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翰船招商局产生与初期发展

的几个尚题

张 国 辉

在衬箫洋务运动与中国查本主义的发生
、

发展尚题时
,

人俩常拿输船招商局作为分

析研究的典型
。

用这个典型作为中国查本主义发生
、

发展过程的精影是富有意义的
。

因

为
,

在中国近代企业的发生史上
,

翰船招商局是出现最早
、

规模最大
、

关系又很复杂的一

个企业
。

它的产生
、

发展过程能够靛 明中国查本主义发生
、

发展的某些特点
。

近几年来
,

有不少同志已经在这方面作了静多可食的工作
,

同时也还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意晃
,

有些

史实也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舒
。

本文准备对翰船招商局从产生至 甲午战争期简的历史作一

筒单的分析
,

借以靛明中国查本主义发生的某些特点
。

继西方殖民主义各国破坏我国的沿海航权之后
,

一八五八年清政府被迫签舒的中英
、

中法
、

中美等天津条的规定
,

中国将开放长江水道
,

以供西方侵略者的商船通航①
。

不久
,

第一批进入上海的外国洋行如宝顺 ( D e n t & C o
.

)
、

琼祀 ( A u g u s t i n e H e a r d & C o
.

)
、

旗

昌 ( R u s s e l l & C
o

.

)
、

广隆 ( L i n d s a y & C o
.

)
、

吠礼查 ( F l e t e h e r & C o
.

)
、

沙逊 ( D
a v i d

S as s 。 。 n & C o
.

) 等便粉粉在长江行墩起翰船来②
。

在优厚利消的刺激下
,

到 了一八六

二年还出现 了一家美商旗昌翰船公司 ( S h a n g h a i S t e a m N a v i g a t i o n C o m p a n y ) 这样

的专业航运公司
。

旗昌翰船公司拥有一百万两的亘大查本
,

在中国的倾海和内河横行一

时⑧ ,

抬予中国旧式航运业以极其沉重的打击
。

而旗昌公司以及其他外商翰船对我国沙

船业的毁灭性破坏作用 lBJ 成为促进翰船招商局涎生的一个道接因素
。

在十九世耙五十年代
,

沙船是一支负担遭运和南北货运的庞大帆船队伍
。

其 中潜粮

是清王朝扰治机器的重要经济支柱 之一
,

本来是用潜船从运河北送的
。

咸丰二年 (一八

五二 ) 由于河道梗阻
,

遭粮改由沙船海运④ 。

同时
,

一向由遭船负担的南北货运也由沙

船经营
。

于是沙船业臻干鼎盛时期
,

集中在上海浏河一带者不下三千余艘
。

① 185 8年中英天津条豹第十款
: “
长江一带各口

,

英商船只俱可通商
。

惟现在江上下游… … 除坂江一年后立口

通商外
,

… … 准将自汉口溯流至海各地
,

选择不通三口
,

准为英船出进货物通商之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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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六一年十一月
,

太平天国侍王李世置军攻克宁波
,

为天国政权取得一个出海口
。

这一胜利使清政府惊恐万状
。

他们一面恐惧革命的武装会购买
“

洋船北墩
” ,

另方面为

了
“

联格洋人
” ,

力图换取外国侵略势力支持它向上海进兵
,

便不顾一切
,

对外国侵略

者
“

静开豆禁
” ① ,

满足 了他们从五十年代以来多次要求而不可得的贩运牛庄
、

登州大

豆的权利
。

共拮果就是把关东和东南的运翰贸易拱手让与外国侵略者
,

沙船业遂面临外

国翰运业的冲击
,

遭受严重的破坏
。

一八六二年三月
“
静开豆禁

”

后
,

洋船随即向牛庄
、

烟台庙集
,

共数量逐年递增
。

一八

六二年到达牛庄的外国船只有八十六艘
、

二万七千七百 四十七吨 ; 一八六五年达二百七

十四艘
、

九万一千一百一十八吨②
。

到达烟台的外国船只在一八六二年为三百四十八艘
、

一万零七百四十五吨⑧ ; 一八六六年为四百九十三艘
、

十七万三千八百三十吨④
。

特别

是到达的外国船只中有不少是空船进港专为运载大豆而去的⑤
。

这样大量的外国船 只的

到达邃使原来运行于牛庄
、

烟台的沙船受到了严重的打击
。

拭观同治三年 (一八六四 )
,

离开禁不过两年
,

而由于
“

夹板洋船直赴牛庄等处装运豆石
”

的拮果
,

遂使
“

沙船查本

亏折殆尽
” ,

沙船主
“

富者变为赤贫
,

贫者艳无生理
” ,

以致船只休荣
“

无力棘运
” ⑥

。

据当时的江海关道丁 日昌估卦
“

无货贩卖
”
而停泊在上海港的沙船竟

“
以千百号静

” 。

沙船的特点是
“

以运动为灵
,

若半年不行
,

由朽而烂
,

一年不行
,

即化有为无
” ⑦

。

到

了一八六六年
,

在洋船的剧烈冲击下
, “

以海船为业
”
的

“

江浙大商
” , “

不 惟 亏 折 货

本
,

窿至歇共旧业
” ,

江浙海运逐渐处于无船可走的境地⑧
。

在不到十年的时四里
,

一

支拥有三千余号的沙船业在外国航运势力的冲击下
,

居然衰落到只剩四
、

五百号船只@
,

呈现了一片调残的景象
。

沙船业的衰落引起 了清政府和江南某些地 方官吏的焦虑
。

同治五年 (一 八 六 六 )

上海海关道应宝时先后提 出过两项办法
。

起先
,

他主张由政府收买全部沙船
,

加以修整

以保证潜运
。

估升全部收购价格构七十余万两
,

每年修整费用二十六万两左右
。

这项主

张着眼于椎持旧有的运蝙工具
,

但其庞大的开支却不是穷窘的清政府所能负担
,

因之
,

随即
“

罢靛
” L

。

接着
,

应宝时又提出了
“

官买夹板船济运
”
的建蔽

,

经总理衙 阴
“

密

咨户部
” ,

户部顾虑
“

船少粮多
” ,

又见
“

内地号商近来多 自购洋船
” ,

所以主张
“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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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买洋船济运外
,

每年能划分潜额数成招商承运
,

合其偕官船同时抵津
” 。

在海潜失所依

恃的压力下
,

总理衙阴认为户部的主张
“

不为无 晃
” ① ,

随即棘致两江总督曹国藩
,

希望

他向清政府
“

具奏
” 。

但是
,

曹国藩却认为
: “

翰船夹板动须数十万
,

多买实难筹款
,

少买又不济事
” ,

至于招商承运
,

lRJ 苦于
“

中国商育久不顺与官交涉
” , “

未必肯多买
”

夹板船济运海遭
,

即使有顺意承运的
, “

又未必悉遵章程受我构束
” ② ,

总之
,

困难重

重
。

于是
,

这填主张也就无形打消了
。

但是
,

值得指出的是
,

一八六七年在总理衙 P弓同两江总督
、

上海通商大巨曹国藩的

往返信件中都已经注意到通商 口岸有不少商人购买或租雇洋船而跪寄在洋人 名 下 的 现

象
。

总理衙阴认为
: “

与其听任私买
,

将来必为洋人所挟持
,

自不如显为告渝
,

任从买

卖
,

lRJ 其权尚可归华商 自主
。 ” ③ 实际上

,

这乃是一个从开放商人买雇洋船的禁令
,

达

到管理华商
、

妙制新式航运业的打算
。

为此
,

曹国藩针对当时官商关系的情况提出了具

体的办法
:

由各关明白宣告
“

华商造买洋船
,

或租或雇
,

无蒲火翰夹板装运出进江海各

口
,

悉听 自便
” , “

以晃官不禁阻
” , “

既不绳以章程
,

亦不强合济运
” ④

。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
,

一些买办化商人提出了兴办新式航运业的耍求
。

一八六七年
,

候

补 同知容阴最先创敬
“

联投新翰船公司章程
” ,

经应宝时斡呈曹国藩
,

并由曹棘致总理

衙阴
。

章程强稠创裁人 目睹旗 昌翰船公司垄断长江航运
,

偏护洋商
,

对华商贸易
“

大有

窒碍
” ,

特倡裁
“

役一新翰船公司
,

俱用中国人合股而成
” 。

章程的主要内容有
:

( 1 ) 公司本级必须四十万两
,

分为四千股
,

每股百两
。

( 2 ) 先袋翰船二只
、

专走长江
,

专载中外商人货物
,

如生意幅旺
,

随时酌加

翰船二只
,

一走天津
、

烟台
、

牛庄等处
,

一走福州
、

香港等处
。

( 3 ) 公司内所用司事人等
,

必均系有股份者
,

仍由众人抽签公举
,

每股着

一签
。

( 4 ) 每年十二月十五 日
,

公司众人宜会集
,

听主事人报 明本年公司生意如

何
,

即会裁来年公司事务
,

主事人并将本年各项帐簿呈 出众人阴验
,

如有利息
,

立即照股摊派
,

限以五 日内派清
。

⑤

这是 中国商人筹划粗织股份公司的最早一个章程
。

其内容
,

无湍在集查办法
、

公司

内部的管理
、

股东的地位以及利消的分配等等
,

无不模仿西方企业的办法
。

以致总理衙

P弓在审阴时怀疑有洋商或买办参与其事⑥
。

曹 国藩也认为
“

〔难〕 保无洋人 及 买 办 在

内
” , “

若无此辈
,

未必能仿照外国公司办法
” ,

他要应宝时特别
“
留心查筋具复

。 ”
O

也静就是 由于这一怀疑
,

容阴的建敲不晃下文
。

需要在这里指出的是
,

就总理衙阴档案所晃
,

容阴的章程完全不首提及运潜
。

容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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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着重在长江行船
,

攫载 中外客货
,

只是在公司有发展的前提下
,

才扩充南北航线
,

往

天津
、

牛庄及福州等地拭航
,

即使在提及开辟北洋航线时
,

也不曹要求运潜
。

同治七年 (一八六八 ) 曹国藩对华商吴南靓的批檀中提及
: “

前任常缤静道曹递观

帖
,

亦系招商集货购买翰船
。

其靛以春夏承运海潜
,

秋冬揽载客货
。 ” ①李鸿章在 同治

十一年 (一八七二 ) 的奏摺中追述同治六
、

七年简
, “

道具静道身
、

同知容阴 iflJ 蔽华商

置造洋船章程
,

分运潜米
,

兼攫客货
。 ” ② 参照曹

、

李两人的靛法
,

可知在容阴章程之

外
,

当时还有静道身的靛帖在
。

后者乃是将渭载海潜和客货二事并提的
。

目前有些同志

在述及六十年代商人拟办翰船运翰时
,

商单地从李鸿章的
<<
奏摺

》
或

“ 盛宣怀行述
。中直

接搏述
,

抬人的印象似乎容阴
、

静道身共同拟靛 了
“

华商置造洋船章程
” ,

这很容易引

起殷会
。

迄今静道身的靛帖尚未及晃
,

但从容阴的章程 中所反映的要求和曹国藩的批植

来判断
,

显然
,

容
、

静二人是从不同角度
,

分别对置办翰船运翰提出建裁的
。

在容阴建靛之后的第二年
,

一八六八年又有沙船商人赵立蔽 向曹国藩呈送猜办翰船

运蝙的一个察帖
,

其内容不群⑧
。

紧接着便有
“

华商吴南韶等
”

向曹国藩
、

丁 日昌察称
:

“

集紫购办翰船拭行潜运
” 。

吴南韶等称
: “

集货购办翰船四只裁行潜运
,

以补沙船之不

足
,

其水脚一切悉照海运定章
,

无须增加
。 ” ④ 可是

,

曹国藩以海潜先尽沙船
,

翰船应

以
“

装货揽裁为第一义
,

以运潜办公为第二义
” ,

而吴南昆等
“

并未言及揽载客货一层
,

似专靠运潜为生活
” ⑤ ,

不予批准
。

丁 日昌的态度比较积极
,

他在致曹国藩的信件中表

示
:

翰船公司
“

起办之初
,

食在立脚坚定
,

又似非先办运潜
,

无以为体
,

继办揽载
,

无

以 为用
。 ” ⑥ 这表明在对待刽办新式航业的态度上洋务派官僚内部并非一致

。

但是
,

隶

属于两江总督
、

上海通商大臣的江苏巡撅对此 自不能公开地另作主张
。

就我们 目前所知
, “

吴南祀
”
乃是广东商人吴南拿的商号名称⑦

,

也即是后来担任开

平煤矿
、

中国铁路公司会办而为李鸿章推静为
“
通晓西国藉言文字

” ,

并
“

熟习商务
”
的

吴烧昌⑧
。

这表明吴原是一个与外国势力有联系的商人
,

那末
,

由他粗织并以他为代表

的所韶
“

吴南甜
”

等自然不排斥买办或买办化商人参与共事的可能性
。

由此可晃
,

时至六十年代后期
,

在旧式航;运业受到剧烈破坏的景况 下
,

对别办新式

航运业跃跃欲拭的确实大有人在
。

在不到两年
.

的时简里
,

申精筹办的就有四起之多
,

其

中有买办化的人物如容阴
、

吴燎 昌等
,

也有沙船商赵立蔽等人
,

静道身的身份还不甚了

了
,

估针不外是与商人有联系的官僚
。

这些人的努力虽都受阻于曹国藩
,

但这些事实的

本身表明了新式航业之不能在六十年代发端
,

并不完全因为主砚条件不具备
,

而是由于

封建保守势力在起着阻碍作用的椽故
。

曹国藩之所以在当时抱着顽固拒艳的态度
,

其原因当然不是像他 自己所歌
: “

恐各

① 曾国藩 : 《
华商吴南韶等察集货购办输船熟行潜运 ;清示由

》 。 《
曾文正公全集

协 ,

批犊
,

卷 6
,

第 75 真

(以下简称
衣
曾集

,

)
。

② 李鸿章 : 《
献办翰船招商摺

。 。 《
李文忠公全集

》 , 《
爽稿

》 ,

卷 2 0
,

第 2 2直 (以下简称
《
李集

》
)

。

⑧⑤ 《
曾集

》 ,

批胰
,

卷 6
,

第75 直
。

④ 丁日昌 : “
商号拟购编船献行槽运行司核留

》 。 衣
撅吴公胰

冷 ,

卷 13
,

第 1 直
。

⑧ 丁日昌 : “
咨复通商大臣商号拟购翰船献运

》 ,

附 i匆
。 。

撅吴公犊
,

卷 13
,

第38 直
。

①
“

申报
>> ,

光褚六年九月十一日 (1 88 0年10 月14 日)
。

⑧ 衣
李集

》 , 《
奏稿

》 ,

卷 42
,

第 2 直
。



商筹划不韧或致亏折
” ① ,

而是顾虑
“
用翰船

,

lHJ 沙船尽革
,

于官亦未为得针
。 ” ② 此

外
,

竹国藩在对吴南祀察帖的批件中还着重指明运潜必须先尽沙船的理由是
“

恤疲商
,

念旧忿
” ,

这里所韶旧故乃是指帆船商人在组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对清政权所作的支持
。

正如上海的商船公舵所述
: “

咸丰军兴以来
,

助酮有捐
,

大营有捐
,

共余捐款林立
,

无

不取拾于商船
。 ” ⑧可见曹国藩的恤疲念旧

,

实际上正是封建势力阻挠新事物的一个反

映
。

因此
,

酝酿中 lBJ 办翰船运输的新形势不能不暂时受到延宕
。

在分析翰船招商局产生的时代背景时
,

还必须对六十年代通商各口大量存在着的洋

行买办和与外国势力有联系的买办化商人雇
、

买洋船的事实作一沈明
。

六十年代初期的材料透露
,

上海与内地的运输贸易由买办及买办化商人
“

与洋商合

伙
”
经营的

“

居十之七八
” ,

而由华商
“

自置货物贸易者
,

十仅一二
” 。

这是因为当时

华洋合伙贸易
,

一切报关完税均可由
“

洋行出面
” ,

进 出口
“

只须完税
,

并无捐项
” ,

而华商 fllJ
“

既应完税
,

又须报捐
” 。

所以
,

买办及买办化商人与洋商便在
“

华商避捐
” ,

“
洋行图利

”

的基础上桔合起来④
。

例如
,

在豆石开禁后三年
、

亦即一八六五年
,

到达牛

庄的二百七十四艘洋船中
,

就有二百三十七只是中国商人租
、

雇的
,

只有三十七只属于

外国商人 自己经营的 早
。

烟台的情形也与牛庄十分相似⑥
。

总理衙 阴在六十年代初就注意到这个现象
。

一八六四年它曹特地向各口查韵华商买
、

雇洋船手续
,

着重查固华商买得洋船后
“

是否向地方官报明立案
” 。

广东
、

福建和上海

的有关官 员对此都 作了回答
,

共 中以署江南海关道丁 日昌的报告最为祥韧
。

他就上海的

情形仔韧祝明
: “

内地商人买雇洋商火翰夹板船只
,

只写立笔据
,

多托洋行出面
,

赴颁

事衙阴呈报
,

更名人册
” , “

从未赴地方官报明立案
” 。

丁 日昌认为这样
“
漫无稽察

” ,

恐为
“

匪徒朦混
” ,

建蔽由总理衙阴
“

照会各国公使通筋各口颁事搏筋洋行
” ,

对以后商

人置买翰船
,

必须
“
由内地殷商出具速环保拮

,

察明地方官编立字号
,

一面由监督府县

毅法稽查
。 ” ⑦ 总理衙 r ,于十二月简拾英国公使威妥那 ( T h o m as

,

W
a d e ) 的照会上曹

靓
,

以后华商买雇洋船
,

必须
“

由官经理
,

不得任凭民 阎私相授受
” ,

并要威妥那
“

棘

筋各口倾事照办
” 。

⑧ 然而
,

华商买雇洋船的活动有利于外国侵略势力向内地渗透
,

是

符合侵略者的利益的
。

所以
,

威妥那答复靛
: “

难照来文筋合颁事官代为经理
。 ” ⑨

上海通商大臣
、

固浙总督等在获知总理衙 阴和英国公使交涉的拮果后
,

粉粉主张
“

自

立章程
” 。

左宗棠并就福州
、

厦阴及台湾淡水三 口的情形拟定 了七条办法
,

分别对雇
、

租
、

买洋船三方面定 出管理措施皿
。

上海方面 lHJ 由税务司
、

法国人 日意格和江海关道应

⑧⑨

L

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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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 6
,

第 75 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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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 195 9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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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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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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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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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购买船炮
,

第815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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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署收圃浙总督左宗棠文
,

附章程
》 。 《

海防档
》 ,

甲
,

购叉船炮
,

第82 1

一823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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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时共同拟舒了章程
,

共列十八款
,

着重对华商购买洋船的管理上①
。

总理衙阴把这两

项章程都送交总税务司
、

英国侵略分子赫德审阴
。

从侵略者的立踢出发
,

赫德除 了对这

两项章程作了一些非靛外
,

还提出了他 自己草拟的一项章程
,

这就是
“

华商造买夹板等

顶船只拟靛章程
” ,

后经曹国藩
、

李鸿章的修改
,

共列有六款三十条
,

声明
“

长江三关

不在此哉
” ,

于同治六年九月 (一八六七年十月 ) 简经总理衙阴核定由江海关晓栽各口

拭办
。

赫德草拟的章程规定
:

华商买用洋船后
“
即为买主国内之船

” , “

不准复用外国旗

号
” ; “

华商夹板船准在通商各口来往
,

不得私赴沿海别口
,

亦不得任意进泊内地湖河

各 口
” ; 而船只

“

所装货物均照洋商税 lHJ 钠税
,

共船钞照钠
。 ” ②

按照赫德章程的规定
,

中国商人所置翰船只能在通商 口岸运行
,

也就是规
,

只能在

洋商翰船所能到达的航线上行墩
; 而在撒钠税捐上 fllJ 悉照洋商税则

,

不能有林毫优越于

洋商船只的待遇
。

在外 国航运业显然已经霸占中国镇水的条件下
,

实行这一章程的后果

必然是外国侵略者的既得利益不受任何影响
,

而中国商人所要 iflJ 办的翰船运翰业势必在

形成期中就被淘汰 了
。

显而易晃
,

赫德章程是
:包含着侵略者扼杀中国新式航运业的阴媒

的
。

lBJ 办翰船公司的动裁从一八六八年吴南靛等的清求未被批准以后确是沉寂了儿年
。

然而
,

在沿海贸易中
,

翰船在代替帆船的运翰上却越 来越起着显著的作川
。

试以北洋航

线为例
,

从一八六七到一八七二年到达牛庄的翰船在上升
,

而帆船则相应下降⑧
。

同样
,

这种升沉趋势也兑于烟台和天津
。

而另一个引人注 目的现象是翰船在到达的洋船 中所占

此例在上升
。

一八六六年到达烟台的洋船为四百九十三只
,

共中有翰船一百三十八只 ,而

一八六七年
,

到达的洋船减为四百四十七只
,

但翰船的数量却上升为一百五十五只④
。

而天津在一八六八年到达的洋船二百九十九只中有翰船一百三十九只
,

儿近牛数⑤
。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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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表明
:

到 了六十年代后期
,

在商人中既有创办翰船运翰的耍求
,

而翰船在沿海贸易上

所发挥的作用又与 日俱增
。

可见中国新式航业的涎生在客观上 已经是势不可禁的现象了
。

七十年代初
,

内朋学士宋晋抨击福州船政局糜费太重
,

主张裁撤
,

引起 了一踢有关

造船的争湍
。

总理衙阴重提
“

各局 〔指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 翰船由商雇买
”
的主

张
,

企图以局部的企业化解决罩用工业的困难
。

于是有关翰船招商的尚题在一八七二年

初又晃热朋起来
。

两江总督曹国藩建裁将江南制造局已造的船只
“

不重索租雇之价
” ,

租与商人装货① ,

并且为了改变
“

商人不乐与官交涉
”

的习惯
,

建靛物色
“

熟悉商情公

廉明干之具
,

不必处以官位
,

绳以官法
,

但合与华商交接
,

有言必信
,

有利必让
,

使商

人晓然知官踢之不编我也
。 ” ②曹国藩所要搜罗的

“
明干之具

” ,

是指在官商桔合上能

起桥梁作用的人物
。

李鸿章进一步补充挽
: “

更宜物色为股商所深信之官
,

使之颁袖
,

假以事权
” ,

达到
“

官为之倡
” , “

商民可无顾虑
。 ” ⑧ 事情非常清楚

,

曹
、

李都发觉

了需要有官而商或商而官的人物为他侧利用商人查本起媒介作用
。

他们虽未具体表示所

要争取的对象是买办或是旧式商人
。

但是
,

桔合七十年代的实际情况
,

拥有大量查金
、

在通商 口岸十分活跃而又对新式企业具有较多知识的是买办和买办化商人
,

因此
,

曹
、

李所耍物色的对象
,

在很大程度上也就落在这些与外国势力有联系的商人的身上
。

这一

点从李鸿章后来的行动来看
,

是可以得到充分证明的
。

官僚
、

买办在削办新式企业上的

拮合在这里可以魏是初露苗头了
。

七十年代初
,

另一个引人注 目的现象是李鸿章对筹办新式航业的态度十分积极
。

一

八七二年初
,

李利用北洋通商大臣的地位
,

授意津海关委具林士志与驻津
“

广帮众商塔

雇 洋船者
”

接洽
,

裁立 了九项兴办翰船航运的办法
, “

公凑本级三十万两
,

公举商总承

揽
,

由官稽查或莆发公款若干
,

照股均摊生息
。 ”

李并将此项拟裁在一八七二年三月简

(同治十一年正月 ) 渺寄曹国藩和在上海的广东
、

福建各帮商人④ 。

正在酝酿期中
,

曹国

藩突然病死
,

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憔何憬曹署
。

李 鸿章便声言翰船虽
“

应 由上海办起
” ,

但
“

南洋无熟悉情形肯任大事之人
,

lRJ 筑室道碟
,

顾虑必多
” ⑤ ,

这种舍我其歌的弦外之

音
,

充分暴露了李对控制新式航运业的勃勃野心
。

从客观条件看
,

lB] 办新式航运业在江南比较优越
。

因此
,

为了急求成效
,

李鸿章莲

摘置天津粤商的拟裁
,

而在七月简物色了经办海运十余年的三品街道具
、

浙江候补知府

朱共昂
,

商靛先毅立商局
,

拟出翰船招商局章程二十条
,

最初规定招商局的性质是官商

合办的企业
,

其具体的办法是
: “

机器局所造翰船以造价之多寡核定股份
,

由商局分招

散商承认
,

每股跟数定以一百两为率
” , “

毅若一时散商股份不足
,

即 由商局察睛所剩

下股份作为官股
。 ”

有关海潜的规定是
: “

翰船招商之后
,

承装海运仍归商人
,

水脚耗

米均照江浙沙宁船章程
。 ”

章程规定
,

在货运捐税上与外国翰运业享受同等待遇
,

即由

清政府
“
行知各口局卡

,

凡遇招商翰船所向贸易
,

除报钠关税外
,

其筹防落地等捐概行

① 《 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 日
,

总署收南洋大臣曾国藩函
冰 。 《

海防档
》 ,

乙
,

福州船厂
,

第3 25 se 326 直
。

⑧ 《 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
,

总署收曾国藩函
冲 。 .

“
海防档

, ,

乙
,

福州船厂
,

第3 25 一 326 直
。

⑧ 《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七 日
,

总署收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文
, 。 衣

海防档
》 ,

甲
,

购买船炮
,

第 905 亘
。

④ 李鸿章 : <’ 同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 日
,

复曾相
》 。 “

李集
》 , “

朋僚函稿
冷 ,

卷 1 2
,

第 3一 4 直
。

⑤ 李鸿章 : “ 同治十一年二月十六 日
,

复王补帆中元
》 。 “

李集
” , `

朋僚函稿
, ,

卷 12
,

第 9 直
。



免撤
” ① ,

这方面的内容反映了商人的要求
. ,

一望而知
,

拟立此项章程的中心 目的
,

在

官的方面要解决军用工业和海潜运输的困难 ; 而在商人 lHJ 求关税之外免除杂捐
。

早期拟

我中官商合办的基础即在于此
。

章程是以朱共昂倾街呈送李鸿章搏致总理衙阴的
,

实际

上参与商蔽的尚有李振玉其人②
。

但是
,

当朱其昂等从天津 回到上海后
,

发现官办制造局并无现成商船可硕
,

也未必

能造成合于需要的商船⑧ ,

特别是两江总督何憬以及江南制造 局总办揭馒光
、

上海道沈

秉成等对天津的拟靛很不赞成④
。

朱其昂便提 出改变官商合办的方式
,

向李鸿章陈靛仍

循静道身
、

容阴的旧蔽
,

由官毅立商局以招徕依附洋商名下
、

挟有查本
、

置备输船
、

从

事各 口装载贸易的
、

在沪各省股商⑤
。

这个建靛更加投合李鸿章的心意
,

使他能够绕过江

南一些地方官吏的参与而把新式航运业完全控制在 自己的手中
。

李随即向总理衙阴棘送

朱其昂的条敬
,

并着重规明
: “

目下既无官造商船在内
,

自毋庸官商合办
,

应仍官督商办
” ,

“
由官总其大纲

,

察其利病
,

而听孩商董等 自立条靛
,

悦服众商
。 ” ⑥ 随即由李鸿章准照

苏浙典商借倾练酮制技定章
,

拨借制幼二十万串
,

作为
“

役局商本
” , “

以为倡导 , ⑦ ,

翰船招商局莲以
“

官督商办
”
的形式于一八七二年在上海产生

。

翰船招商局从最初的
“

官商合办
”

改为
“

官督商办
”
意味着什么呢 ?

在朱共昂拟定的新
“

条规
”

中
,

运潜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耍
,

这是因为庞大的潜运水

脚是企业的一项可靠的收入
,

是商人力图争取的目标 ; 至于原来为解决军用工业困难而

拟定的办法
,

现在却不在考虑之列了
。

这表明解决军用工业的困难
,

虽曹是发起投立招

商局的一个因素
,

然而在招商局的成立上却不曹发生决定的作用
。

新拟条规的重心现在

落在事取 自置翰船的商人入局这一点上
。

例如
: “

华商向有 自置翰船
,

如情顺以翰船入

股者
,

当… … 秉公估价按数作若干股
,

……倘船主不能将全船 归股
,

准共先入若干股
,

其

未人股之船盈余悉归船主
,

或顺将全船归股而船主跟根不敷
,

准共将不敷之若干股拆卖

于本局
。 ” ⑧ 如果考虑到七十年代所鹉 自置输船之华商舍洋行买办或买办化商人之外

,

并无其他人物时
,

这一规定就极其明显地表明是为了争取买办商人的人股而 作 的 努 力

了
。

而这样的
“

条规
”

却能迅速得到李鸿章的积极支持不正貌明李对招徕买办查本兴趣

十分不浅喝 ?

近年来学术界对十九世起六
、

七十年代的社会势力与翰船招商局产生的关系尚题存

① “ 同治十一年七月十二日
,

总署收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文
,

附章程
。 。 《

海防档
, ,

甲
,

购买船炮
.

第g U

一 9 15直
。

② 李鸿章: “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

复孙竹堂观察
》 。 “

李集
》 , “

朋僚函稿
》 ,

卷 12
,

第3 6ee 37 点
。

③ 喇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
,

总署收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函
冷 。 么

海防档
。 ,

甲
,

购买船炮
,

第91 9直
。

④ 李鸿章: 《 同治十一年十月初十 日
,

复何筱宋制军
。 , 衣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初六 日

,

复孙竹堂观察
” 。 衣

李

集
》 , 《

朋僚函稿
。 ,

卷 12
,

第 28 一 29 直
,

第34 真
。

⑤ 《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廿四 日
,

总署收李漪章函
, 。 “

海防档
》 ,

甲
,

购买船炮
,

第9 19 直 , 另 参 朋
,

李 鸿

章: 众
献办输船招商摺

。 。 《
李集

》 , 《 奏稿
》 ,

卷 2{ , ,

第 3 2一 33 直
。

⑥ 川司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
、

总署收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函
》 。 《

海防档
, ,

甲
,

购买船炮
,

第91 9一9 20

直
。

⑦ 李鸿章 : 《
献办翰船招商摺

》 。 《
李集

” , 。
奏稿

》 ,

卷 2 0
,

第 3 2 se 3 3直
,
参阳

《
海防档

》 ,

甲
,

购买船

炮
,

第 91 9直
。

⑧ “ 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 日
,

总署收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面
,

附输船招商条规
, 。 《

海防档
。 ,

甲
,

匆

买船炮
,

第 92 1一 92 2亘
。



在着一些不同的意兑
。

有的同志认为李鸿章由于买办势力的推动兴办 了翰船招商局
,

其根

据是一八七二年驻津粤商通过林士志 向李提呈的章程以及一八七三年有人向李提出添招

阴粤亘商人股的建靛 ; 而有的同志的看法恰好相反
,

把李在初期兴办翰船招商局时所接

触到的商人大体上都理解为旧式商人
,

亦即完全撇开买办势力在招商局初创时期的作用
。

就我俩上面的分析来看
,

这两种意晃似乎都不能认为是恰当的
。

翰船招商局的发端并非 由于买办势力的推动而是由于清政府及其代理人为了解决 自

身的困难而兴办的
,

这在上面已经作了分析
。

现在耍着重盆 明的是与李鸿章在创办翰船

招商局的初期所接触 的商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了

一八七二年初通过林士志与李鸿章发生联系的
、 “

搭雇洋船
”
的广帮商人诚然如有的

同志所挽
,

不能都以买办视之
,

但是也不宜于采取极端的态度
,

把他们看成都是
“

查本

较小的旧式商人
” 。

事实上在一个半殖民地的社会里
,

所鹉
“

搭雇洋船者
” ,

表明已经

是与外国势力发生不 同程度联系的商人
,

他们虽然不都有买办的身份
,

但是他俩对外国势

力的依相与买办并无二致
,

因此把他们看作是买办化的商人则是合乎实际的
。

至于查本

力量
,

据这些商人 自称能够筹集三十万两
,

这就不是一般小商人所能胜任的了
。

事情是
:

对控制新式航运业迫不及待的李鸿章
,

明知
“

此事应由上海办起
” ,

但在甘国藩任两江

总督时
,

他不能无所顾忌
,

因之
,

李与天津粤商接触的目的在于利用后者与上海的广东
、

福建帮商人相联系
,

实现染指新式航运业的野心
。

所以既派海关委 员和他俩共靛章程
,

又渺寄南洋与兮国藩商淡
,

显得分外热心
。

一旦曹国藩死去
,

李鸿章可以放手行事
,

武

接 与淞沪商人相接合
,

天津粤商在李的需要上顿时失去声价
,

所鹉
“

货力不厚
”
不过是

李鸿章为了摆脱他们 另找新工具的借 口而已
。

那末
,

取代天津粤商而与李鸿章相接合的朱其昂又是怎样的人物呢 ?

朱其昂
、

江苏宝山县人
,

是以沙船为其世业的淞沪亘商①
。

李鸿章在同治十一年奏

称
,

朱
“

承办海运已十余年
,

于商情极为熟悉
” ② ; 及至光褚七年简又靓朱在北京

、

天

津
、

上海
、

广东各地没有华裕丰汇跟票号③
。

若仅就这些情形来看
,

祝朱共昂是旧式商

人兼运翰业者是没有什么不妥的
。

但是李鸿章在致总理衙阴的信件中又挽朱
“
习知洋船

蹊径 ,, , “

熟悉南北各 口情形
” ④

。

如果不是自己经营洋船或与经营洋船的洋行买办以

及买办化华商有密切来往
,

旧式的沙船主是无法了解
“
洋船蹊 径

”
的

,

更 不 用 挽
“
习

知
”
了

。

朱其昂既
“
习知 洋 船 蹊 径

” , “

熟悉南北各 口情形
” ,

而又力图承办翰船事

业
,

就显然是一个和洋船
、

洋行
、

买办或买办化华商有密切关系的人物
。

而帮同朱共昂

草拟章程和条规并投查于招商局的李振玉⑤ ,

却正是一个买办或买办化程度很深的商人
,

他从一八六 O 年起就和美国侵略分子花焉太 ( M
.

G
.

H ol m es ) 在山东烟台伙开一家清美

洋行 ( H ol m es & C .o ) 往来上海
、

烟台
、

天津 各 口 经 营 生 意④
,

并 备 有
“
天 龙

”

(D r
ag

o
)n 号翰船在上述三 口运行⑦

。

不仅如此
,

朱其昂与上海旗昌翰船公司的 总 买

① 《
臭报

》 ,

同治十三年九月初七日 ( 187 4年 10 月16 日 )
。

② 李鸿章 : 《
献办翰船招商摺

》 。 《
李集

>> , 《
奏稿

冲 ,

卷 20
,

第 33 直
。

⑧ 李鸿章 : “
职官勾串洋 人强柞摺

》 。 《
李集

》 , “
奏稿

冲 ,

卷41
,

第38 一39 直
。

④ “ 同治十一年七月十二日
,

总署收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文
》 。 《

海防档
》 ,

甲
,

购买船炮
,

第910 页
。

⑤ 《
教会新报

, ,
1 873 年 1 月25 日

。

⑥ 《
捷报

, ,

188 2年 3 月15 日
,

第29 4直
。

① 众
捷报

》 ,
188 2年 3 月 1 日

,

第 238 直 ; 188 2年 3 月15 日
,

第29 4直
。



办陈竹坪也有密切关系
。

据挽旗昌曹一度与其天津的买办刘森韶发生过刹粉
,

陈竹坪就

是希望通过朱其昂的排解来解决这个刹粉的。)
。

这项材料证明朱显然 已经不是单枕的旧

式沙船商人
,

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已是买办化的商人了
。

但是
,

也必须指出
,

像朱其昂这

样一类的商人究竟还只是与买办势力有联系
,

而不是买办圈子里的人物
。

正因为如此
,

朱虽然殷切地抱着争取买办查本 iflJ 办新式航业的顺望
,

然而
,

他对买办资本的号召力量

却是十分有限的
。

所以
,

翰船招商局在 lBJ 办后的第二年
,

为了解决查本阁题
,

李鸿章又

不得不直接罗致大买办入局了
。

上述分析表明
,

七十年代中国新式企业是在官僚
、

买办两种社会势力的初步拮合下

产生的
。

看来这种桔合的发朝者是官僚而不是买办 lHJ 是可以断言的
。

反映这种要求最明

显的是洋务派首脑曹国藩
、

李鸿章等主动地 箱格商人
。

七十年代初
,

分国藩在翰船招商

尚题上曹痛成物色
“

熟悉商情
、

公廉明干之具
”

的重要性
,

这种
“
明干之具

”

自然不能

貌就是单指买办
,

但是要把这一耍求付藉实现
,

就不能排斥与买办或买办化商人的拮合
。

继承曹国藩衣钵的李鸿章正是从实践上证明了这一点
。

出现这种枯合的关键
,

一方面固

然是因为兴办新式企业对地主阶极扰治集团来貌是新奇的和生疏的
; 另方面

,

更重要的

是
,

经过西方查本主义殖民势力将近三十年的扶植
,

到 了十九世耙七十年代
,

买办和买

办化商人的经济力量 已经发展起来
,

他俩 中的某些人已经是市塌上有势力的人物
,

不通

过他俩
,

新式企业的 lBJ 办
,

几乎无从下手
。

所以
,

随着翰船招商局的产生
、

发展
,

以及

其他新式企业的次第 出现
,

官僚
、

买办的桔合程度也便越来越深
。

这可魏是近代中国查

本主义在发生时期的特点之一
。

至于官僚
、

买办相桔合 的社会基础
,

拙稿
《
中国近代煤

矿企业 中官商关系与查本主义发生 简题
片 ② 已经作了粗浅的分析

,

这里就不臀述了
。

(未完待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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