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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之后是民国：1916

至 1928 年的中国》
赵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真实的北洋政府是怎
样一种状态？内外各种势
力如何博弈？这一切与国
民性有何关联？作者织出
一张历史的网，其间，偶然
与必然交错，变幻与恒定
交织，振奋与悲怆交替。

《南京 1937》
周宗凯 编绘
四川少儿出版社

本书采用木刻风格
的漫画形式展现南京大
屠杀幸存者夏淑琴老人
的真实故事，仅以红黑两
色渲染这段悲壮而惨痛
的历史剪影，令人震撼。

《父辈书》
瓦莫什·米克洛什 著
花城出版社

1706 年，苏茨沃带着
独生女苏珊娜及其遗腹子
库尔奈，从巴伐利亚辗转
回到匈牙利的克什村定
居，库尔奈开始了将家族
记事簿交由长子续写的传
统。家族的兴衰荣辱，历史
的跌宕起伏都记录在代代
相传的《父辈书》之中。

《老师好美》
严歌苓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小说讲述校
园中隐秘而炽烈
的不伦之恋，揭开
女性的情感面纱，
描绘情欲背后女
性复杂矛盾的内
心世界。

【小说】

《中国的内战：1945-1949

年的政治斗争》
胡素珊 著
当代中国出版社

关于内战中国民党失
败、共产党胜利的原因，作
者在内战的各个层面上对
两党进行比较：与学生和
知识分子的关系、土地改
革的措施、对工业的管理、
财政措施等。

【历史】

【童书】

《玫瑰与革命：我的丈夫
切·格瓦拉》
阿莱伊达·马奇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为切·格瓦拉的遗
孀，阿莱伊达充满激情，同
时也饱含辛酸地写下了这
本关于他们夫妻二人对未
来和家庭的政治梦想。

【传记】

《不确定的未来：如何将改
革进行下去》
郑永年 著
中信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新加坡国
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
永年的观察和思考中国改
革的文章。他认为，改革的
成败在于改革如何跨越障
碍，如何落实具体决议和
措施，将改革的热点变成
中国跃升的拐点。

【经济】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六讲》
张小劲 于晓虹 编著
人民出版社

十八届三中全会将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两者放在一起，作为全
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本
书详细介绍了各国治理经
验，总结了我国地方治理
经验，指出中国治理方面
的问题。

《真历史在民间》
梁晓声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这是一部讲述历史同
时针砭当下的时政作品，
作者回忆上世纪亲历或见
证的历史，用一个个小人
物的真实经历拼凑出时代
大环境。

【政治】

中国在操纵媒体方面

和日本有很大差距

甲午战争发动之前，日本
本国的媒体开放已经达到了
相当的程度。在对外关系上，
媒体甚至比政府更极端、更激
进，认为政府应该对中国和朝
鲜动武。政府犹豫不决时，媒
体就不断地抨击政府，甚至鼓
动弹劾。激进的媒体，是导致
日本国策由稳健转向激进的
重要推动力。当时日本一家报
纸《国民新闻》很尖锐地提出，
如果政府屈服于中国的话，则
国民将趋于“反动”，乃至大大
的“反动”。

日本驻国外的所有外交
官都精通当地语言，即使口语
不行，写作能力大多也能好到
可以在报刊发表的程度。而大
清朝派驻海外的外交官们，绝
大多数不认识 ABC，在沟通中
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在外交手
段方面，中国的方式也相当老
旧。当时日本驻美公使栗野慎
一郎是哈佛毕业生，精通英
文。美国国务卿叫葛礼山。中
日当时都对美国进行公关，中
国公使杨儒选择接近葛礼山
的老婆孩子，送点中国的特
产，比如茶叶、丝绸等等。但栗
野慎一郎不同，他天天去葛礼
山办公室拜访，跟人家谈国际
大事，谈日本对美国有多么重
要。中国人习惯了托关系、找
门路、走私交的路子；而日本
却从国家利益的“公谊”上下
工夫。

当时，日本驻英国和德国
公使青木周藏承担着一个艰
巨而重要的任务，就是控制欧
洲舆论。青木周藏是著名的外
交家，极富经验和全局眼光。
在当时很多西方媒体向中日
两国提交随军采访申请时，两
国政府和军方都不批准。但在
栗野、青木两位公使的推动
下，日本军方最后同意西方媒
体随军，随军记者达 114 名之
多，还有 11 名现场素描记者、4

名摄影记者。日本在战争中还
做了很多新闻策划，比如让西
方媒体看日军怎么优待俘虏、
如何照顾战地的百姓等，通过
欧美记者传播到全世界。相
反，中国不仅不允许西方记者
随军采访，还有两个西方记者
因为错走到中方阵线而被砍
了头，搞出很多风波。甲午战
争中的第三方报道，自然也就
对中国极为不利。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日本
外交官自己还写东西，像驻美
国公使栗野慎一郎，专门组织
在美日本外交人员和学者积
极写稿，解释日本为什么这么
干、日本代表了文明进步、中
国威胁论等等，试图影响美国
舆论，而且效果很明显。甲午
战争期间，《纽约时报》、《泰晤
士报》等大报几乎没有一篇中
国官方或者个人主动提供给
西方公众阅读的资料。

“高升号”事件中

日本成功的危机公关

“高升号”是战前中国清
政府往朝鲜增兵时，从英国怡
和洋行租借的一艘商船。1894

年 7 月 25 日，毫无武装的“高
升号”在朝鲜丰岛附近海面遭
遇日本联合舰队，“高升号”上
的中国陆军拒绝投降。东乡平
八郎指挥的吉野舰，先是犹豫
要不要打，毕竟“高升号”是英
国船，还飘着英国国旗，不少
船员也是英国人。最后，东乡
还是下令击毁“高升号”，导致
当时中国最精锐的一支陆军
部队在大海上全军覆没。

此事件发生后，李鸿章认
为日本会就此得罪英国，中国
将获得一个非常大的同盟者。
英国当时确实和中国有密切
往来，英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
伙伴，占到中国进出口额的
70% 以上。“高升号事件”后英
国舆论一片哗然，军方也要求
政府对日本进行军事报复。日
本政府非常恐慌，首相伊藤博
文得到消息后，把海军部的人
叫来痛骂了一顿，随后马上启
动了紧急公关。

日本外相陆奥宗光下令
外交部的法制局做好应对，这
个法制局是一个专门研究国
际法的机构，而当时中国清政
府并没有这样的部门。在随后
英国政府的两次海事听证会
上，日本法制局灵活运用国际
法，结果占尽上风。同时，日本
政府命令驻英德公使青木周
藏做好公关应对：一是装傻，
宣称并不知道这条船是英国
船；二是明确向英国表态，如
果查清楚责任在日本海军，日
本绝对承担所有责任，态度非
常好，同时进行一系列的公关
运作。

让人难以想象的是，堂堂
的日本内阁竟然开会讨论如
何行贿，日本外交部指示驻英
公使青木向路透社等英国媒
体行贿 1600 英镑左右。日本经
过大量公关，还搞定英国多名
国际法专家，在《泰晤士报》上
刊文，为日本极力辩护。可以
说在英国做出最后结论前，日
本的媒体攻势已全面展开。当
年 9 月，中日海军发生“大东沟
海战”，邓世昌就在那场战役
中牺牲，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
次铁甲舰队的大决战。当年 11

月，英国法院最后裁定，“高升
号事件”中日本没有过错，中
国政府要赔偿英国怡和洋行
和英国人民所有的损失。“高
升号事件”至今还是西方国际
法的经典案例，也是日本玩弄
世界舆论的经典案例。

甲午战争后

日本化解“黄祸论”

甲午战争日本胜利，中国
失败，但中日两国并没有马上

进入到仇恨的状态，这是一个
非常怪异的现象。在日本的主
动引导下，中日甚至开始进入
了长达十年的“蜜月期”。开端
是 1897 年 11 月，日本参谋次
长邀请中国政府派遣军事代
表团去观摩日军的演习。到
1899 年，慈禧太后又派刘学洵
携带密电码访问日本，要与日
本皇室建立热线联系，探讨中
日结盟的可能性。

甲午战争后，全球有一个
舆论趋势：以德国皇帝和俄国
沙皇为代表的欧洲国家，提出
了“黄祸论”。他们认为，一个
已经西化的日本，率领正在崛
起的中国，将会产生比成吉思
汗更为可怕的影响。德国皇帝
还请人作画《黄祸图》，题写标
语：欧洲各民族联合起来，保
卫你们的信仰和家园。

1900 年中国爆发义和团
运动，西方列强商量出兵镇
压，这时候主要的列强除了俄
国之外，都没有足够的军队在
中国。英国人提出来请日本派
兵，日本人则回应不出兵。为
什么？因为他们意识到不能继
续刺激西方“黄祸论”，选择韬
光养晦。在德国、俄国多次相
邀之后，日本才派出了原来驻
扎在广岛的、最精锐的主力
师团。进入北京城后，很多史
料都记载，八国军队当中日本
军队的军纪相对是最为严明
的。

日俄战争临战前，日本得
到情报，俄国的媒体策略就是
发动欧洲的“黄祸论”，日本则
派人到欧洲建立了“媒体战”
进攻基地。派去的人叫末松谦
澄，他就是“高升号事件”中日
本外交部法制局的局长，精通
英语和德语。日本政府派他到
欧洲作为媒体战的总指挥，并
表态将倾全国之力支持他。
当时在内阁会议上讨论的内
容，详细到什么媒体喜欢什
么 东 西 ， 这 个 编 辑 喜 欢什
么，要给他们送多少钱，等
等。末松谦澄的任务，一是确
保盟友英国完全明白日本的
战略意图，英国和俄国当时是
死敌；二是要阻止“黄祸论”再
次发生；三是保持中国的中
立，不能因为中国的亲日而刺
激西方国家的“黄祸论”；四是
在西方宣传，日本对中国改革
的介入及参与，有利于远东的
和平与发展。这当然是胡扯，
但他们知道西方喜欢听什么。
经过这样的精心准备，日俄战
争中，俄国果然没有得到期待
中的欧洲“白种兄弟”的支持。
在日本人的成功引导下，舆论
走向了对他们有利的一面。

甲午战争日本为什么能
够打败中国？除去战场上的争
夺，日本很大程度上得益于
宣传战、媒体战，在国家战
略上把媒体宣传当做长枪火
炮来用。相形之下，当时清政
府则太过保守落后，不仅输在
了枪杆子上，也输在了笔杆子
上。

操控甲午战争风向的

日本宣传战

【书摘】

甲午战争，中国
为什么失败？当然有
很多原因，但有一个
因素却常常被国内
学界忽略，那就是甲
午战争期间的日本
宣传战。除去战场上

“枪杆子”的争夺之
外，我们在“笔杆子”
上的软实力争夺，比
如国家形象的包装、
媒体宣传战略，都与
日本存在巨大的差
距。日本在甲午战争
中打败中国，一定程
度上得益于它在媒
体领域采取的明智
做法，大大增强了自
身的实力。《档案揭
秘：历史第一现场》
结合大量历史珍贵
照片和最权威史实，
全方位探究、还原历
史第一现场，讲述了
一系列惊心动魄和
不为人知的历史故
事，令我们在了解历
史真相后深思。

《档案揭秘：历史第一现
场》
李涵 主编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4 年 7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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