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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是近代洋务运动的产物，基地设在马尾，规模之

大．规格之高，全国只此一家。因之，把书名改为<船政大事

记)，修订过程，承林樱尧同志鼎力襄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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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记

1866．6．25． 同治五年丙寅五月十三日 ．

闽浙总督‘I)左宗棠上奏朝廷．陈述造船对国家的各种好处．

请在闺设局试造轮船。

1866．7．14． 六月初三日 ‘

清帝批准左宗棠的本章．以。当今应办急务”令左宗棠办理

船政。经费于闽海关税收内酌量提用，不足时提取福建省厘税应

用。 ， ． 二

1866．8．18． 七月初九日

朝廷讨论船政，广东巡抚(1)蒋益沣等上奏．赞成造船。。

1866．8．19． 七月初十日

江汉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到福州会见左宗棠。本日同往马尾

选择厂址，在中岐山下择一块地：宽130丈(清量地尺，合

448．5米L长llO丈(379．5米)，土实水深可达12丈(41．4

米)。潮满时24丈(82．8米)。他们认为马尾具有政治、经济、

地理等多方面的优势。

1866．8．23． 七月十四日

。船政筹备人员开始办公。 ．

1866．8． 。
． 七月 ．

日意格往上海请法国总领事自来尼替他在华协助办厂作担保

人。日意格里交保约1件、条议18条、清折1扣、合同规约14

条，承担协助办厂的任务。

1866．9．22．， 八月十四日

总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收到法国驻华公使伯洛内的复

信：造船事应等赫德(英籍中国总税务司)圆京商量后再作决 ．

． 一‘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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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1866．9．27． ／L月十九日

反对办船政的官绅唆使中岐(马尾)、罗星塔等13乡农民反

对船政圈地，包围来马尾购地的差役。丁忧(2)在家(福州)的

江西巡抚沈葆桢以支持船政及福州人的身份赶到马尾劝喻，遭受

围攻，足踝中砖石，退往濂浦(林浦)。次日率营兵300人包围

中岐，派来5艘炮舰，朝天开炮，迫交出反抗者18人。结果斩

二人(投石者)，贯十六人耳，镇压下反抗。至12月完成购地

200亩，立下“船政官界”界石。

1866．10．5． 八月二十七日

德克碑(与日意格曾协助左宗棠镇压太平军)自越南来闽协

助办厂，同意左宗棠拟的保约、合同。

1866．10．14．
、．

、
九月初六日

左宗棠接到调任陕甘总督的命令。

1866．10．21． 九月十三日

德克碑赴沪与日意格商谈建厂事，同谒法国驻上海总领事自

来尼，希望取得法政府的支持。十月上旬(11月)到福州任职。

1866．10． 九月

沈葆桢等百余名绅士联名上疏，恳留左宗棠．“俟外国员工

毕集，创造一有头绪。再移节西征。”

1866．10．29． 、．

’

九月二十一日

左宗棠以闽省造船需要．请求缓赴陕甘总督任所。 ．

1866．10． 九月

马尾船厂基础工程开始动工，加固江岸，加钉木桩，填入灰

石，砌筑石坝。厂地增高五尺以防海潮，打下大量木桩，福州木

材因之涨价。

1866．10．31． 九月二十三日

左宗棠奏请派沈葆桢总理船政。

1866．11．14． ，

、

。十月初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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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奏请拨船政开办费13 3866．5两。 ．

1866．11．17． 十月十一日

上谕‘3)：左宗棠暂缓交卸，留闽会办造船。～，．
‘

1866．11．19． 十月十三日

军机处(4)奉旨派沈葆桢总理船政。
7

1866．11．20．
、

十月十四日

军机处下达上谕：“左宗棠奏请派重臣总理船政接管局务一

折。沈葆桢办事素来认真，所有船政事务，即着该前(巡)抚总

司其事，并准专折奏事。”
· 1866．11．23． 十月十七日

‘左宗棠交卸闽浙总督公章。福州将军u)英桂兼闽浙总督。

派周开锡、胡光墉为船政提调。

1866．11．24．
’

’ 十月二十三日

日意格、德克碑随胡光墉到福州，禀呈办厂的保约、条议、

清折及合同规约。．

1866．12．3． ， 十月二十七日

上谕准如数拨给采办经费，沈葆桢接管船政，在其丧服未释

前，准其知会闽省总督、巡抚代奏。

1866．12．10． ．十一月初四日

．英桂等奏准由闽海关四成款项下拨银40万两作船政经费，

并将闽海关月协5万两拨充船政经费。 ，

1866．12．11． 十一月初五日．

左宗棠评议船政及求是堂艺局章程，注意到智力投资，兴办

学校。上报以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6)。

左宗棠与日意格、德克碑签约，确定建厂造船的总体规划。

1866．12．16． 一 十一月初十日

左宗棠离开福州．取道北京，前往陕甘任所。

1866．12．23． ． 十一月十七日

船政主体工程全面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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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政设立求是堂艺局(学校)，对外招生105名。

1866．’12．28．
’

十一月二十二日

日意格带合同条款和巨款由香港回法国，拟向法国海军部提

出报告。

1866．12．29． 十一月二十三日

左宗棠将日意格等人的保约、条议、清折、合同规约等送达

总署。

1866．12．30． 十一月二十四日

左宗棠奏折上达同治帝。其中提到原议建造石船槽，多数人

考虑“难成易圮”，决定按法国式用铁船槽，造价增加，船政开

支不足7万两。

上谕鼓励左宗棠办厂，批准各项章程及推荐人选，着福建各

大臣笼络日意格等人，如果建厂五年后教学有成，当另行优赏。

沈葆桢母丧假期未满，遇有船政事宜，由英桂等陈奏，销假之

后，由沈葆桢、英桂等联名陈奏，“仍列左宗棠之名，以期终始

其事。”船政经费差额7万两，“即于续拨闽海关每月5万两内支

用。”

1867．1．6． 十二月初一日

本月起，闽海关按月于洋税项下拨银五万两，作船政经费。

为培养自己的科学技术队伍。避免受制于外国人，船政求是

堂艺局开学。学生入学除由校供应食宿及医药费外，每月另给银

4两赡家。学习期间为5年(后有变动)．毕业后安排工作。

马尾校舍未建成前，暂借福州于山定光寺、仙塔街及城外亚

伯尔顺洋行上课。
‘

1867．2．1-|
． 十二月二十七日

日意格抵法国，向法海军部报告中国委托办理造船经过。

法海军部行文驻香港海军司令调查船政真相。

1867．2．21． 同治六年丁卯正月十七日

总税务司英人赫德指使手下法人税务司美理登向福州将军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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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递交<议试造轮船有欠妥协>的信件，主张中国应向外国买

船。不必自己造船．自造“徒糜巨款，终无成功”。他们企图插

手船政。 ’。

1867．2．24． 正月二十日

． 命沈葆桢先行接办船政，等丧假满期再具折奏事(沈葆桢曾

请求假满上任)。

1867．3．27． 二月二十二日

总署接到英桂的信件，说明试造轮船并无办理欠妥之处，顶

住外国人的干预。英桂函称美理登阴谋干预船政，于中取利，并

附美理登折略。
1

1867．4．1．
‘

二月二十七日

法公使伯洛内致函总署辟谣，承认造船系中国自主之事，法

国不应干预。否认要美理登会办船政，建议船政聘用各国的人

才．不必专用法国人。

1867．4．7． 三月初三日

闽浙总督吴棠到福州上任(吴棠不赞成造船)。

1867．6．5． 五月初四日

法国海军部接香港法海军司令复电称，中国造船事已由中国

皇帝批准。且特派大臣督办。法国才同意日意格协助清廷造船。

1867．6．6． 五月初五日

连日。求是堂艺局迁回马尾新校舍，初七上课，分前学堂、

后学堂，前学堂即制造学校(造船学校)，外语采用法文，另有

!实习课(蒸汽机制造与船体制造实习)。后学堂外语采用英文，

专业有驾驶和管轮。

1867．7．15． ． 六月十四日

日意格在法国租夹板船一艘载船厂器材、钢铁250余吨来

华。

1867．7．18． 、

． 六月十七日 ．

沈葆桢丧假满期，正式上任。制订建设海军的全面规划，包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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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工厂、学校等，并注意到严格预防行贿和压榨。

1867．7．20。 六月十九日

沈葆桢甄别前、后学堂艺童。

1867．7．25． 六月二十四日

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召见日意格。日意格奏明在华办厂的目

的与好处，拿破仑第三欣然批准日意格来华办厂。面谕：“用心

办理”1

1867．7． 六月

同治帝特派沈葆桢为船政钦差大臣，总理建厂事宜。沈葆桢

任用福建布政使(7)周开锡和道员夏献纶、胡光墉等3人为船政提

调(地位仅次子大臣)，知府‘8)李庆霖和刘国泰等为船政局员，

叶文澜为监工道员(总监工)(”。

1867．8．8． 七月初七日

总署收沈葆桢函称美理登百计钻营到船厂(企图当正监督)，

请预为防范。

1867．8．9． 七月初十日

沈葆桢启用木质公章——“总理船政关防”。

1867．8．10． 七月十一日

上谕沈葆桢实力讲究船政，并著闽省将军、督、抚团结一

致。办好船政。 ．

1867．8．13． ． 七月十四日

总署函沈葆桢，提到赫德屡戒美理登不要干预船政。并查询

购买机器情况。

1867．8． 七月

船政需铁，铁为紧销产品，布政司署中官员勾结炼铁户，向

购者索贿。船政不走后门，布政使邓廷}冉借口“防止私铸”、“济

匪”，拒绝铁产地卖铁给船厂。沈葆桢严斥邓廷槽违抗圣旨。指

出有人舞弊分肥，阻挠大局。责成该署供铁，倘供应不够、价格

太高或成色不足，“定唯该署是问”。命令将违法人员提解到船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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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听候严讯”。廷橹把责任推给书吏。沈拒绝所有说情，依法
惩办书吏．整肃了厂内外纪律。做到“弊绝风清”，保证船政顺

利上马b

后学堂(后由英人嘉乐尔任校长)设航海专业，采用外国教

材。自然科学课有算术、几何、代数、直线和球面三角、地理、

航海天文气象、航海算术等。

1867．9．15． 八月十八日

日意格雇的夹板船从法国运来铁厂使用的半数器具及200余

吨铁。’

1867．9．17． 八月二十一日

在船政课督工人的李庆霖受吴棠排挤。上谕：“吴棠奏甄别

知府，请旨革职等语，延平府知府李庆霖，著名巧猾，专事趋

承，著行革职，勒令回籍等因。钦此!”

1867．9． 八月

船政办公楼、住宅、前后学堂大部建成。

1867．10．6．． 九月初九日

日意格从国外回到马尾，带来一批洋员，有监工贝锦达、匠

头乐平(木匠)、哥送(木匠)、博士忙(锤铁)、布爱德(锅

炉)、西林(铁匠)、贝那德(绘图)等7人，另有木匠卑德等7

人及制造学堂教师博赖，总共15人(不计家属)。日意格月薪达

1000两，教师、木匠、工头200一500两，工人和领班120两。

他们在本国工资亦不过30～60两，中国工头仅21—55两。洋

员、洋匠享受公费医疗。

1867．10．中旬． 、

． 九月中

兴建第一座船台。 二

1867．10．20． 九月二十三日’

沈葆桢向皇帝反映：闽浙总督吴棠制肘船政，请谕船政提调

周开锡专意从公(周被匿名信诬陷，吴棠不安排他工作)，请饬

吴棠秉公断结道员叶文澜被控案(叶被讼棍诬陷)，请催船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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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胡光墉即日来闽(胡害怕斗争，徘徊观望，屡展行期)。奏折
附片中为李庆霖辩诬。

1867．10月底．一 十月初

又一艘夹板船载铁厂一半的机器和两部轮机来华。
1867．11．7． 十月十二日

总监工达士博、铁山和煤山监工都逢、英文教习嘉乐尔．医
官尉达尔抵马尾。

1867．11．9． 十月十四日

英桂函达总署：美理登赴京活动，请提防。

1867．11．12． 十月十七日

清廷支持沈葆桢，令周开锡专心工作，著浙江巡抚迅速催促

胡光墉赴任，著英桂、李福泰早日断结叶文澜被控案。
1867．11．20． 十月二十五日

左宗棠奏责吴棠专听劣员怂恿，船政事应由沈葆桢体察经
理。

1867．11．26．

船政提调胡光墉到厂。

1867．12．3．

总署劝沈葆桢不要以吴棠制肘为意。

解。

总署函英桂、左宗棠、沈葆桢．

应随时提防。

1867．12．

· 十一月初一日

十一月初八日

并分函英桂、左宗棠调

以美理登钻营入船厂不遂。 ·

沈葆桢委“尽先游击”(相当于中少校军官)
政水师营(水师营营长)。

’

十一月

杨廷辉管带船

1867．12．13．
． 十一月十八日

运到一批机器，有火锯、钻铁机、劈铁机、砺轮、磅秤、以

及铁片、铁条250吨。另有花旗木(美国木材，购自香港)、暹

罗木(购自泰国)等。计搬运20余日。
·8·



．12．20． 十一月二十五日

墉请暇赴浙江办陕甘转运局务，夏献纶接充其职务o

．12．21． 十一月二十六日

李福泰罢职，卞宝第继任福建巡抚。
‘

1867．12．26． 十二月初一日

设绘事院。招聪颖少年39人学船图、机器图、船体、机器

绘算概要等，学制三年。

1867．12．30． 十二月初五日

．船厂第一座船台(长24丈)竣工，其余3座预定明年秋冬

陆续完成。

1867．12．31． 十二月初六日

马尾已建成船政衙门、正副监督洋楼、洋员办公室、医生、

匠首寓楼、车间、匠房(30闻)，前后学堂(60多间)。

在船政附近辟一官道，“划为官街，以便民间贸易”。

1868．1．18． 十二月二十四日 。

第一号船身开工。沈葆桢亲率船政中外官员祭告天后，“捧

龙骨安上船台，又到铁厂亲自拽绳下石，均莫以牲醴，以昭慎

重”。 ．

1868．1．19． +， 十二月二十五日 ．

大风浪冲刷船厂堤岸．崩坍十数丈，倒机房五分之一，声震

如雷。以后重修．需要泥土填基，马尾十数里内竟至无土可购。’

1868．2．1．4 同治七年戊辰正月初八日
‘

总署收英桂函称闽厂已渐具规模，已在调解闽督与船政间的

矛盾。报告美理登阴谋不遂，将请假回国。、

1868．2．2． ． 正月初九日 j

沈葆桢奏：簟日意格以造船之枢纽不在运凿挥椎，而在图画

定式．非心通其理，所学仍属皮毛。”“故特开画馆二处，择聪颖

少年通绘事者教之，一学船图，一学机器图。”

1868．2．11． 正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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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机大臣恭亲王奕诉将吴棠调离福州，改任四川总督。以减

少船政压力。马新贻继任闽浙总督。

1868．2．12． 正月十九日

创办管轮学堂，培训轮机管理人才。

1868．2．17． 正月二十四日

创办艺圃，招收学生(艺徒)100多人，学习5年，培养监
．，

工人才，是中国最早的技工学校。 ·

1868．2．24． ·· 二月初二日

奖励船政有功洋人，予正监督日意格提督(10’衔，赏戴花 一

翎(u)，副监督德克碑戴花翎，总监工达士博三品衔。

1868．2．29． 二月初七日

夹板船两艘载暹罗木、花旗木到厂。木材仍不够使用．工厂

时常窝工。

1868．4．11． 三月十九日

副监督德克碑带洋员5人，洋匠17人到厂。至此外籍人员

基本到齐(连前共45人，其中临时雇用6人，实39人．超额1

人，尚有女眷8人，幼童4人)。

1868．4．12． 三月二十日

总署照会法国，告知奖赏日意格等人的事。沈葆桢请暂留吴

大廷在船政襄办提调事务。

1868．4． 三月 ．

船政在上海招考的江浙水手129人到厂工作。

18685．8．． 四月十六日

第二批设备由外轮运来，有锅炉、铁水筒及工作母机。搬运
’

20余日。 ’，

，。。1868年春

在婴腽山兴建天后宫，耗工料银3082两，供奉“天上圣

母”，作为轮船下水及出海祈求保佑平安的场所。夏至(6月21

日)前后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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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四月
●

士博等赴Ⅱ食叻(新加坡)、暹罗(泰国)、仰光等处购柚

1868．5．25． 闰四月初四日
’

总署收沈葆桢文，附折稿一件，片稿四件，述：l、德克碑

续招洋员匠并招考江浙铁匠、水手等人到厂及船厂工程进行情

况；2、日意格等恭谢恩赏；3、择建天后神宫，恳赐御书匾额

(后着南书房翰林写“德施功溥”横匾，盖上“同治御笔之宝”)；

。4、挽留杨廷辉；5、请准暂留吴大廷襄办船政提调事务。

1868．6．9． 闰四月十九日
、

大风浪冲崩江岸数十丈。逼近船台。

一1868．6．15． 闰四月二十五日

沈葆桢以风浪冲毁江岸，明确领导责任，自请处分。

1868．7．7． 五月十八日 ．

上谕沈葆桢从宽加恩，交吏部(12)议处。 ．

1868．7．8． 五月十九日

夹板船“法彼尔士”一艘运到第三批机器。每日数百人，搬

运一个多月。

1868．7．14．
一

五月二十五日

同治帝准吏部议，沈葆桢按防范不严降一级留任，准立功抵

销。领导自请处分．厂纪肃然。

1868．8．5． ，六月十七日

“汪德乃木”号船运来第4批“轮船机器”3 5000件。当时

在港船只有：运花旗木之“安迷喇”，运喻叻长短杂木之“悦诺

花恩德”，还有台湾运木运煤及厦门运砖之船只，附近运沙、石、

土的民船，“分载竹梢插护江岸之小船，搬移杉木储盖各厂之排

船，而木牌小船不与焉。沿江埠头，星罗棋布，无隙可容。故日

役千夫，难以克期告毕，”造成压港、压船。第3批机器上岸后，

第4批搬运40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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