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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历史研究领域，研究中国近代海军史的学者可谓寥若晨星，其中钻研近代

舰船技术史的更是屈指可数。陈悦就是这屈指可数者之一。

认识陈悦是在六年以前。当时我任职于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负责船

政文化建设的一方面工作。在近代海军发展史上福州与威海两地的关联颇多，福

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大多供职于清末的北洋海军。缘于此，是年初秋我与同

仁柳欣、陈建平、黄有锋一行专程到威海刘公岛考察学习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的

建设经验。在岛外，我们还参观了锚泊在海上按原尺寸复原的北洋海军旗舰“定

远”号。无意中获悉，主持考证、监造这艘“定远”舰的竟然是一位名叫陈悦的

年轻人!

创办于1866年的福建船政，址设福州马尾，是中国第一家专门负责近代化舰

船建造、管理和海军，造船人才教育的国家机构。她不仅在中国近代舰船工业史

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近代化教育、舰队建设、中西文化交流等多个领域，引

领风气之先，走在当时中国的前列，由船政生发而出的船政文化，可称为当时的

先进文化。

船政创办以来，共建造有各类军舰40佘艘。这些舰船曾在晚清和民国海军中

服役，参与了近代中国诸如中法、甲午、抗战以及收复南海西沙诸岛等很多重大

历史事件。然而，长期以来有关这些舰船的面貌、技术特征，建造渊源、服役始

末情况等，缺乏系统的资料，使得这些本应赫赫有名的船政军舰大都归于沉寂。

陈悦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厚的研判功力，帮助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考证、

监制了“万年清”、 “广乙”、 “扬武”等一批船政所造舰船的模型，使得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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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的历史得以唤醒，诸多最新的研究成果得以展现。在第三届船政文化研讨会

上，陈悦应邀到会作学术报告，获得广泛好评。

从2007年开始，陈悦通过种种渠道，广泛搜集中外史料，深化研究成果，

将清末船政建造的舰船按照船级分类，撰为舰志，同时汇入他研究清末另～大舰

船建造机构——E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所造军舰的成果，合编为《近代国造舰船

志》。

这是一幅近代中国自造军舰的宏大长卷，他不仅将船政和江南制造总局所造

军舰的建造经历、性能参数、外型面貌、服役历史等一一考证例举，同时还对历

史上的讹传予以修正。例如中法马江之战中一直被认为不战而退的船政军舰“伏

波”，实际曾与法军杆雷艇发生过激烈交战，只是被一些史料误读而蒙受了不自

之冤。类似的新发现，不仅在船政史，在中法战争史研究中都是第一次。

阅读陈悦书稿的过程中，我不禁想起了已故的著名船政史研究专家、福建师

范大学林庆元教授在其专著《福建船政局史稿》中饱含深情的期盼：

。⋯⋯80年代后福建船政局的研究已成为热门课题，研究的深度也超过以往

任何时期。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其实还有不少课题有待我们去开发，还有许多

重要历史资料有待我们去搜集整理。在这方面，造船技术的研究仍然十分薄弱，

可以说是一个空白。船政局从创办到停造的40年中，造出大小兵商轮船44艘，目

前很少见到文章就造船技术进行研究，同时纵向(前后)和横向(中外)的研究

也很少，这有待科技史和历史工作者的努力。”

《近代国造舰船志》的出版，足以填补这项空白，同时也填补了江南机器制

造局军舰史研究的空白。这不仅可以告慰前辈学者，而且对于今后船政历史，中

国海军史的研究，都将产生推动作用与影响。

作为好友，以近水楼台之便先睹本书为快。陈悦治学严谨，不入云亦云，严

肃的科学态度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在字里行间依稀可辨。至于本书长短得失，应该

由读者自己去评价，我仅有感于其勤勉与执着，略作小引以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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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矗

2010年9月于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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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始维艰——福建船政的诞生

西元1 862年2月1 5日，中历同治元年正月十五，中国大地正处在第二次鸦

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带来的动乱之中。今天已是旅游胜地的江西婺源汪口村

外，一批批扛着刀矛抬枪，或步行，或骑马的军队从大庸岭的崎岖山路间经

过，由此迈入浙江境内。“3几名兵勇在道旁的墙壁上刷帖大幅告示： “大兵过

境．剿贼安民，城市村野，安睹毋惊，一切买卖，价值公平，勇夫人等，各宜

凛遵⋯⋯”口1军伍中有乘八抬绿呢官轿格外显眼，里面身材魁梧的乘客便是这

支军队的统帅——楚军统领、新任的浙江巡抚左宗棠。

风起浙杭

左宗棠，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性情狂异，恃才傲物，早年科场落魄，直

到太平天国战争爆发才逐渐崭露头角，居身曾国藩幕府期间受曾赏识，被命组建

楚军以补湘勇不足。1862年初左宗棠率楚军攻人浙江，数年间横扫浙境，因功递

升为闽浙总督，成为一镇诸侯。楚军在浙江与太平军作战期间，曾得到法国军官

训练、指挥的雇佣军——常捷军的大力配合。左宗棠由此首尝与外国人合作的益

处，常捷军的法籍统领德克碑(D’Aignebelle)、军官日意格(Prosper Marie

[1]《左宗棠全集》15．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1000页。

f2]。湘楚军营制一行差告示”，载Ⅸ近代史资料》，总第7l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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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 中董
Giguel)也获得_r左宗棠的信任和好感。数年

后，当左宗棠试图白造蒸汽舰船时，这两位法国

人成了其重要的合作者。

太平无国战争中，蒸汽军舰在中国粉墨

登场，当时东南一些沿江沿海省份都有过零星

购买，装备蒸汽军舰或武装轮船的事例，清政

府中央也正式委托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李泰国

(tloratio Nelson Lay)帮助从英国订购燕汽军

舰。处在这样的风潮中，曾通过与常捷军英法

联军的台作切身感受到蒸汽舰船益处的左宗棠也

深受影响。然而左宗棠在如何获得蒸汽舰船方面

的设想与众不同，他所追求的是矗行设厂建造，

“将来经费有出，当图仿制轮船，庶为海疆长久之计⋯1。从史籍里日前尚无
从r解左宗棠提出这一设想时的更多心迹，但无疑中同传统文人朴素的主权观_盘

起了很大作用，缺乏对外交往实务经验时，显然自造要比外购的把握更大，至少

不会由此受外人要挟。

在清政府外购蒸汽军舰汁划中错失机会的法国人，揣摩到左宗棠的意图，

抢先在东南人手。法国远东丹舰队(Division navale de 11Extr 6 me—Orient)

司令为在太平天同战争结束后，能够继续对中闺发生某种影响，委托和左宗棠关

系良好、会说中国宦话的日意格向左宗棠传递r卟建议，即法国远东分舰队愿

意将设在宁波的船厂转交给左宗棠，双方可趴建立台作关系。不过当听说宁渡船

厂的规模很小，只能进行船体台拢．无法制造轮机，井不能单独建进军舰时，左

宗棠便关t了兴趣的大门。当时因为推销建议失败，显得有些尴尬的同意格和同

行的德克碑没有料到，从这一刻起，他们实际已经进入了中国自造蒸汽舰船的历

史。⋯

[1】“正；ii棠±#》20，岳艇书"，1989年版，第485页。

[2 3茏f仕幽n收提冉的台怍建r情M．m夏春祷洋：‘目意楮1864年关f中国内战的13记”。戟《近

代史锯料* 总第90号，r}-尉社会科学出版牡，1997q版，第4 8页。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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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事过后不久，左宗棠找了一名60岁的中国老匠人，t法上马，竟然自

行建造出r一条能坐两个人的蒸汽轮船，井在M光旖旎的西于湖L成功泛舟试

航。闽浙总督不可思议的小轮船问L什后，18644F10Jjl6口，R崽格为讨论常捷

军的遣散问题来到当时临时设在杭州城内的总督衙门。随着太平大国战争进入

尾声，操控在法国人手中的这支军队对清政府已经不再有多少重要价值，裁撤

是其必然的命运。

当日意格刮达总督衙r J时，发现左宗棠不顾尊申，早已站在会见厅的rj口相

迎。这种不』司寻常的态度似乎预示着什么。此后除_r就常捷军的趟散事务进行磋

商外，左宗棠特别带口意格参观了他在西湖试航的那艘轮船，骄傲地展示中国人

的智慧。R意格表面敷衍“棒极了!这证明巾国人非常聪颖”，心里则对这条船

很不介意． “总地来讲，它拥有r引擎发动机的所有细节，足以示范汽船究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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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运行的，但也仅此而已”⋯。

对这条船慢得让人叹息的航速，口

意格建议“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

乃臻捷便Ⅷ1。左宗棠后来在奏报
里说，这次会见后他就直接洽商德

克碑、口意格为中团监造轮船。奏

折上平淡的文字背后，是不啻于平

地惊宙的大手笔，很难想像闽浙总

督不动声色地说出这个决断时，两

位法国人是如何的表情。

机会终于来临，已经交卸常

捷军统领职务的德克碑市刻返回法

国，购买舰船图纸，商议船厂规划

方案以及机械采购、技术人员招募

等事，而后将整套计划寄到中国，

由担任宁渡海关税务司新职的口意

格转交给矗-宗棠。然而好事多麝，

当时正值军务倥偬，左宗棠挥帅南

下追歼太平军戏部，造船事务被暂

时搁置，德克碑前往遏罗他职，日

意格在海关任上，静静地等候左宗棠的好消电。

现在来看，左宗棠当时做Hj的造船、用人决策似乎非常突儿。有观点认为，

实际是因为左宗棠感受到了一个强烈的刺激。186441：，督抚两江的曾国藩、李鸿

章师徒接连上奏清政府．请求在上海|殳厂自造轮船，即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虽然

受曾国藩提携才得以一步步登上官场宝座，但是左宗棠因为曾幽藩将攻陷太平

[1]夏彝涛译：。日意格L864年*F中目内战的H记”．载《近代史街料》，总第90号．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7 m，

旺]《船政妻议汇编自校辑*，海潮摄#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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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国都城的伟功预留给其弟曾国荃，而对曾氏兄弟心怀忿忿，反目成仇。对李鸿

章，也因为其属下的淮军追击太平军时一度越境进入过浙江，而视其为大敌。此

刻，曾、李二人在上海开厂造船，眼见就可能开创中国第一，对左宗棠的刺激程

度可以想见。就这个意义上而言，江南制造局的营建成了后来福建船政诞生的催

化剂之一。

另外就设立船厂引进技术而言，当时世界上造船技术最为发达的国家主要

是英、法两国，受阿思本舰队事件的负面影响，且自己也没有合适的英国合作人

选，左宗棠很自然的选择就是法国，而恰好正有两名“驯顺”的法国人可以帮助

居间出力。需要看到，德克碑、日意格实际只不过是法国海军的普通低级军官，

对于蒸汽军舰的设计、建造没有任何经验。左宗棠脑中非常明了这一点，曾称日

意格不懂造船，德克碑只是略知皮毛，只不过因为他们与左宗棠在其他领域有过

成功的合作而被信任，他们将来扮演的角色其实类似于中国官员与外国技术人员

之间的协调人，即船政建厂造船计划技术项目的总承包人，并不是真正的技术工

程师。

西湖的烟波中，闽浙自造军舰的大幕就这样缓缓开启了。

船政

1864年末，江浙赣等地的太平军残部纷纷退往福建、广东。左宗棠遂率楚军

挥师南下，经过近一年的血战，最终在1866年2月攻破太平天国嘉应州，彻底扫

除了南方太平天国余烬。

4月3日，左宗棠返抵福州督署，四境初平之时，自造轮船的计划自然而然就

重新提起。6月25日，左宗棠具折上奏清廷，正式申请设厂造船，而且提出了设

立学堂培养人才的不俗计划，使得闽省的造船工程更与众不同。这篇洋洋洒洒数

千字的长篇奏折，尽抒胸臆，志在必得地将其自造轮船的全部构思和盘托出。从

海防、民生、漕运，商业四个角度加以分析，论证“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

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并详细阐述了其对设厂造船

的各项计划安排，表明这个设想已经非常成熟，具有可操作性。议论奇警地指出

“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

5



口盈

使_屿，人跨骏而我骑驴，可平?!⋯。
透过这份奏折，今人对左宗棠自遗轮

船的创想无疑应当予以充分肯定，但同时也

应社意到其无法摆脱的时代局限性。出J‘想

要市钳经费的考虑，扛宗棠将所要建造的蕉

汽船的功能定位为亦商亦兵，并不明白军舰

和商船存在质的区别。而且正宗棠对于轮船

造成后的维持经费想得有些不切寅翰：，认

为“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藉以捕盗而

护商，益可刊劳而集贽，似岁修经费无俊别

筹⋯。。这些缺失客观上都为此后船政的发
展带来了很大的负硎影响，由此也可以看到

一个全无近代工业基础的国家和蹒跚起步时

很难同避的先尤不足。

籼0奏请在清廷巾卡匹r】『起丁很大的反响，奏E后仅仪儿天就得到了叫确

台皇帝作了上百字的朱批：“。 中国自强之道，全在振奋精神，破除

讲求利川实际。谚督先拟r阌省择地设厂，购买机器，募扈洋匠，试

1．实系当今应办急务 ～”闽浙建厂造船就此定泌。
号察．左宗棠在福州城郊的马尾选定了婴豆I『I下中岐乡靠近弓江边的

l丈、长1 10止的田地作为厂址。建厂的经费从蚓海关的四成洋税F划拨

襄，另从六成洋税下每月划拨孔万两银作为运行费坩。“1与后来从各

『E洋海军经费柑比，船政的经费来源单一，闽海关叉是当时收入仅次r

茸关，睦设在本省，较易沟通，更具可鳝性。建厂的技术则主要依靠西

支术丁程总承包人的法国人德克碑、H意格就此先后到福州签订合约。

自撇赛《《编电校辑》
盼政女Ⅸn编电校辑*

船歧毒Ⅸn编“校釉
船政毒Ⅸ“编*睦辑*

簿潮摄影艺术出版祉

海潮摄影艺术出啦杜

海潮摄彩艺术冉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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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设厂工作万事待举之际，9jJ25日清政府寄

谕，箍j一捻军西犯，嗣左宗棠任陕甘总督负责甲定

口trJL，由漕运总督吴棠接任闽浙总督，兼管船政。

由于和新任总督吴棠并不熟悉，担心由其兼管可能

会导致船政的建设偏离自己设想的轨道。为了不使

自己一手开创的事业脱轨或中途遭受挫折，左宗棠

【．奏清廷请求派员直接管理船政事务，意图抢在新

任总督尚未到任前先将过这部份权力夺出，一位正

在家乡守制的福州籍官员进入了左宗棠的视野。

沈葆桢，字幼丹，福建侯官人，书香门第出

身，祖父、父亲都以从事幕友为生。沈葆桢的母亲

是林则徐的妹妹，与青梅竹马的表妹——林则你的

一女儿林普晴结婚后不久，沈葆桢考中进士，任编

修、御史．原奉踏^的是一条清流言官之途。但随

儒翼怂纛穴狱

^Ⅱ*&k15∞*M∞自#。“’

阔太平天国战争挥发，沈葆桢被外放出京，一度参

赞曾国藩湘军营务，受经世思想影响，任职江西广信知府期间，夫妇二人并肩守

城击退太平军，谱成一曲佳话。后来沈德桢在江西巡抚任上，抓获r太平天国幼

天王洪天福贵，更是立下盖世H功，成为官场卜一颗耀眼的新星。左宗棠与沈葆

桢有师兄弟之缘(左宗棠曾拜林则徐为师)，又曾同为曾闰藩幕僚，在江西多有

合作．且对曾国藩同样不抱好感(沈葆桢任江西巡抚期间，因缩减湘军饷源事与

曾国藩龃牾，后来曾国茎攻克天京，奏报幼天王已死F乱军，但是未久沈葆桢便

赛报在、江西俘获幼天王．与曾氏的小快加剧)．相互部有极深刻的印象，曾国藩

对．人的关系有过特殊评价，称沈葆桢和左宗棠是“死党”。”3

1 865年4月，沈葆桢的母亲去世，按照清代官场制度，官员的父母长辈去

[1】现代流传很r的副洗蓖桢照片经夏威夷^学荣体教授日幼垣先生辨识发现存在问题，奉目这

张洗氏Ⅻ像}≈沈罐曲的真容。相尤考征Ⅲ日幼垣t“读中国近代海军史札记1，载干《九州学林*，复

H★学出版社，2008年夏季刊。

[27赵烈文 《能静居日记*。关干洗葆帻与曾氏的矛盾，目前咀鹿百腾论说较详．见所著《沈檩

Mw传*．上簿古籍H；版n，2(啪年版．第86 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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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应辞去职务，服27个月丧假尽孝，称为守制。沈葆桢在老家过着与世隔绝的

平静生活时，左宗棠前来三顾茅庐了。要想使造船事业顺利发展，其统领必须是

具有官场经验且拥有一定资历声望的人物，才能有效处理好与朝廷与地方官员间

的关系，坚持独立建厂的原则，而且必须与自己有某种默契，能够理解执行自己

的政策。 “死党”沈葆桢不仅具备了上述条件，而且还是本乡本土人，又正处于

守制不能任官期间，此时让他在福州老家管理船务，“在籍监造，不为夺情，久

司船政，正可以侍养严亲”，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对于这份千钧邀请，沈反复推辞，最后在左宗棠的力请和清政府的谕令

下，做出折衷处理，同意出任总理船政大臣，但是在丧假未满之前暂不任事。

与当时李鸿章在上海兴建的江南制造局相比，福建船政的级别显然更高，清政

府任命钦差大臣直接总理负责。而且从大臣的头衔可以看出， “船政”二字意

义极广，当时指所有与建造、管理蒸汽舰船有关的事。由此可见，福建船政并

不是一个单纯的造船厂，而是集造船、教育、船舶人员管理调拨等于一体的大

型行政机构。⋯

缔造艰难

1866年1 1月23日，左宗棠交卸闽浙总督关防印信，迁出总督衙门，居住在

楚军营地内，旺1利用开拔前的最后时间继续处理有关船政的事务，努力在自己

走之前将船政建设带入预定轨道。六天后，前往上海找法国总领事在合约上签字

担保的德克碑、日意格返回福州，告知船政的建筑工程已经在上海寻觅“中外殷

商包办”D3，这些建筑承包商经左宗棠审核后即可施工。准备工作已经陆续就

位，12月11日，左宗棠上奏全面汇报了船政的建设规划。

左宗棠提出的是一个预算三百万两的五年计划，主要内容可以归纳为五个

[1)关于福建船政早期应该称为船政而不能称为船政局的观点见陈道章：《船政研究文集》，福建

省音像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161页。

(2)Ⅸ左宗棠全集》3，岳麓书社，1989年版，第335页。

[3)《船政奏议汇编点校辑》，海潮摄影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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