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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5_8E_86_E5_c34_42900.htm 3月17日 清政府驻藏大

臣升泰与英国印度总督兰斯顿在印度的加尔各达签订《中英

会议藏印条约》。该条约共八款，主要内容是规定哲孟雄（

今锡金）归英国保护，中国与哲孟雄的边界以咱利山一带山

顶为界。有关通商等问题，从条约批准互换之日起，6个月内

两国派大臣议定等。 1891年 11月11日 热河朝阳一带金丹道首

领杨锐春、李国珍为了反抗天主教的欺压，率领道众起义，

攻占朝阳城。起义军发展到数万人，摧毁教堂武装，杀死教

士、教民数百人。后清政府调军队进行镇压，2万多群众被杀

，杨锐春、李国珍等壮烈牺牲，起义失败。 1893年 12月5日 

清政府参将何长荣和英国政务司保尔在大吉岭签订《中英会

议藏印条款》，又称《藏印续约》。其主要内容有：开放亚

东为商埠，允许英国自由贸易，英国派员在此驻扎；自亚乐

开放之日起，藏印贸易在5年之内互不收税，并限制藏民在哲

孟雄的传统游牧权利等条款。 1894年 7月25日 日本舰队在朝

鲜牙山口外的丰岛海域击沉运载中国军队的一艘英国商轮“

高升”号，船上700多名清军官兵全部殉难。护航的北洋舰队

“操江”号被俘，“广乙”号遭重创搁浅焚毁。与此同时，

日本陆军由汉城方面进攻清军。 8月1日 清政府下诏对日宣战

。同日，日本政府也正式对华宣战。因这一年是夏历甲午年

，故称甲午战争。10月下旬，日军分两路向中国大举进犯：

一路由朝鲜义州1附近渡过鸭绿江进逼辽阳；一路从辽东半岛

花园口登陆直扑金州。 9月15日 日本侵略军1万余人分两路向



平壤发起攻击，清军总兵左宝贵亲自登城指挥抗击，不幸中

炮身亡。 9月17日 清军北洋舰队13艘战舰，在黄海大东沟突

然遭到日本12艘战舰的袭击，黄海海战爆发。双方激战5小时

，北洋舰队损失5艘战舰、受创6艘战舰，死伤官兵千余人。

日军多艘战舰亦受重创，死伤官兵600余人。此后，日军控制

了制海权。 9月17日 “致远”舰管带邓世昌在黄海海战中阵

亡。邓是广东番禺人，福州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1887年，

赴英、德两国接运清政府购置的“致远”号等4艘战舰。回国

后，升副将兼“致远”舰管带。在海战中，弹尽舰伤，下令

快速猛撞日舰“吉野”号，不幸被鱼雷击中，与全舰250余名

官兵同时壮烈牺牲。 9月17日 “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在黄海

海战中阵亡。林是福建侯官人，1871年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

。1877年，赴英国学习海军知识，是船政学堂首届出国留学

生之一。1880年回国，1887年任北洋水师“经远”舰管带。

在海战中，虽舰受重伤仍奋勇督战，击伤日舰多艘。在率舰

追敌途中，不幸中炮殉难。 10月24日 日陆军在海军护卫下，

由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向金州进犯。旅顺守将徐邦道率所

部赴金州，与金州副都统连顺军发炮猛轰，击退日军。 10

月26日 日军强渡鸭绿江向中国进犯，沿江清军不战而退，使

日军轻易攻占安东（今丹东）、凤凰城等地。 11月4日 日军

向金州发起攻击，由复州分兵包抄清军背后，双方激战。日

军用炸药炸毁城门，清军伤亡惨重，撤回旅顺，金州失陷，

后大连亦失守。 11月7日 日军分三路攻击大连湾炮台，清大

连守将赵怀益没有进行抵抗便逃至旅顺，致使日军顺利占领

大连。 11月18日 日本陆军在山岩大将指挥下，进犯旅顺，清

守军总兵徐邦道率部抵抗，围困日军前锋步、骑兵各一中队



，毙敌官兵百余名。后因兵少无援失败。 11月21日 中日甲午

战争中，日军主力向旅顺发起总攻，清政府旅顺守军因无后

援、寡不敌众而败退。日军攻占旅顺后，开始大屠杀，被杀

害的居民约2万余人，一连4天，野蛮地屠杀非战斗人员和妇

女儿童，至使旅顺街头尸体堆积如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