解

120 年前中日之間的這場戰爭對于中國近代歷史發展與歷史認識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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