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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已經過去了兩個甲雖然已經過去了兩個甲

子子，，但人們對但人們對120120年前甲午年前甲午

戰敗原因的反思戰敗原因的反思，，尤其是關尤其是關

鍵人物北洋水師提督鍵人物北洋水師提督（（艦隊艦隊

司令司令））丁汝昌表現的爭議卻丁汝昌表現的爭議卻

從未停歇從未停歇。。丁汝昌寧死不丁汝昌寧死不

降降、、自殺殉國後自殺殉國後，，清廷一度清廷一度

以以「「獲咎甚重獲咎甚重」」而未對其議而未對其議

恤恤，，雖然後來獲平反雖然後來獲平反，，但已但已

蒙上污點蒙上污點。。本報記者專訪丁本報記者專訪丁

氏五世嫡孫丁昌明和近代史氏五世嫡孫丁昌明和近代史

學者學者，，他們一致認為他們一致認為：：戰敗戰敗

不可能為一人之過不可能為一人之過，，深信歷深信歷

史會有公平的判決史會有公平的判決。。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張玲傑張玲傑、、趙臣趙臣、、張長城張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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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汝昌丁汝昌，，字禹廷字禹廷。。18361836年年1111月月1818日日（（清道清道
光十六年十月初十日光十六年十月初十日））生於安徽廬江縣北鄉石生於安徽廬江縣北鄉石
嘴頭村嘴頭村（（今丁家坎今丁家坎））一貧農家一貧農家，，1616歲參加太平歲參加太平
軍軍，，後隨部降清後隨部降清，，輾轉改歸李鴻章輾轉改歸李鴻章。。18791879年被年被
李鴻章任命督操北洋水師炮艦李鴻章任命督操北洋水師炮艦。。18881888年正式任年正式任
北洋水師提督北洋水師提督((即艦隊司令即艦隊司令))，，時年時年5252歲歲。。然然
而而，，甲午一役卻讓丁汝昌蒙上污名甲午一役卻讓丁汝昌蒙上污名。。

18941894年年99月月1717日日，，丁汝昌在大東溝黃海海戰丁汝昌在大東溝黃海海戰
大敗而回大敗而回。。1111月下旬月下旬，，日軍攻佔號稱日軍攻佔號稱「「亞洲第亞洲第
一要塞一要塞」」的旅順口軍港的旅順口軍港，，丁汝昌不顧李鴻章指丁汝昌不顧李鴻章指
令令，，率兵孤寄威海衛軍港率兵孤寄威海衛軍港，，以致日軍在榮成灣以致日軍在榮成灣
登陸登陸。。翌年翌年22月月99日日，，日軍日軍4040多艘大小艦艇全多艘大小艦艇全
部駛至威海衛軍港部駛至威海衛軍港，，士兵逼丁降敵士兵逼丁降敵。。丁不為所丁不為所
動動，，22月月1111日夜服鴉片自盡日夜服鴉片自盡，，時年時年5959歲歲。。不不
久久，，甲午戰爭以中國的全面失敗而告終甲午戰爭以中國的全面失敗而告終。。

戰爭結束後戰爭結束後，，清政府因丁汝昌清政府因丁汝昌「「獲咎甚獲咎甚
重重」」而未對他議恤而未對他議恤，，直至光緒皇帝死後直至光緒皇帝死後19101910
年年 44 月月 2525 日日，，方以方以「「力竭捐力竭捐
軀軀，，情節可憐情節可憐」」開復其原有官開復其原有官
職軍銜職軍銜。。遺體安葬安徽老家遺體安葬安徽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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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住安徽廬江縣石頭鎮丁家坎村的丁昌明是丁汝昌
的五世嫡孫。丁昌明至今仍記得1951年他上小學

時的一個情景：「那年我7歲，在家鄉被改為學校的丁
家祠堂裡，除了掛毛主席像，旁邊還掛了一張老人畫
像，我的同學對我說：這是你家老祖宗的像，你要磕
頭！』我當即就跪下磕頭了。」丁昌明回憶，後來祖母
對他說，這個祖宗是英雄，抗日的英雄，寧死不降！從
此，丁汝昌的愛國形象就植根其腦海裡。

丁汝昌殉國 氣節後人承
丁汝昌為國捐軀的氣節深深影響着整個家族。小時

候，祖母就教育孫子們為人要善良、包容。而在丁家的
家風中，愛國永遠排第一。
「我祖母張德媛是抗日名將馮玉祥的表親，當年祖父
丁發惠在馮玉祥手槍隊任副隊長，聯合抗日時期被派往
支援八路軍，祖父在當時寄往家中的書信中就曾這樣寫
道：『我此次出征，凶多吉少，雖是我的不幸，但是家
門的榮幸』，」丁昌明如數家珍般，「我父親是在一次
與日軍周旋的過程中，藏在巢湖水中七天七夜，因此得
病去世。我那時還不滿一歲。」
丁昌明先輩一門多傑，父親丁榮緯和兩位姑母在抗戰
時期均參加新四軍，大姑母丁亞華的丈夫是前昆明軍區
司令員張銍秀將軍，小姑母丁亞蘇是抗戰時期的軍醫。
而祖母張德媛更是變賣家產支援新四軍，並將前線的傷
員接到家中醫治。此外，丁昌明的族叔丁榮綸在抗日戰
爭中犧牲，另一名族叔丁榮澍亦為新四軍做了許多工
作，解放後在家鄉任教。

明治維新打敗洋務運動
丁昌明從事教育工作，多年來致力研究和反思甲午戰
爭。早在2004年，中國甲午戰爭博物館召開甲午戰爭
110周年學術研討會，丁昌明就以丁汝昌第五代嫡孫的
身份作了「英名左鄧同千古，生於末世運偏消」的演
講。今年9月，他將會參加在山東威海舉辦的紀念甲午
戰爭120周年研討活動。
「『英名左鄧同千古，生於末世運偏消』是我對先祖的

評價。」丁昌明稱，有人認為是丁汝昌缺乏海戰經驗造成
戰敗，而在他看來，真正戰敗的原因來自社會制度，是日
本的「明治維新」打敗了清朝的「洋務運動」。
丁昌明稱，當時的國家正處於雙重的谷底效應，綿綿
幾千年的封建社會和兩百多年的大清皇朝均走向末期，
「處在這個特殊時期中，一兩個人，一兩支軍隊都無力
回天。」他認為，丁汝昌是北洋水師最高統帥，自然是
直接責任人，但對其功過是非的評判，亦須尊重史實。

學者：戰敗非因個人能力
多年來致力於對丁汝昌研究的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安
徽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夏冬波認為，創建北洋水
師對當時整個國家來說都是首次，沒有前車可鑒，所
需將領只能從陸軍中選拔，就連時任日本海軍司令的
伊東祐亨也是陸軍出身。有人認為丁汝昌被選中是有
李鴻章「淮軍」老部下的裙帶之嫌，但他認為這只證
明丁汝昌是李鴻章心目中最合適人選。所以，對學術界
一些認為戰敗是因為丁汝昌的個人能力不夠的觀點，並
沒有充足依據。

日軍登陸日軍登陸 旅順大屠殺旅順大屠殺
18941894年年1111月月2121日日，，日軍在遼東半島登陸日軍在遼東半島登陸，，攻陷旅順口攻陷旅順口

軍港軍港，，對城內進行了對城內進行了44天天33夜的搶劫夜的搶劫、、屠殺和強姦屠殺和強姦，，血洗血洗

全城全城，，估計死難者最高數字約估計死難者最高數字約22萬人萬人。。這幅曾刊登在外國這幅曾刊登在外國

報紙上的圖畫報紙上的圖畫，，就紀錄了當時日軍登陸旅順的情景就紀錄了當時日軍登陸旅順的情景。。

■■修復丁氏宗祠時找修復丁氏宗祠時找
回了原宗祠正門的抱回了原宗祠正門的抱
鼓石鼓石。。 周躍東周躍東攝攝

■■丁汝昌重孫女丁丁汝昌重孫女丁
亞華亞華（（中間中間））及家及家
人來到家鄉石頭鎮人來到家鄉石頭鎮
省親省親，，其丈夫為開其丈夫為開
國少將張銍秀將國少將張銍秀將
軍軍。。 周躍東周躍東攝攝

■■日軍佔領旅順日軍佔領旅順，，屠殺屠殺
中國同胞中國同胞1800018000餘人餘人。。

丁汝昌丁汝昌
北洋水師提督北洋水師提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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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昌明介
紹丁汝昌直
系家族後代
情況。

記者
張玲傑 攝

復建宗祠 告慰先祖

丁汝昌的墓碑位於安徽省無為縣小雞山。甲午戰爭失
敗後，清廷給丁汝昌治罪，直到丁汝昌死後9年，才允
許他魂歸故里，葬於故鄉。然而，在文革「破四舊」運
動中，丁汝昌遭到當地村官挖墓燒屍，棺內僅有的幾件
陪葬物品也被搶掠一空。
對於先人死後的遭遇，丁昌明十分惋惜。1983年，

已經在安徽省蚌埠市蚌埠一中教書的丁昌明在得知此事
後，一度給安徽省政府、省委宣傳部，甚至全國人大去
函，希望能夠為祖上修復墓地，同時追回被掠走的文
物，然而這些信件寄出後一直沒有音信。直到1998
年，丁昌明開始擔任安徽省政協委員，他在政協的第一
份提案就是要求地方政府為丁汝昌修復古墓，追回陪葬
文物。他連續三年不斷完善提案內容，終於於2000年
如願，當地政府在丁汝昌墓地原址規劃14畝地，對古
墓進行修復。2001年丁汝昌墓碑修復完成，當年不少
丁氏後人聞訊都前來祭拜。

慘遭挖墳燒屍
古墓終得修復

在安徽省廬江縣石頭鎮的丁家坎村，尚存有一處丁
氏宗祠，當年由丁汝昌出資修建，以祭奠祖宗靈位。
宗祠原是一座擁有50間房屋的四進式建築，經當地
村民兩度拆毀後，只剩一間偏房。記者來到丁家坎
村，石頭鎮副鎮長周新民告訴記者，目前鎮上已經規
劃修復丁氏宗祠，並計劃於今年9月紀念甲午戰爭之
前完成一期修復工作，並正式對外開放。

兩度被拆 僅剩偏房
1968年，石頭公社要蓋公社辦公樓，村裡沒有木

料，就想到了拆宗祠。平時負責照看宗祠的丁家坎村
村民丁昌榮告訴記者，當時反四舊，族人雖然捨不
得，但誰也不敢說什麼。那一次拆了宗祠西邊四進的
20間房子。1984年，村裡蓋小學又缺木料，就將宗
祠東邊的房屋全部拆除，村民丁昌勳因沒房子住，花
了3,000元錢買下宗祠最南邊的一間偏房，才讓丁氏
宗祠不致全毀。
丁昌榮說，未拆前的丁氏宗祠十分有氣派，兩扇大

門一開發出咔咔聲，甚是壯觀。如今只剩偏房的宗祠
內除擺放丁汝昌畫像外，已別無他物。
周新民稱，2008年全國各地開始重視文化舊址的

開發和修復，丁氏宗祠才開始受到重視。

採訪中，石頭社區副書記丁後東向記者展示了村裡
現存的丁氏宗譜，在宗譜的第二卷中記者找到記錄丁
汝昌事跡的內容。周新民告訴記者，這部丁氏宗譜現
存共10卷，是村裡現存為數不多的丁氏重要史料之
一。修復丁氏宗祠不僅要恢復宗祠原有模樣，更要收
集一些文物和資料，縣文廣新局將組織人員到山東劉
公島考察，徵集文物，用於宗祠內的布展工作。

■丁氏族人
展示在宗譜
中記載丁汝
昌事跡的部
分。

記者
張玲傑攝

■丁汝昌現
存的英文、
德文以及行
草字跡。

記者
趙臣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