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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背景及战争起因

“战争不是消遣，不是一种追求冒险和赌输赢的纯粹的娱乐，也不是灵机一动的产物，而是为了达到

严肃的目的而采取的严肃的手段。”这句话强调了战争的严肃性和目的性，指出战争不是轻率的行

动，而是需要深思熟虑和周密计划的。

KJJ 让认知战占据先机，赢得主动

认知战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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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背景及战争起因
甲午战争是清朝和日本因朝鲜问题而爆发的全面战争。这场战争的背景不仅包括朝鲜半岛的局势变化，还牵涉到大国势力在东亚地

区的博弈，以及日本自身的现代化历程。

朝鲜半岛的复杂局势：

藩属国与自主化的矛盾：清朝长期以来将朝鲜视为藩属国，朝鲜王朝也一直对清朝保持朝贡关系。然而，19世纪中叶以来，朝鲜国内

改革派兴起，逐渐反对传统藩属体系，寻求现代化和自主化。清朝与日本因此在朝鲜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日本试图通过扶持朝

鲜国内的改革派，实现对朝鲜的控制，从而摆脱清朝的影响。

东学党起义与日本的干涉：1894年，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朝鲜王朝请求清朝出兵镇压。清朝出兵后，日本以“维护半岛和平”为

由，也向朝鲜派兵，双方在朝鲜展开军事对峙。这次起义成为甲午战争的直接导火索，也是日本进一步扩展势力的契机。

日本的现代化背景：

明治维新与对外扩张政策：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旨在摆脱西方列强的压迫，实现“富国强兵”。

在军事上，日本通过引入西方技术和军事顾问，快速现代化其军队，尤其是海军实力得到显著提升。这为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取得胜利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扩张主义的外交战略：日本在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逐渐形成了“大陆政策”，即向朝鲜和中国大陆扩展势力。明治政府通过外交、军

事和经济手段逐步渗透朝鲜，并积极寻找机会削弱清朝对东亚的影响。甲午战争正是在这一政策背景下展开的，它既是日本的一次实

力展示，也是其扩张政策的具体实施。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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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认知战策略及其细化

“在战争中，真相是最先牺牲的。”

丘吉尔这句名言生动地描述了战争期间信息操控的现象。战争中，双方往往通过宣传、谎言和误导

来塑造舆论，打击敌方士气。这揭示了战争不仅是物理上的冲突，还包括信息和认知领域的较量。随

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战争中的虚假信息更加普遍，丘吉尔的这句话在当代尤为贴切。

KJJ 让认知战占据先机，赢得主动

认知战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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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的认知战策略及其细化
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实施了系统性认知战，其核心目标是塑造正当性、扰乱清朝及其军队士气、争取国际社会的支持，并最终通过认

知战胜过清朝。这些策略可进一步细化如下：

对内宣传：塑造民族自信与战争正当性

利用媒体加强正当性宣传：

日本在战争初期就动员了全国的媒体力量，包括《东京日日新闻》和《朝日新闻》等主要报刊，连续报道战争的最新进展，并以“维护

东亚和平”和“保护朝鲜人民”为理由，增强战争的正当性。这些报道不仅频繁更新，还借助英雄故事和战场胜利，塑造了一种日本是

“东亚秩序维护者”的形象。日本政府还通过出版战争相关的画册、漫画和文学作品，将日本士兵描绘成勇敢无畏的形象，形成了全

民支持的氛围。这些视觉和文本素材的广泛传播，有效鼓舞了国民的战斗精神和民族自信心。

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结合：

日本通过在宣传中强调现代化的成果，将其国家身份与现代文明相联系。比如，在对内宣传中，政府以“文明开化”的口号号召国民，

强调日本正在带领整个东亚走向现代化，而清朝则是“落后”的代名词。这种现代性与民族主义的结合，使得民众更愿意为国家利益

和“文明使命”而战。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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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的认知战策略及其细化
对清朝的认知攻击：扰乱敌方士气和民心

散布谣言与信息战：

日本利用间谍和战俘散布各种虚假信息来扰乱清朝的指挥系统。例如，日本特意传播关于清朝主力舰被击沉的消息，以造成清朝海军

和陆军的恐慌。由于清朝的通讯系统和信息流通效率较低，很多前线指挥官在听闻这些消息后，无法及时确认真伪，导致部分部队出

现撤退或不战而溃的现象。另外，在战场占领区，日本军队向清朝士兵和民众散发“投降优待”的传单，并描述清军的无能和败绩。这

些传单的广泛散布，不仅打击了清军士兵的战斗意志，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清朝民众的抗战心理。

文化和心理攻势：

日本通过文化和心理战手段，试图动摇清朝内部的士气。例如，日本在占领区设立临时学校和文化宣传站，向当地民众宣扬日本的

“文明化使命”，并试图说服他们支持或至少不反抗日本军队的占领。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时间内效果有限，但为日本在战后继续控制

这些地区奠定了认知基础。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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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的认知战策略及其细化
国际舆论战：塑造正当性与寻求列强支持

外交手段与媒体操作：

日本在战争爆发前即有计划地邀请了西方记者前往东亚，并为其提供战地采访的便利条件，如运输、住宿等。西方记者能够第一时间

获得日本的战报，并迅速在欧美报刊上发布。比如《泰晤士报》对黄海海战的报道，详细描述了日本海军的现代化装备和战术，让西

方读者对日本的实力和“正义”印象深刻。日本还积极撰写和翻译文章，在西方报刊上发表，试图影响西方的舆论。日本驻欧美的外

交官广泛活动，宣扬日本在战争中是“维护正义和和平”的力量，并借助这些报道加强与西方国家的外交联系。这些策略使得日本在

国际社会中成功塑造了正面形象，并获得了道义上的支持。

拉拢西方列强，确保外交支持：

日本通过与西方列强的经济和军事合作，确保他们在战争中保持中立甚至是默许的态度。例如，日本在战争爆发前与英国、德国等国

签订了大量的军事和经济合同，如购买战舰和枪械。这些交易不仅是经济合作，更是日本向这些列强展示其军事现代化实力和外交诚

意的手段。此外，日本还通过外交手段，确保这些国家在战后谈判中站在自己一方。例如《马关条约》签订后，虽然俄、德、法三国进

行了干涉，但总体上这些列强在战争期间未对日本的军事行动进行直接干预，这也是日本在认知战中的胜利。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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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认知战应对及其失败原因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到战争与无为而治的哲学理念。他认为，最高的善行就像水一样，水滋养万物

而不争名利。同样，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不应主动挑起战争，而应通过和平与智慧来应对外界挑战。

这一观点与现代和平主义思想相呼应，主张战争应作为最后手段，而非国家力量的象征。

KJJ 让认知战占据先机，赢得主动

认知战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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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朝的认知战应对及其失败原因
清朝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认知战策略显得零散、被动且缺乏战略性规划，这不仅反映了清政府内部的腐败和无能，也显示了当时清朝在

信息控制和外交宣传方面的巨大劣势。

对国内的舆论控制与失败

战争初期的信息封锁与误导：

在战争初期，清政府希望通过压制负面消息和发布虚假“捷报”来维持国内的士气。然而，清朝政府内部官僚体系庞大且腐败，很多

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职位，隐瞒真实的战场情况，甚至伪造战报。比如，黄海海战后，清朝政府一度宣称“我军得胜”，但随着日本媒体

和西方记者的报道传入中国，真相被揭穿，导致民众的信任崩塌。清政府试图封锁战败信息，但由于其通信和媒体控制能力有限，民

间通过商人、报馆和私信等渠道迅速传播了真实的战局信息。这种信息的不对称和政府的失信，使得清朝民众对政府逐渐失去信心。

地方抗争与信息失控：

战争期间，清朝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压制负面舆论来维持社会稳定，但随着战事的持续失利和日本军队的深入，这种控制逐渐失效。例

如，在山东和辽东等地，日本军队占领后，很多当地商人、农民开始传播清政府无能和战败的消息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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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朝的认知战应对及其失败原因
外交上的求援及其失败

清政府的外交策略与列强的冷漠：

清朝在甲午战争爆发后，迅速意识到自身军事力量的不足，开始寻求西方列强的援助。然而，由于清朝的国际形象已经深深受损，西

方列强普遍将其视为一个落后、腐朽且无力自救的政权。这种认知不仅使得清朝在战争中的求援效果甚微，还进一步孤立了它在国际

上的外交位置。例如，清政府试图通过驻英、驻法和驻美使节请求这些国家干预战争，调解冲突。但这些国家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更

倾向于与日本合作。特别是英国，由于其与日本有着深厚的经济联系（如军舰和军火的供应），并看重日本在东亚的未来潜力，因此

在外交上并未对清朝提供实质性帮助。

与俄国的合作尝试及其局限性：

清朝也曾试图与俄罗斯帝国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和外交合作，希望借此遏制日本的扩张。俄国虽然最终在三国干涉辽东事件中阻止了

日本完全占领辽东半岛，但这个干预更多出于俄国自身在东亚利益的考量，而非清朝外交的成果。这种对俄合作在短期内对日本的战

略有所遏制，但长期来看，它使得清朝日后更加依赖俄国，导致了东北地区的进一步失守和利益损失。清朝在战争期间的外交应对显

得极为被动和短视，没有系统性策略以应对列强之间的复杂博弈。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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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朝的认知战应对及其失败原因
清朝内部应对的失败与内部腐败：

清军内部的指挥混乱：

在战场上，清军指挥系统的混乱是清朝认知战失败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内部腐败和派系斗争严重，许多指挥官并未积极指挥战斗，

而是试图保全自身利益。以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为例，他在黄海海战中的指挥虽有力挽狂澜之举，但清军内部上下沟通不畅，使得北

洋海军未能得到及时的支援，最终导致战败。清朝在战场上的不利局面进一步扩大了其内部的混乱，地方官员和士兵的士气低落，很

多地区在战争中甚至未作抵抗就投降或撤退。这种士气低落既是认知战的失败，也是清朝统治结构问题的集中体现。

民间舆论的失控：

清政府试图压制负面消息并封锁战败情报的努力并未成功，反而在战局恶化后导致了社会的不满和谣言的四起。民间通过各种渠道，

包括商会、报馆以及私人信件等，迅速传播了真实的战况。例如，上海和广州的商人很快得知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的惨败，这些消息

引发了商界和士绅阶层对清政府的不满。由于这些阶层的影响力巨大，清政府不仅未能有效控制舆论，反而使得这些负面情绪逐渐在

社会各界蔓延。这种情绪不仅打击了清政府的威信，也直接影响了清军士兵的战斗意志，部分前线士兵在听闻家乡对战争的不信任后，

甚至丧失了作战的动力。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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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列强的认知战操作

“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

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1984》中，奥威尔通过讽刺的手法揭示了极权主义政权如何通过扭曲语言

和操控思想来控制人民。他的这句名言揭示了战争在极权国家中的双重功能：一方面制造外部敌人，

强化内部团结；另一方面，通过战争不断消耗资源和保持社会的紧张状态，防止人们质疑统治的合

法性。

KJJ 让认知战占据先机，赢得主动

认知战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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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列强的认知战操作
西方列强在甲午战争期间虽然宣称“中立”，但实际上它们通过各种方式间接影响了战争进程，并从战争中获利。它们利用认知战手

段操作舆论，维持自身利益，并保持在东亚地区的战略优势。

媒体操作与舆论引导：

推动日本的正面形象：

英国、法国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报纸在战争初期对日本的报道逐渐从中立转向正面。例如，英国《泰晤士报》和《曼彻斯特卫报》多

次报道日本在战场上的胜利，并刻意强调其军事现代化和组织能力。这些报道不仅塑造了日本“文明、现代”的形象，还暗示了清朝

的落后和无能，使得西方公众普遍对日本表示同情和支持。这种媒体操作并非偶然，西方列强通过媒体的言论和报道，试图控制国际

社会的舆论导向，并确保日本的行动不会引发其他列强的干涉。列强的媒体战略不仅为日本赢得了国际支持，也在战后谈判中影响了

清朝的谈判地位。

塑造清朝的负面形象：

与对日本的正面报道相对比，西方媒体对清朝的描述充满了负面色彩。清朝被刻画成一个“腐朽、无能”的帝国，其统治者被视为“无

力应对现代挑战”的象征。这种负面宣传不仅削弱了清朝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还影响了清朝试图与西方列强进行外交协调的努力。

这种报道的背后，是西方国家试图为未来的列强瓜分中国利益做好舆论准备。通过贬低清朝的国际地位，列强得以在战后继续施压，

使清朝签订更多不平等条约，为其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展铺平道路。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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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西方列强的认知战操作
经济利益操作：武器销售与政治博弈：

武器和军火的供应：

战争期间，英国和德国等国家通过商业渠道向双方出售军火和武器。虽然这些国家在政治上保持“中立”，但它们从武器交易中获得

了巨额利润。例如，英国的军火商通过日本的大量订单，获取了战争红利，同时这些列强通过秘密协议和贷款，进一步控制了清朝的

经济。在清朝一方，这些西方国家则通过贷款和军事顾问等方式提供支持，但条件非常苛刻。这些贷款通常附带高利率，甚至要求清

朝以未来税收和关税作为抵押，从而加深了清朝对列强的依赖。西方国家借此进一步控制了清朝的财政，为其未来的经济侵略创造了

条件。

战后谈判中的政治干预：

三国干涉辽东事件（俄、德、法）是西方列强在甲午战争后期对日本施压的重要举措。这一行动的表面原因是保护东亚和平，但实际

上是为了防止日本在中国东北过度扩展，影响列强自身在华北和满洲地区的利益。列强通过这种干预，一方面使日本在战后必须重新

调整其扩张计划，另一方面则利用清朝的弱势，逼迫其进一步开放市场和签订不平等条约。这种双重策略使得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得到

了最大化的保护和扩展。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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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盟友及暗中支持

“战场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由血和铁赢来的。”

拿破仑深知战争的残酷和代价。作为一位军事天才，他的这句话强调了战争胜利的代价，暗示了每

一次战斗背后无数士兵的牺牲。战争不仅是战略和指挥的较量，更是勇气、决心和毅力的考验。在战

场上，胜利并不是轻而易举获得的，而是通过无数次血腥战斗才得以实现。

KJJ 让认知战占据先机，赢得主动

认知战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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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日本的盟友及暗中支持
日本在甲午战争期间虽然没有正式的军事盟友，但它通过经济和外交手段，与西方列强建立了多层次的合作和默契。这些合作确保了

日本在战时和战后的行动顺利推进，并为日本在东亚地区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基础。

西方列强的外交默许与经济合作：

经济合作确保列强的默许态度：

日本在战前与西方列强展开了大量经济合作，尤其是与英国的军事合作。日本从英国购买了多艘现代化军舰，并聘请英国军事顾问培

训日本海军。这种合作不仅提升了日本的军事力量，也通过经济利益使得英国在外交上保持对日本的默许态度。日本政府还向欧美列

强展示其作为“现代化国家”的形象，利用与列强的经济和文化合作项目（如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和技术人员）拉近双方关系。这种多

方面的合作确保了列强在战争期间不干涉日本的行动，使其在战场上不必担心背后受到威胁。

政治和军事合作的深远影响：

建立长期战略同盟：

甲午战争后，日本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更加紧密。例如，英国在日本取得胜利后，继续扩大与日本的军事和经济合作，最终在1902年签

署了《日英同盟条约》。这种长期合作不仅增强了日本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还为日本未来在东亚的扩展奠定了国际政治基础。在战后，

日本还通过外交手段稳固了其在朝鲜的地位。日本确保西方列强不会支持清朝的任何反攻计划，这种外交胜利为其后续在朝鲜的殖

民统治铺平了道路。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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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战场上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由血和铁赢来的。”

拿破仑深知战争的残酷和代价。作为一位军事天才，他的这句话强调了战争胜利的代价，暗示了每

一次战斗背后无数士兵的牺牲。战争不仅是战略和指挥的较量，更是勇气、决心和毅力的考验。在战

场上，胜利并不是轻而易举获得的，而是通过无数次血腥战斗才得以实现。

KJJ 让认知战占据先机，赢得主动

认知战小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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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论
甲午战争及其后的《马关条约》不仅是一次军事冲突的结果，更是多方认知战的较量。日本通过系统性的对内宣传、心理战和国际舆

论操控，不仅成功改变了国内和国际社会对其正当性和实力的认知，还通过拉拢列强获得了战略支持。

清朝在战争中则显得被动和混乱，在认知战中全面失利。这场战争的失败不仅揭示了清朝在信息控制和外交应对方面的薄弱，也体现

了其内政的腐败和军事上的无能。

西方列强在战争期间虽然保持“中立”，但通过武器销售、舆论引导和战后干预，最终在东亚地区进一步扩展了其影响力，巩固了对

清朝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日本则在这场战争中展示了其认知战的全新策略，并在战后继续深化与列强的合作关系，为未来的扩张打下

了坚实基础。

认知战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清楚地展示了现代战争中信息和心理战的重要性。通过全面掌控舆论、塑造对敌认知和打击敌方心理，日

本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这场战争不仅改变了东亚的历史进程，也为未来的全球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

中国认知战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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