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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远舰是清朝北洋
水师订购建造的穹甲防
护巡洋舰。1894 年 9
月17日的甲午海战中，
致远号在弹药将尽且遭
受重创后，由管带邓世
昌下令冲向日本联合舰
队旗舰 ，欲与敌人同归
于尽，不幸被敌舰击中
沉没，全舰官兵246人
为国殉难。2013年至
2015年，国家文物局水
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会
同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在位于丹东市西南
50多公里海域处，历经
三年共四次水下考古调
查，在深达24米的海底
找到一艘钢铁沉舰，并
确认为致远舰。

致
远
舰

辽
宁
历
史
文
化
词
条
66

两个甲子，中日甲午战争昔日的战场，
早已恢复平静。

这场战争中的两场重要战役：黄海海战
和田庄台战役中的印记，在辽宁，依旧可寻。

无论是出水文物，还是战场遗址、历史
遗存，都以特有的印记，无声地展示着 100
多年前的壮烈。

2018年4月，“再现致远舰——辽宁‘丹
东一号’清代沉船出水文物展”在辽宁省博
物馆展出，众多出水文物串联起若干线索，让
甲午海战的记忆再次浮现于人们的脑海中。

去年7月至9月，在大连庄河海域开展
的水下考古调查工作，又让甲午海战另一
艘著名战舰“经远舰”重新现身。

在盘锦田庄台，甲午战争最后一场陆
上战役的主战场遗址、炮台遗址、殉国将士墓
共同构成甲午战争仅存的一处陆战遗址群，
向时而造访的游人述说着历史的记忆。

电影《甲午风云》塑造的邓世昌形象，是
中国人最为熟悉的“邓世昌”。这部电影作为
经典，影响了一代代中国人。邓世昌的扮演

者，是著名表演艺术家李默然，他是辽宁人。
甲午战争的岁月，已如此遥远；但甲午

战争的记忆，却始终清晰。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与那一段民

族的屈辱同时刻在时间罗盘上的，是发生在海
上、陆地上，那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浴血奋战。

印记仍在，不能忘却。

独有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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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9日，辽宁庄河海域甲午沉舰遗址（经远舰）水下考古调查入围国家文物局“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项目
名单。连同此前打捞的“致远舰”，两艘同在辽宁海域发现的战舰，把时间拉回到1894年9月17日的甲午海战战场。而甲午战争
中规模最大、最为激烈与悲壮的陆战末战遗址，也在盘锦市大洼区田庄台镇，一次次重吟着那段历史。

提示
TISHI

在盘锦市田庄台镇，紧依大辽河的辽
河沿广场上，每到傍晚便会热闹起来，这里
如今是居民们茶余饭后休闲的场所。然
而，河边城墙上陈设的一门清代铁炮，向过
往的人们诉说着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

这里是甲午战争田庄台遗址所在地。
2月28日，记者站在城墙上向河对岸望

去，河面上飘着一层薄雾，河道内的冰层还
未开融。盘锦市文物办原主任杨洪琦说，
1895 年 3 月，同样是乍暖还寒的初春，甲午
战争的战火燃烧到这里，“从双方的用兵数
量来看，是甲午战争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陆
上战役，而且是日军在甲午战争诸次战役
中，实际投入兵力、将领最多的一战”。

1895 年 3 月 8 日，中日两军对峙于田庄

台的辽河两岸，我军兵力两万余人，火炮 40
门；日军兵力近两万人，将领10人，火炮109
门。原本可以阻挡日军的辽河正值结冰期，
策马可渡，如履平地。东面的牛庄、南面的
营口失守后，田庄台处于日军第一军和第二
军的钳形攻击之下。

四川提督、70岁的老将宋庆临危受命，
从营口退守田庄台，并调集马玉昆、宋得胜
等人分兵布阵防御敌人。辽河对岸的日
军，为了摸清我军的兵力及火力配备，起初
对田庄台进行试探性进攻，我军则利用有
利的天气条件进行反击。

战斗于当年3月9日凌晨打响。日军经
过试探性进攻后，以 91 门大炮在辽河左岸
摆开阵势，我军在辽河右岸仅布置了 20 余

门大炮，发现日军麇集对岸，先行炮击。日
军炮兵先用十数门大炮应战，然后一齐开炮
猛击。于是，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炮战。“百余
门火炮对射，万条闪光出现于两岸上空，千
百声霹雳在硝烟下轰鸣，乾坤一时为之震
动。”炮击 45 分钟，我军防御阵地遭到破
坏，不少大炮被毁，许多士兵牺牲，抵御能
力减弱。上午9时许，多路日军从冰面上过
河，进攻我军的正面阵地，主帅宋庆亲自指
挥主力阻挡敌人，由于河面结冰平坦开阔、
没有遮掩之物，我军趁机集中火力，枪炮齐
发，但日军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仍借势猛
扑，大约10时，日军突破我军正面阵地的第
一道防线。多路日军渡河上岸，从陆路攻
向田庄台。

最后的主战场

走过一段乡间小路，记者来到位于田
庄台镇西南两公里处的碾房村，找到了炮
台遗址的保护标志碑。

田庄台古炮台始建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
间，甲午战争陆战时毁于战火。与古炮台遭
受同样命运的，是居住着数千户居民、有两
万多人口的繁华古镇，“变成了一片焦土”。

中 央 电 视 台 1998 年 出 品 的 八 集 电
视 连 续 剧《甲 午 陆 战》曾 还 原 田 庄 台 战
役的部分历史。据编剧刘民介绍，日军
登陆后，我军来不及撤走的将士躲进民
房。将士们从门缝、窗口以及墙壁上凿
出 来 的 枪 孔 ，向 涌 入 的 日 军 射 击 ，与 敌
人短兵相接。同时，田庄台的村民们也
拿 起 菜 刀 、长 矛 、锄 头 、镰 刀 与 日 军 搏
杀。然而日军到处放火，凡可疑的房屋
统 统 烧 光 。 从 3 月 9 日 上 午 10 时 30 分
起，田庄台陷于一片火海之中。大火一
直 烧 到 次 日 清 晨 ，短 短 一 昼 夜 ，田 庄 台
化为废墟。

《甲午陆战》的许多场景是在田庄台
实地拍摄的，当时，不少盘锦市民参与了
拍摄。刘民说：“对于如此重大的历史题
材，除了上世纪 50 年代拍摄的电影《甲午
风云》外，系统再现甲午战争的影视作品
不多。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为了牢记

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激发全民族
的爱国热情，我们创作了电视连续剧《甲
午陆战》。”刘民记得，拍摄期间，剧组得

到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寻找群众演员
时，哪怕是一句台词都没有，大家也都积
极参与。

全民皆兵

田庄台一战，日军伤亡 160人，其中死 16人，
伤144人；我军死亡2000余人，伤无计。战后，田庄
台居民自发集结起来，把2000余具我军将士的尸
体分头掩埋于三处。有两处已无迹可寻了，现仅
存一处，掩埋了312位将士的忠骨。

采访接近尾声时，记者专程来到位于田庄台镇西
南0.5公里处一座庄严肃穆的陵园，这里是2002年8月
15日重修竣工的甲午末战殉国将士墓。

陵园坐西朝东，在门外，记者被宽10米、高7.4
米、四柱三门、气势恢宏的汉白玉牌坊所吸引，悲壮
肃穆之情油然而生。坊额书写着“甲午末战殉国将
士墓”，墓园内，三级台阶正中，矗立着一尊3.99米高
的清军将士塑像。塑像之后的三级台阶上，是殉国
将士坟墓。坟墓后面，有一幅长34.5米、高2.85米
的弧形“田庄台战役”纪念浮雕。

墓园内，一位老者神情凝重地站在纪念碑前，
正在祭拜殉国将士。老人缓缓绕行将士墓一周，目光
始终投向将士墓的方向。记者走上前，和老人攀谈起来。

老人名叫田富国，今年 83 岁。与记者一样，
他也是特地来祭拜殉国的将士们的。“这些忠烈为
了国家、民族、后世子孙而捐躯，我们不应该忘记
他们。我特意坐公交车从盘锦市里过来。再远，
我也要来看看。”

田富国说，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应该感谢曾
经付出生命的这些人。“我在教科书、宣传资料上
了解过那段历史，当时战争很惨烈，电视剧也看了
很多遍，我深切体会到只有国家强大，我们老百姓
才能过上幸福生活。感谢你们来宣传报道，让大
家都来看看这些殉国的将士。”

312具遗骨

“欢迎大家参观瞻仰殉国将士墓园，重修
墓园慰忠魂，甲午悲歌警后人……”这篇讲解
词说过多少遍，90后的杨姣已经记不清了。
身为社区工作人员的她，从2012年开始义务
担任甲午末战殉国将士墓的讲解员。

杨姣参与讲解工作，缘于代表镇里参加

的一次盘锦市导游大赛。因为她出生在田庄
台，从小就在这里上学，大学毕业后又来到当
地社区工作，出于对家乡的热爱，杨姣毫不犹
豫地准备了甲午末战殉国将士墓的讲解内
容，没想到取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现在去
哪里比赛，杨姣都会宣讲这方面的内容。

“记不清讲了多少次，我就是觉得这份
无偿的工作做得非常有意义。包括我怀孕
时，还在坚持为大家讲解，一场都没有落
下。”杨姣从一直坚持的这份志愿工作中，
寻找到了深意，她说，7年来，与不同的参观
者接触，让她得到自我提升，这种讲解是爱

国主义情操修养的提炼，这种坚持可以成为
孩子的榜样，而反复去重温这段历史，也不
断给自己启迪，更加珍惜现有的生活。

“通过我的讲解，让来过的人、更多的人
了解这场战争，同时了解这段历史，更了解
田庄台，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杨姣说。

义务讲解

田庄台镇

炮台遗址

殉国将士墓

YANSHEN延伸

甲午战争田庄台之战的主战场遗址,日军就是从河对岸攻打过来的。

甲午末战殉国将士墓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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