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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1、本书采用的观点、写法基本按照国家及省市编志的规定。

2、本书公历纪年法采用国际规定。如一八六零年九月一日，作

1860.09.01 ，以便与国际接轨。

3、按规定人名用字均予简化，但简化后易引起混淆的。仍沿用

繁体字。

4、本书主体部分由 1866 船政创办至 1949 年 8 月结束，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船厂、学校、博物馆等部分，分别列为马尾

造船厂(马尾造船公司)大事记、船政文化建设大事记，作为附录，

借以弘扬船政文化精神。



前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沿海藩篱尽撤，门户洞开，有识之士大

声呼吁:巩固国防，加强建设。清廷决定在马尾建立造船基地，引进

外来科学技术，培养自己的科学队伍，特报钦差大臣办理船政。准

予专折奏事。

船政包括造船(含制造火药、鱼雷、大炮、机器及后来的水上飞

机)、学校(船政学堂及后来的海军系列学校)两个方面，船政的成

立使马尾成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发源地之一，也成为近代海军、航

空的摇篮。

船政的创办标志着中国早期的开放、改革，有着许多经验和教

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的一切可以作为我们今日的教材。

"大事记"不应只是一本陈年流水帐，应从多方面来反映客观历史。

这里记录船政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教育、科学技术…

方方面面的重大事件，反映当年艰苦创业、激烈斗争的过程，可作

为今日开放、改革、发展经济技术的参考。

本书曾以《马尾船政大事记》之名，于 1986 年 11 月由福建省

航海学会出版。作为纪念船政 120 周年献礼，送给参加船政 120 周

年学术讨论会的专家学者、船政系统各学校校友以及与船政有关

的海军、航海、造船界人士。

1996 年，纪念船政创办 130 周年时，已难见到此书，热心人士

鼓励重新印出。笔者借此机会，予以修订、增补，并把 1996 年在《福

州文史资料选辑》第 15 辑(船政 130 周年纪念专辑)刊登的《马尾造

船厂大事记》修订后附入，于 1998 年 6 月出版(第二版) ，便于贯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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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古，借窥全税。修订过程，本书海校部分承海校校友李作健、欧阳

晋、高孔荣诸先生细心指正。特此致谢!

2∞9年，福州马尾区政协委员林樱尧同志提议，另组新的编写

修订班子，编辑部由笔者与樱尧同志共同负责。为此，特将主体部

分复加修订，增补，交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船政"是近代洋务运

动的产物，基地设在福建马尾，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全国只此一

家。因之，把书名改为《福建船政大事记H增订本) ，笔者风烛残年，

握笔如山，差错在所难免，仍希广大读者不吝指教!

陈道章

2010年 7 月

才



福建船政与船政文化

(代序)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外侮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清朝统治集团

内部一批已开始清醒的官僚形成了这样一个共识，即通过学习西

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兴办军用和民用工业，以"自强"、"求富"从而

掀起了史称的1务运动"。创办在马尾的船政一一近代中国最先

建立的国防企业之一，正是这一背景下的重要产物。

船政，即国家管理造船的机构，因创设在福建福州马尾，后来

的历史学家往往在前面冠以地名，故又称福建船政、福州船政或马

尾船政。船政的倡办者是闽浙总督左宗棠。

1866年(清同治五年 )6 月 25 日，左宗棠上疏朝廷，指出"自海

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直达天津，蕃蕾竟成虚设，星驰舰举，无

足当之"。他认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顿水师不可;欲整顿

水师，非设局造船不可"并具体提出在"福建海口罗星塔一带"设

厂造船。左宗棠的建议得到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认可和批准。 10

月，清廷在马尾设置"总理船政事务衙门"简任前江西巡抚沈藻祯

为第一任钦差船政大臣。

船政的创设，其任务明确，就是制造舰船，建立中国新式海军，

这首先应建设起一座大型的近代化的机器造船厂。一个历史性的

重任，落在了马尾这块古老的土地上。

按西方工业发展的规律，应该先有原材料加工工业、机器制造

业，以及有相应的工程技术人员，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起造船工

. 1 . 



业。恩格斯就说过"现代军舰不但是现代大工业的产物，而且同时

是现代大工业的缩影"。但是，当时的中国社会，仍停留在农业和手

工业生产阶段，工业基础、近代科技几乎空白，船政要在没有任何

社会条件的支持下去发展中国的舰船制造事业，就必须有非常之

举措。船政正是采取了非常的举措，一种独特的中国工业建设模式

和非同凡响的船政现象在马尾产生了。

左宗棠设计了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和工程人员的建厂造船

蓝图，这种一揽子计划能尽快形成生产力。经过沈藻祯忠实而坚决

地贯彻实行，仅用二三年时间，中国第一座近代化的大型造船厂就

崛起在马江之畔，并开始了轮船制造，马尾因而成为近代中国最早

对外开放引进的窗口。同时，西方的工业文明透过这个窗口，开始

向中国内地折射。

左、沈大力引进国外工程技术人员，但没有仅此为依赖，认为

要培养中国自己的科技人才方是根本之计。遂在办厂的同时，创设

了培育造船和驾驶人才的船政学堂。船政学堂在我国率先引进西

方自然科学教材和某些教育制度，此举不但为国家培育出大批科

技人才，而且打破了我国千百年来以"八股文取士"的教育局面，开

近代教育之先河 o 此外，船政还派出了中国第一批赴欧留学生，直

接感受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回国后，留学生们以他们所学、所见、

所闻，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启蒙思想家严复就是其中突出的

代表。

近代中国民族工业，首先建立的是因外来入侵严重而"逼"出

来的造船工业"逼"的结果是，知识不足，自己翻译;没有人才，自

己培养;设备短缺，自己制造;没有材料，自己生产 o 一切从头干起，

干的结果是，许多新兴的行业从这里衍生开来，如机械制造、矿山

开发、矿产冶脏、枪炮生产、电力应用、化学工业、电报通讯乃至飞

机制造等等，都是从造船工业的母体中娩出，造船工业无疑是中国

工业的母行业。正因这样，福建船政作为我国最先建立的造船企

业，她为我国工业化社会的开拓和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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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有着刻苦耐劳、聪明智慧、勤奋勇敢、富于创造性的

优良传统，这一美德在船政的创办与发展过程中再次得以验证。船

政造船工人在艰难的条件下，迅速掌握了近代的造船本领，从 1869

年建造成功中国第一艘千吨级木质兵船"万年清"号，到 1889 年制

成中国第一艘钢质军舰"平远"号，仅以 20 年时间，就实现了从造

木壳船到造钢壳军舰的技术进步，再一次充分显示了我中华民族

自立自强的非凡能力。

船政的创办，以"御侮"为首要目的，带有鲜明的反对外来侵略

的爱国色彩。因此，激昂的爱国主义情绪是船政突出的精神现象。

创办者左宗棠、沈藻棋爱国意识强烈，以为国图强，固我国防为己

任 O 船政培育的许寿山、陈英、邓世昌、刘步塘、严复、魏瀚、詹天佑、

林祥谦、巴玉藻等，都是铁骨铮铮的爱国主义者。船政无论从创办

初期聘用洋人就坚持"权自我操"或是 1874 年纽建海军舰队坚决

挫败日本侵台图谋，又或是在中法马江海战和中日甲午海战中，船

政学堂毕业的学生奋勇抗敌，慷慨捐躯，无不问烁着耀眼的爱国主

义光芒。

船政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重要篇章，以上所列举的船政现象，

仅从几个方面表述了她的历史功绩和作用。但从中可以得出这样

一个结论:船政的艰苦创业，为国图强;崇尚科学，勇于变革;杨志

进取，精益求精 E 博采众长，科教创新;反对侵略，忠心报固精神，构

成了一道道壮观的历史文化风景线，这就是船政文化o 探索船政文

化，弘扬船政精神，不仅是对船政先辈们的缅怀，更应该作用于我

们今天所从事的伟大事业。

船政文化的核心内容，是爱国主义。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十年

问，有无数仁人志士为拯救祖国的危亡而不断地探求救国之路。船

政就是一批先进中国人进行的重要尝试，成败得失历史自有评说，

但她为国图强的爱国精神，是宝贵的思想财富。继承船政爱国精

神，是我们今天弘扬船政文化的首要着眼点。

船政文化是闽海文化的延伸。白人类制造出轮船，为征服海洋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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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了得力工具以来，在一个多世或岁另中，海洋政治、海洋经济、

海洋军事日趋襄斓多彩，海洋现念得到了根本的更新。船政均被了

闭关锁匪的患想蕃篱，制造舰船，建设海军，发展海上贸易，开发利

用海洋资漾，为消除清朝"禁海"恶果打响了第一地，为百只东渐，

共本人提倡造的文明成果立下了不将功黠。

船政文先也是极商特色的地域文化。船政创办在中嚣东南沿

海的福州，她倡导科技，吸收新知识，并与本地区浓郁的传统文化

有扭结合起来，便成了本地区的知识分子先行一步地从封建文化

氛围中走出来，开了一代民智。近代以来福州的知识分子在追求新

知识中，花掌握自然科学作为重要的奋斗目标，涌现在许多科技人

才，这不能不说是船政文化素揭的结果。

综上所述，船政文化具有强到的爱国色罪，丰富的科技内涵，

全新的恶想观念和强劲的社会影嘀力，是我罩近代以来的思想解

放运动的结晶。尽管她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但也益是她烂的中华

民族文化之组成部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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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船政大事记

同治五年丙寅五月十兰日 1866.06.25 

闽浙总督[1]左宗棠上奏朝廷，陈述造船对国家的各种好处，

请在闽设局试造轮船。

六月初三日 1866.0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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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初九日 1866.08.18 

朝廷讨论船政，广东巡抚[2J蒋益遣等上奏，赞成造船。

七月初十日 1866.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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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量地尺，合 448.5

米) ，长 110 丈(379.5 米) ，土实水深。他们认为马尾设厂造船，具有

政治、经济、地理等多方面的优势。

七月十四日 1866.08.23 

船政筹备人员开始办公。

七月 1866.08 

日意格往上海请法国总领事白来尼替他在华协助办厂作担保

人。日:意格呈交保约 1 件、条议 18 条、合同规约 14 条。承担协助办

厂的任务。

八月十四日 1866.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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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京商量后再作决定。

• 1 



八月十九日 1866.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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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J在家(福州)的江西巡

抚沈藻帧以支持船政及福州人的身份赶到马尾劝喻，遭受围攻，足

躁中砖石，退往濡浦(林浦)。次日率营兵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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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亩，立下"船政官界"

界碑。

八月二十七日 186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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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初六日 1866.10.14 

左宗棠接到调任陕甘总督的命令。

丸月十三日 1866.10.21 

德克碑赴沪与日意格商谈建厂事，同渴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白

来尼，希望取得法政府的支持。十月上旬(11 月)到福州任职。

丸月二十一日 1866.10.29 

左宗棠以闽省造船需要，请求缓赴陕甘总督任所。

丸月 1866.10 

沈藻帧等百余名绅士联名上疏，恳留左宗棠"侯外国员工毕

集，创造一有头绪，再移节西征。"

马尾船厂基础工程开始动工，加固江岸，加钉木桩，填人灰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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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三日 1866.10.31 

左宗棠奏请派沈藻帧总理船政。

十月初八日 1866.1 1.14 

左宗棠奏请拨船政开办费 133866.5 两。

. 2 . 



十月十-8 1866.11.17 

上谕[3J:左宗棠暂缓变鲸，黯间会舟、造船。

十月十三 8 1866.1 1.19 

军机处[4J奉旨派沈碟帧总理船政。

十月十四日 1866.1 1.20 

军机处下达上谕"左宗棠费情派撤回总理船政接管局务一

析，比碟帧办事素来认真，所有船政嘟务，即智诙前(巡)抚总司其

事，并准专折奏事。"

十月十七日 1866.11.23 

在宗棠交部闽浙总督公章。榻州将军[5J英桂兼闽班总督。摄

周开锡、胡光壤(雪岩〉为船政提调G

十月二十三 B 1866.11.29 

旨意格、德克碑摇辑先捧到i攘外1，戴黑舟、厂的保约、条泼、清苦

及合闰理约。

十J3二十七吕 1866.12.3 

上渝准如数拨给采办经费，拢那棋接管船政，在其〈母)丧服未

释前，准其知会闽省总督、巡抚代赛。

十一月初四日 1866.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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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阀晦关月协 5 万两拨充船政经费。

十一月韧五日 1866.12.11 

在京棠评议制定船政及求是堂艺助潜糙，注意到智力投资，兴

舟学校。左宗棠上报以日意格、德克牌为正、副监督〔址。并与日:意

格、德克碑签约，确定建厂造船的总体规划。

十一月初十百 1866.12.16 

在东棠离开福州，取道立京，能往院甘任艇。

十…月十七在 1866.12.23 

船政主体工程全面动工O

船政求是堂艺昂(学校)，对外招生 1侃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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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二十二日 1866.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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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十三日 1866.12.29 

左宗棠将日意格等人的保约、条议、合同规约等送达总署。

十一月二十四日 1866.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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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成易记"决定按法国式用铁船槽，造价增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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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在在

帧母丧假期未满，遇有船政事宜，由英挂等陈奏。销假之后，由沈藻

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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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初一日 1867.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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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人学除由校供应食宿及医药费外，每月另给银 4 两

瞻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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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二十七日 1867.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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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治六年丁卵 正月十五日 1867.02.19 

闽浙总督英桂函达总署，船政已在马尾购地 328 亩，每亩价银

55 两，以后陆续购至 600 亩。

正月十七日 1867.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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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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递交〈议试造轮船有欠妥协》的借件，主张中翻应向外国买船，不

必自己选菇，自造"瓮攘巨款，终完成功"。他们企图插手船政。

王丹二十 13 1867.02.24 

命拢在在棋先行接办船政，等丧假满期再具折赛事(忧碟帧曾请

求假满上任〉。

二月二十二 13 1867.03.27 

总署接到英桂的信件，说明试造轮船拌咒舟、瑞欠妥之处，顶住

外罔人的干预。英桂函称美理登阴谋干预船政，于中取利。

工月工十七日 1867.04.01 

法公使伯梅内政函总署辟谣，承认造船系中国自主之善事，若是摆

不应干册。部认要笑理主委会办船政，建议船政聘用各部的人才，不

必专用法剧人。

王三月初2 日 1867 黯04.0γ

|玛浙总督央棠iU楠分u才去〈吴棠不赞成造船〉。

五月如四 13 1867.06.05 

法国海军部接替潜法海军需令复电称，中嚣造船事已由中服

皇帝批准，直特援大程督卦。法菌才同意日意格协助清廷造船。

五月如五 13 1867.06.06 

连 13 ，求是堂艺黯迁阳玛黯新校舍，改称船政学堂。初七上课，

分前学堂、后学堂。前学盘即制造学校(造船学校) ，外语采用法文，

勇有实习课〈蒸汽毛TL制造与船体制边是实习)。后学堂外语采用英文，

专业有驾驶租管轮。

六月十四日 1867.07.15 

日意格在法国租夹板船一艘就船厂攒材、钢铁 250 余吨来华。

六月十七日 1867.07.18 

、沈藻帧丧假满期，正式上任。制订建设海军的全西规划，包捂

工厂、学校等，并注意到严格预防行费留幸11压榨。

忧部精启用木质公章上刻"总理船政提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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