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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向外国购买的
第一艘兵船

在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曾经是世界上航

海技术先进和舰船制造精良的国家，时至近代，中国才开

始向外国购买兵船。最早购买的外国兵船是哪一艘？历

史上有着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是，林则徐在被道光皇帝任为钦差大臣，前

往广州查禁鸦片和筹办海防的时候，不但注意加强原有

水师战船的防御和进攻能力，而且为了准备对英作战的

需要，“开始购买西洋兵船”１８４０年７月，林则徐向美国商

人购买了“甘米力治”（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的译音，即“剑桥”）号夷

船，服役于广东水师。英国军官宾汉在其所著《英军在华

作战记》中说：“林（则徐）以为他能将中国的海军加强，使

之与英国的海军并驾齐驱。林放弃了对外国事务的反

感，他购置了一艘美国陈旧的军舰‘剑桥’号，排水量１２００

吨、要将这船加以整修，作为巡洋舰”。此事在魏源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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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洋艘征抚记》中也有记载：林则徐“购旧洋船为式，使兵

士演习攻首尾，跃中舱之法，使务乘海潮、据上风，为万全

必胜计。”即是说，林则徐购买“剑桥”号的目的，主要是用

来演习进攻敌舰，以提高水师的战斗力，找到克敌制胜的

方法。也有史料记载说，林则徐购买的“甘米力治”号夷

船，不是一艘兵舰，而是一艘旧商船，林将其买回以后，才

整修改装为兵船，服役于广东水师的。有人认为，无论具

体情况如何，林则徐购买“剑桥”号，总可以说是“我国购

买西船之开端”，并不因为“剑桥”号本来就是兵船、或者

是改装为兵船而有什么不同。

另一种说法是，林则徐购买“剑桥”号兵船一事，未见

之于他本人的奏章书牍，其间不少情节也模糊不清，所以

并不一定十分可靠，至少是尚有说不清的地方。他们认

为，中国购置外国舰船，开始于鸦片战争以后的１９世纪

６０年代。在这一时期，中国“海禁洞开，门户四辟”，那些

企图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列强，“动以巨舰横行海上”，进

行武力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渐渐苦于没有制服这

些海上强敌的办法，虽说是“制炮造船，则制夷己可裕如”

（林则徐语），然而“此种制造，夙所未习”，远水解不了近

渴。于是，“清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始有师习欧法，购置船

炮之议”。而决定向国外购买舰船则还要稍迟一些，是

“于同治元年（１８６２年）订购，同治二年九月到华”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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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实纪·购舰篇》记载：这一批向英国购买的舰船，为“中

号兵船３只，小号兵船４只。中号每只配用舵工、炮手、

水手及看火人等约共３０名，将来另配内地水勇１００名；

小号船每只配用外国舵工、炮手、水手及看火人等约１０

名，将来添配内地水勇３０－４０名”。从配员人数来看，这

些舰船大约是驱逐舰和炮舰之类。船名为“金台”船（原

名“北京”），“一统”船（原名“中国”），“广万”船（原名“厦

门”），“得胜”船（原名“穆克德恩”），“百粤”船（原名“广

东”），“三卫”船，（原名“天津”），“镇吴”船（原名“江苏”）。

据英国报纸吹嘘，这些都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军舰。

以“江苏”号为例，据说这是“所有海军科学权威一致公认

的最快的服役舰只之一”，是“迄今所见到的最漂亮的一

个模式”。而实际上，这些被吹得天花乱坠的舰船其实不

过是一批应被淘汰的老掉牙的旧货，《泰晤士报》当作先

进典型的“江苏”号炮舰，其实不过是一艘过时的木质轮

船，比当时已在英国海军中服役的铁甲舰差了老大一截。

这批舰船开来中国后不久，就由于中外在船舰的调动指

挥权上的矛盾和清政府与地方督抚实力派之间的矛盾，

“旋即退还发卖”，化为一场春梦。所以有论者认为，这实

际上还不能说是中国向外国购买舰船的开始，而只能说

是一次失败的尝试。

又一种说法是，同治二年（１８６３年），由海关总税务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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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向英国购买的“天平”号轮船，才“实为中国向外国购船

之始”。在《海军实纪·购舰篇》中就持这种观点。遗憾

的是，关于这艘船的“船身、马力及价银卷档略而无考。

唯所记员兵人等名目并月间饷数，即后来中国水师兵轮

之所本”，由此看来，这艘船的购买，对于中国海军的建制

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该船“所记员兵人等名目”来看，

这艘船上有“炮勇头”和“炮勇”等名目，炮勇头为工人，每

人月饷３５元；炮勇为１２人，每人月饷３０元，可见这是一

艘兵轮无疑。从船上员兵人数总共只有３９名来看，这艘

船的规模不会很大，至多是艘小炮舰而已。

还有一种说法是，近代中国向外国购买兵船，不是始

于１８６２年向英国订购的８艘中小舰船，更不是始于１８６３

年向英国购买的“天平”号轮船，而是早在１８５６年就开始

了。王志毅著《中国近代造船史》一书说，这一年，清政府

曾命令两江总督怡良雇募火轮船入江，攻剿太平天国农

民军，“旋置买火轮船一艘隶向荣（清军江南大营统帅，时

驻镇江）调遣。此为晚清购买外国轮船之始。”１８５１年１

月，太平天国农民军起义于广西桂平，两年之内，出广西，

入湖南，克武汉，占南京，建立起一个农民政权，与清朝廷

分庭抗礼。当时，江南督抚身负“剿贼”重任，惶惶不可终

日，主张借用外国火轮兵船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颇

不乏人。署理两江总督杨文定在《为借船助剿以安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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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令永好致英美两国公使之照会》中声称：“自贼匪掳船

东下，连陷江宁、镇江，钦差大臣向荣亦以须借贵国火轮

兵船为望。希念两国通好已久，今商民被扰，贸易不通，

且贼匪禁烟甚严，一遇我国吸烟之人，无不被杀……倘蒙

见久发火轮兵船前来洗荡贼匪，必当奏明皇上，加重酬

劳，而贵国借兵恤邻之声名，亦永传不朽矣。”这种想借助

于外国的坚船利炮来镇压农民起义的想法，并非杨文定

一人，在他们的不断鼓噪和吁请下，清政府终于在１８５６

年命令两江总督怡良雇募火轮入江“剿贼”，怡良则因为

雇募为难，干脆购买了一艘兵轮，归钦差大臣、江南大营

清军统帅向荣调遣指挥，成为镇压农民军的一种“利器”，

“足以摧坚破垒，所向克捷”。

以上四种说法，各执一词，何者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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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源辨

清代末期，李鸿章、左宗棠、沈宝桢等人，大办“洋

务”，兴建近代新式工业，组建近代新式海军，客观上对中

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有关

“洋务”问题的迄自时间，所指内涵，史学界向有不同看

法，众说纷纭。因而大有辨证其来源及含义之必要，以解

读者之迷离。

“洋务”之称，是以“夷”、“夷务”演化而来的。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妄自尊大，目空

一切，对中国边疆地区各兄弟民族以及周围各邻邦统取

蔑视态度，称之为“夷”、“蛮”。直至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

步完成工业革命并开始以“坚船利炮”侵略我国的时候，

清廷仍以“天朝”自居，怀着蔑视之意，称外国人为“夷

人”，并把与之有关的通商、交涉事务称为“夷务”。这是

“夷务”的源称。

１８４２年《南京条约》谈判期间，英方代表曾提出，“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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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不美，嗣后望勿使用。”“双方争论字义，良久未定”。由

于英方坚持，《南京条约》和外交文件中，此后使再未出现

过“夷”字。但在清廷内部官方文件及私著中，“夷”字、

“夷务”仍然沿用。

罪早提出“师夷”思想的应首推“第一位放眼看世界”

的林则徐。他主张不能继续坚持“天朝”为夷所师的思

想，而应该“以夷变夏”；进而又有魏源继其思想，明确提

出“以夷攻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林则徐翻译

的《四洲志》及魏源著述的《海国图志》集中代表了当时提

倡“夷务”以“制夷”的思想。在他们的影响下，曾诱导起

一般士大夫从事“夷务”及兴建近代工业、近代海防的心

理建设。

最早奋起响应学习西方，试图将“夷务”付诸实践的

应首推以洪秀全、洪仁秈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英雄。

他们称外国人为“洋兄弟”，要求与西方国家在维护中华

民族独立主权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批准颁刻《资政新

篇》，提出仿效资本主义的２８点主张，以期“与番人并

雄”。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人们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

较前有所加深，“夷务”逐渐被“洋务”所代替。“洋务”涵

盖什么？李鸿章说，“‘洋务’为国家怀远招携之要政”（李

时岳，胡滨《洋务与洋务派简论》），这里是指外交活动；有人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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廷１８６１年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称为“洋务衙门，

是指设立与洋人事务有关的机构；有人又把李鸿章１８６３

年３月在上海奏设外国语言文字学馆一事，视为“创办洋

务之始”，以后雇洋匠、采购机器、创办轮船招商局、修筑

铁路等一些军事工业民用工矿交通企业的创办，都被视

为“洋务”。直至后来，几乎把西方的一切知识与外国资

本主义国家有关的一切事务统统包含在内，都属于“洋

务”的范围。

真正兴办“洋务”应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即洋务企

业家引进西方设备创办军用、民用工厂企业，如创办江南

制造局、福州船政局，以及轮船、电报、纺织、矿务等企业

为其开始。而以甲午中日战争后，因北洋海军的覆灭，不

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逐步被帝国主义瓜分，正式宣布了

在中国兴办“洋务”以图“自强”、“求富”、“抗侮”的所谓

“洋务运动”失败。

甲午战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冲破了“洋务”思想的藩

篱，他们所讲求的西学和所主张的社会改革，已不限于

“洋务”的范围，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即要求改变中国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道

路。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

“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二字自此就成了历史上的名

词，而渐以“维新”、“变法”、“革命”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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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近有人撰文提出了与上不同的看法。他们

认为，“洋务”起自１８４０年“抵抗派首领林则徐”，迄止“孙

中山领导的以革命共和相号召的革命运动的兴起”（李时

岳、胡滨《洋务与洋务派简论》）。

提倡“洋务”，是有一个从认识到实践的逐步发展的

过程的。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初以前，兴办“洋务”在实践上可

说是尚未真正开始，在这个意义上讲，此阶段只是处于提

倡“洋务”的认识阶段，即所谓“夷务”阶段。因此说“洋

务”之源始于“夷务”，是符合认识逻辑的。但是，说“早在

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时期道光君臣就进行了一系列洋务活

动”确是不确切的。

另外，“洋务”活动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付诸实践始，其

内容主要是学习西方科技知识、兴办民用企业、购舰造船

兴办军事工业等，几乎没有触及中国社会制度等政治问

题的活动。而要求变革中国社会制度的政治问题，只是

在“洋务”活动破产之后，维新变法乃至革命共和的倡导

者才明确提出，并积极付诸实践。因此，兴办“洋务”迄至

甲午战后，又是符合社会发展逻辑的；而将“洋务”活动延

至孙中山的革命共和时期，显然也是不恰当的。我们还

是要坚持社会发展的不断论与阶段论的辩证统一。不然

的话，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改革开放，也就又可以说是“洋

务”活动的“继续和深入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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