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招商局轮船首航梧州的史实

序宗麟 陈金源

罕夕呱服少毓少黔地方小史娇获爹鲸̀荞黝

松船通航梧州的历 史
,

一些论者只 注意到外松首航梧州的 j己载
,

却忽娜中国招商局轮船

首航格州的史实
。

`

十九世纪八士年代
,

中法战争之后
,

法国吞并 了越南
。

光绪士三年
,
法

.

国强迫清政府签

仃 了 《 中法续议商务专条 >
,

挽定广西开龙州
、

云南开蒙自为通商处所
; 法国商船可经松吉

河及高平河从谅山和高乎运载货物至龙州
,

并可使用锌户至龙州的官道
。

为 了削弱法国的经 济侵略势力
,

清政府中的洋务派代表人物曾打算利用梧州的水路运输

条停
,

发展航运业
,

转移广西 贫易重心
,

与法国展开商业竟争
。

光绪十四年
,

清总理街门就

指示恶洋大臣李鸿章与两广总甘张之洞 筹办此事
、

但是
,

由于张之洞对轮船通航格州的政治

和经济意义认识不足
,

对此并不热心
,

因 而很快复电拒绝 了总理衙门的建议
。

梧州通航轮船

的建议便被搁置起 来了
。

终而
,

中国地方官员不愿做 的事情
,

却被 日本侵略者注意上 了
。

甲午战争中
,

清朝被 日

本打败
,

派李鸿章赴马关和 日本谈判
。

日本向李鸿章握出和约底稿
,

其中第六款第一条
,

便

是丢求中国添设 包括梧州在内的七个城市为通商 口 岸 ; 第二条则要求允许 日本轮船从广东省

溯西江 以至梧州府
。

李鸿幸将
,

日本的和约稿报告清政府
,

并认 为 日本要求开梧州等处为通商

。 岸及 日轮通航梧州
, “ 皆各国多年愿望不可得者

” 。

清政府指示李鸿章与之辫马幻 设法维

护 中国的权益
。

李鸿章于是拟定了一份商约稿 节略交给 日本政府
,

其中指 出
: “

梅州土民
,

向来最恨外人
,

万一开 口 , 、 易滋事端
,

地方官实难保护
· ” 因此 , “

熙不能开 口通商
,

外国

枪船亦未便行驶
。 ” ①明确地拒绝 了日本的要求

。

当李鸿幸在马关苦苦哀拒 日本的侵略要求时
,

国内的洋务派代表人物郑观应等人就很关

注 日本究竟要求新开那些地方为通商口岸
,
以便在外人未到之前烦为筹划

。

他说 : 现在风 气

之速甚于迅雷
,

若不急思筹办
, 则 日本创之

,

各国效之
,

华商必至坐 困无利可图
,

可 不 嫉

哉 ! ② 当他风 闻和议中有
“

通商肇庆
、

梧州 ”
等地方之说时

,

便向盛宣怀提议及早派出妥人周

历 各处
, “

探浏水道及察看地势局面情形
,
以便购地造屋

” ,
以 为 “ 预 占地步

” 。

他认为这个工

作 “ 非明眼人 身亲其地勘验情形
”

’

不可
。

于是
,

郑观应 自告奋 勇拟先偕同招商局 总船主蔚霞

一起去肇庆
、

梧州察看
,
以 了解河道通行

,

客货数量等情况
,
以便为建立码头定选小轮船作

准备
。

⑧

光绪二十二年正 月
,

郑观应由邝干浦
,

叶侣姗赔同
,

从广州乘韶前往梧州
。

到梧州后
,

他

与当地有关人士商谈购 买修建码头地段等事
,

并 了解沿 途水程深浅
、

土特产及进 出口情况
,

作

海括每局派船通航时心根据资料
,

而且做好同玲商作竞争的一协准备
。

经过调查研究
,

郑观应衬梧州地方商业情况有了相 当深入的了 解
。

他将所了
,

解的情况记

录在尤绪二十二年正 月二十二 日至二 月初四 日的 《 赴梧 日记 》 中
。

例如 * 二 月初三 日的 日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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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 <游西江即事 > 诗一首云
: “

西江通五省
,

总汇在梧州
。

土产谷米麦
,

桂枝花生油
。

争购端

溪砚 (船过肇庆
,

土人携石砚至船
,

同人 多与之购 )
,

喜食沙田抽 ( 梧州沙田抽味甘
,

人皆喜

食 )
。

船舰如梭织
,

百物不胜收
。

入 。 货 日盛
,

洋纱与匹 头 ( 两粤人呼布匹为 匹头 )
。

两岸山环

立
,
烟村草木调

。

水涸深四 尺 (冬天水涸有数处深不过四 尺
,

西水涨时则有二三 丈之深 )
,

江阔可横舟
。

漫云粤西苦
,

宝藏满 山郊 (苍梧县谓粤西人极 贫苦 )
。

奈何安故辙
,

如成雾中

游 ( 时适遇雾船泊不行 )
。

既往勺可谏
,

来者 当与筹
。

法人垂涎久
,

英商欲远谋
。

狂澜谁力

挽
,

变法障东流
。 ” ④郑观应不仅记述梧州地 区特产

、

进 出口 货易和 发展前途
,

说明 了他志

在改 变梧州贫穷落后 的面貌和 阻止英
、

法
、

日等侵略者的垂涎
,
而且表明必须变法才能达到

目的
。

郑观应的态度是积极的
。

由于及时地作 了勘探和购买码头泊位等准备工作
,

、

使得中国轮 自西 江通航梧 州 有 了墓

础
,

光绪二十三年初
,

郑观应极力主张尽快发展西 江枪船航运事业
,

`

以与帝国主义竞争
。

他

指 出 : “ 西 江客货器 多
,

获利亦厚
,

本局巫宜仿照太 古 定造新船
,

由广州至梧州先试办一船
,

由香港至梧州先办一船
,

每 处造货驳两只
,

专备施带
。 ” ⑥

在郑观应等人的努力下
,

光绪二十三年 ( 18 9 7年 )
,

中国招商局 的小轮船即 顺 利 由 香

港
、

广州首航考合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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碑 、 州 , 曰两叼月` 户、 产 、 产、 产

(上接第 77 页 ) 紧接着资产阶级革命派首领孙中山亲自在桂越边境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后
,

广

西立宪派还在省内组织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
,

它给革命带来的不利和损失就更大一些
。

还应

看到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

立宪派的请愿
,

也揭露了清朝仿行立宪的欺骗性
,

打破了专制

局面
,

多少带有一些民主气息
,

教育了人民
,

起了一些进步作用
,

这也应该给予
一

肯定
。

武昌起义后
,

广西立宪派便同革命党人一起筹划广西 的独立事宜
,

并积极参与广西独立

的行动
,

这对推动革命的发展
,

促进广西独立
,

无疑是起了进步作甩的
。

因此
,

立宪派在广

西辛亥革命独立运动中的功绩
,

应给予适当的和肯定
。

但由于立宪
.

派的阶级局限性
,

决定了

他们不可能是真正的革命派
,

同革命派一条心
。

它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

革命的童

担必然地落在无产阶级的身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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