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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侵略者依恃着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为了抵抗侵略，林则徐、魏源在鸦片战争时期提出了
而“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清朝统治集团对此不以为然，林、魏的主张只能束之高阁。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有一些官僚提出
们的目的不是在于“制夷”而是要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清政府在“借师助剿”的过程中，决定从国外

买船的外国侵略分子所欺骗，发生了“英中联合舰队”事件。19世纪60年代中期，当国内的农民起义被镇压

程，洋务派大谈自造轮船，“以夺彼族所恃”。顽固派对此横加攻击，中国的造船工业步履艰难。1874年
议又起，但所购“蚊船”并不能出海作战，再加上西太后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几乎窒息了海军的发

一 
  “英中联合舰队”的酝酿与形成，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它是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实行
与清政府订立了《北京条约》，攫取到预期的侵华权益，实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目的，于是他们又公开采取扶持
策，清朝统治集团中的许多官员就是否购船“助剿”问题展开了讨论，结果是清廷原则上同意了奕訢提出的

图”的建议〔1〕。英国公使卜鲁斯、参赞威妥玛、 代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等一批英国侵略分子趁机

德向奕訢献计说， 只需花上几十万两银子便可以买得一支舰队。清廷受此诱惑，于7月7日颁发上谕，同意
来建立海军的基调，就这样定下来了。 

  1861年8月23日，也就是咸丰皇帝在热河行宫病死的第二天， 两江总督曾国藩上奏大谈购买船炮的重要性，
务。”他指出：“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

英、法亦渐失其所恃。”目的在于“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2〕。这年年底，太平军进军浙江，连克
时，赫德一直往来于上海与北京之间，进行游说。奕訢自北京政变后，也是大权在握，他感到要根除太平天

款雇觅外国火轮船只”，“以防贼匪窜逸。”同时他还想以此“观风外国，为长驾远驭之计”〔3〕。这样

江三海关抽拨银两买船的建议，于1862年1月24 日上奏请求从速购船。第二天，清廷批准了奕訢的上奏。接

江苏巡抚薛焕、两广总督劳崇光等人，让他们筹款购船。2月27日， 劳崇光在广州与到此地办理海关事务

小号兵船4艘，赫德函请已回英国休假的总税务司李泰国具体办理购船事宜。 

  李泰国早在1842年就来到中国，曾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后任上海海关委员，逐步攫得了上海海关的大

海关的总税务司，把持了中国海关的管理权。1861年，他因病回英国休假，其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由赫德代理。李泰

鼓动英国政府通过帮助买船来控制中国的海军。1862年6月16日， 李泰国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罗塞尔的报告中
和聘用官兵，成立一支“欧洲海军部队”，命名为“英中联合海军舰队。”他声称：“这支舰队不会在任何方面妨

在审议该舰队时，认为“船只应视为女王政府所有”〔4〕。这样，英国外交部和海军部先后批准了李泰国
选皇家海军上校、曾参加过两次鸦片战争的侵华老手阿思本担任这支舰队的司令，以便有效地控制这支舰队

大敲竹杠，层层加码，由最初商定的买船费用65万两，逐步加至80万两，后来又增加到107万两。清政府苦于

了李泰国的索款奢求。不久，李泰国在英国购买到火轮兵船7艘，招募了约600名英国海军官兵，组成了所

  1863年1月16日，李泰国与阿思本在伦敦擅自订立了合同13条， 其中规定：中国现立外国兵船水师，阿思本允作
国不得另请外国人作总统；阿思本只执行由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帝的命令；中国新购轮船及其他所有轮船都

〔5〕。显然， 李泰国和阿思本的目的是要把这支舰队牢固地控制在英国手里，成为事实上效忠于英国的

他到北京面见奕訢后，坚决要求清政府接受他同阿思本订阅的13条合同。本来，清政府在购买这支舰队时认为
即是中国水师。进退赏罚，应由中国统兵大员及该船管带之中国大员主张。其会带之外国兵官及办事人等，不得把持

臣意识到李泰国无非是“借此一举，将中国兵权、利权全行移于外国”〔6〕。奕訢同李泰国就舰队的指挥权归谁

论。李泰国只好转攻为守，同总理衙门重新议定了《轮船章程》5条，其中规定：中国所买之船， 由中国

统”，阿思本作为“帮同总统”，以4年为期；该舰队听地方督抚节制调遣〔7〕。清政府自以为有了这5条
是自己的一厢情愿而已。 

  1863年9月18日，阿思本带领舰队到达天津，两天后， 阿思本前往北京。李泰国和阿思本向总理衙门

履行13条，并威胁说如果在48小时内不能给予答复，就将舰队遣散。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对阿思本的无赖

臣也从中调说，但总理衙门坚持认为“中国兵权不可假与外人”〔8〕。最后，双方商讨的结果是将该舰队
公使卜鲁斯，阐述遣散“英中联合舰队”的理由，要求将兵船遣回英国变价出售，将船款交还中国。总理衙

改由赫德接任。“英中联合舰队”事件说明：单纯依靠外国，想花钱买回一支海军舰队，完全是徒劳的。
万两白银的昂贵“学费”，其代价是不小的。       

二 

  “英中联合舰队”事件之后，洋务派官员从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开始主张自造轮船，以防外人涉足。
指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为了改
为从前中外臣工屡议雇、买、代造，而未敢轻议设局制造者，“一则船厂择地之难也；一则轮船机器购觅
兴，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事败垂成，公私均害之难也。有此数难，毋怪执咎无人，不敢一抒
对顽固派大兴谤议，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这些“意中有必之事”，反复陈明西洋各
求轮船之制，互相师法，指出“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
局造船的建议，中国第一家近代化的造船厂福州船政局得以创办。由于左宗棠改任陕甘总督，他举荐了林

臣。此外，洋务派创办的另一个大型兵工厂江南制造总局在制造枪炮的同时，也于1867年开始制造轮船。

  中国近代造船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不断遭到顽固派的阻挠和反对。 1866年底，左宗棠刚从闽浙总督任上
大加责难，处处务求反左宗棠之道而行之。对此，远在西北的左宗棠便亲自上奏请求由沈葆桢专管船政事宜，防止
桢曾担任过江西巡抚，又是进士出身，遂特授他“总理船政大臣”的尊号，地位相当于总督、巡抚，以免

继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后，1872年又因内阁学士宋晋奏请停办造船工程再度发生了顽固派同洋务派关于是否

  宋晋是顽固派的又一个著名代表人物。他在1856年任光禄寺卿、署理礼部左侍郎时，曾向清廷建议雇用外



61年，他为镇压太平天国，疏请扩大曾国藩的兵权，并请求提升左宗棠、沈葆桢。当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

时，宋晋则竭力加以抵制，主张恪守祖训，注重礼义道德，维护纲常名教。1872年1月23日， 他向清廷上奏
已拨用四五百万两，“糜费太重”。他认为，如果说造船是将用以“制夷”，现在中外早已经议和了，因此

一些船，也断不如各国轮船之便利，“名为远谋，实同虚耗”，建议将两处轮船局“暂行停止”〔9〕。 

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文煜、福建巡抚王凯泰倾向于宋晋的观点，他们于1872年3月17 早日早奏折称：福州船政局用款已超

虽造成6艘轮船，但“与外洋兵船较之，尚多不及， 以之御侮，实未敢谓确有把握”〔10〕。因此，他们
金”。 

  而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李鸿章等一批洋务派官员则反对宋晋停止造船的奏请。两江总督曾国藩于

造船，“非不知需费之巨，成事之难，特以中国欲图自强，不得不于船只、炮械、练兵、演阵等处入手，初非漫然一

宗棠见到宋晋、文煜等人停止造船的奏议后，怒不可遏， 立即于5月2日上奏，指出：“制造轮船，实中国

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5月26
非难，他指出宋晋以制造轮船为“猜嫌之举”，有碍同西方列强“议和”，那么就应该尽撤藩离，甚至水
宋晋所说的“不能如各国轮船之利，名为远谋，实同虚耗”的奇谈怪论，反问道：“譬诸读书，读至数年，
如师矣，莫若废书不读，不益妄乎？”沈葆桢强调说，如果停止造船，不免尽弃前功，“而鹊巢鸠居，异

“则已成之绪不致中乖”〔12〕。6月20日， 直隶总督李鸿章也不同意停止造船之说，认为“苟或停止，

成虚糜，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13〕。在洋务派的力争下，造船计划得以继续进行。但此后出
情况，又使近代造船业面临着经费的困难，只能惨淡经营。     

三 

  1874年，发生了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朝统治集团为之震动。于是，统治集团内部就如何加强海防问题进
议中，除了沿海、滨江督抚遵旨复奏条陈海防事宜外，曾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将所拟《海洋水师章程》呈

支海军，各设提督1人。北洋提督驻天津，主管直隶、 山东的海防；东洋提督驻吴淞，负责江苏、浙江的海防；南洋提督
东的海防。三洋海荆更所需船舰由购买和自造并举，沿海的旧式艇船逐步裁撤。总理衙门奏请将丁日昌的《海洋水

海督抚对此表示赞同。接着，清廷于1875年3 月就海防问题召集王公大臣进行“廷议”，醇亲王奕譞、礼
官员则坚决反对。通政使于凌辰说：只要“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也”。“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
海防者视为“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大理寺少卿王家璧认为购买和制造船舰是多此一举，他的办法是仍然使用艇船、
劈山炮、子母炮、线枪、火弹、刀矛弓箭及易得之铜铁各炮，配合现有的洋炮、洋枪，“练习不懈，训以忠

海之防矣”〔14〕。顽固派的这些见解简直是可笑而又可悲。经过争议，清廷从巩固自身的统治出发，不能不正
同步进行。 
  担任清政府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听到清政府筹建海军的消息后，多次跑到总理衙门推荐英国新制的炮

的大臣们居然忘记了“英中联合舰队”的教训，决定由赫德负责购船事宜，并让他前往天津找李鸿章商量

从英国购买4艘被西方造船界称为“伦道尔”式炮艇的小型军舰，这种炮舰的特点是以其很小的舰体载巨炮，在中

月24日，由英国阿模士庄公司制造的两艘320吨的炮舰从英国启程，经过5个月的航行于11月27日驶抵大沽口，李

艘炮舰命名为“龙骧”和“虎威”号。1877年春，另外两艘440 吨的炮舰也抵达大沽，被李鸿章命名为“
  经过李鸿章的大力吹嘘，南洋大臣沈葆桢等人致函李鸿章请求分拨这种蚊船，接着沿海督抚们纷纷主
德是以次充好来换取清政府的银子。龙骧等蚊子船使用了仅两年，李鸿章便察觉到“蚊子船炮大船小，船

大洋作战，这种蚊船涉历重洋须半年之久，无风与风小则行，风大则止，“较这各项商船、兵船不畏风浪行四十余日抵

5〕。尽管李鸿章已为赫德所欺骗，但为了使自己的官运亨通，竟然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又向清廷上奏说

所购，尤为各国罕有之新式。”〔16〕这样，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也相继争购蚊船，结果在这场购

艘蚊船，耗白银150万两。其实这些蚊船的质量极差， 多为英国船厂用钢铁片拼凑起来的，一年要修理两
  在购买蚊子船的同时，李鸿章为了扩充北洋海军的实力，先后在英、德两国订购了巡海快船和铁甲船超勇、

远、靖远、经远、来远等。到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成为远东力量较强的一支舰队。然而，西太后在修建

用等办法花费了海军经费达1000万两左右，致使北洋海军在正式成军后没有再从国外购买一艘新式船舰。而

国外购买最新式的战舰，并积极设厂自造军舰，其海军实力大大加强。到19世纪90年代，清王朝的海军力量不

同东方后起的小国日本相比，也是瞠乎其后了。1894年，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一败涂地，用昆明湖
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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