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洋务运动引进西方

近代技术的经验教训

黄逸峰 姜 铎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

清政府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
,

通过

洋务运动
,

标榜
“
自强

”
和

“
求富

” ,

在旧中国首先引进西方近代

技术
,

兴办了几十个军民用近代企业
。

但由于主观客观的种种因

素
,

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
,

旧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

的贫穷落后的国家
。

洋务运动是失败了
,

但它在引进西方近代技

术方面所留下来的经验教训
,

对我们今天实现四化
,

是否多少可

以起些借鉴作用呢 ? 本文拟在这方面作些初步探索
。

一
、

资本主义还是封建主义

发展资本主义还是维护封建主义? 是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

技术过程中
,

首先遇到的一个根本问题
。

以蒸汽发动机和机械化为标志的西方近代生产技术
,

从十八

世纪八十年代英国产业革命开始逐步形成
,

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进一步发展的必然产物
,

是资本主义最后战胜封建主义的强大

物质基础
。

以英国资产阶级为首的近代资产阶级
,

凭着这一近代

生产技术
,

一方面创造出庞大无比的社会生产力
, “
资产阶级占得

统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
,

而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一切世代总共

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宏伟众多、 另方面把所有一切以至最野蛮的民

族都卷进文明的游涡
, “
它那种商品的低廉价格

,

便是它用以摧毁

一切万里长城
,

征服野蛮人最顽强仇外心理的重炮
。

它迫使一切民

族都在灭亡的恐怖下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

它迫使一切民族

都在自己那里施行所谓文明制度
,

即变为资产者
。

简言之
,

它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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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形象来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 ” ① 当时延续二千多年的古

老而落后的封建中国的大门
,

已被英国为首的世界资本主义用廉

价商品加鸦片和大炮
,

三管齐下所轰开 ; 有识之士龚自珍
、

魏源
、

林则徐等
,

已提出
“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

”
等口号

,

向西方学习近

代技术
,

已提上了中国的议事日程 , 洋务派头子们
,

也已深切地

感到
: “

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
” ② ,

再不能照封建老样子统 治 下

去
。

于是
,

洋务派不得不下决心学习西方
,

向西方引进近代技术
,

从创办近代军用工业开始
,

逐步发展到创办一批近代民用工矿交

通企业
,

并创建了一支新式陆海军
。

但是
,

洋务派引进西方近代

技术的动机和目的
,

开始是直接为了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等农民

革命
,

挽救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
,

后来也仍然是为了维护和巩固

封建统治 , 也就是说
,

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去代替封建主义
,

而是为了挽救封建主义
,

不是为了革封建主义的命
,

而是为了救

封建主义的命
,
不是要资本主义

,

而是要封建主义
。

他们念念不

忘建封主义
,

引进西方近代技术的目的
,

一心为了维护和巩固封

建体制
。

用曾国藩的话来说
,

便是
“
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

,

得

纤一时之忧
,

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
,

尤可期永远之利
” , ③ 所谓

“

永远之利
”
者

,

即妄图死保封建皇朝万万年也
。

李鸿章 声 称
,

学习外国武器和技术只是
“
治标

” ,

而中国封建主义的礼教制度
,

才是
“
那治保邦

”
的

“
本

” 。

④张之洞更明确提出了
“

中学为体
,

西学为用
”
的反动 口号

,

亦即利用西方近代技术为手段
,

来达到

维护封建体制的目的
。

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的可能发展
,

一开始就

忧心忡忡
。

李鸿章于 1 8 6 5年便担心
“
数十年后

,

中国富农大贾
,

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
,

官法无从为之 区 处
” 。

⑥ 后来

为了开辟晌源和招徕资金
,

李鸿章又提出
“
宫督商办

”
方式

,

企

图利用和控制私人资本
,

为封建统治服务
。

直到中日甲午战争后

① 《
共产党宜言

》 , `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

》
(两卷集 )

⑧ 李鸿章语
,

转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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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本主义初步形成时期
,

张之洞还在把发展资本主义说成是
“ 子不从父

,

弟不尊师
,

妇不从夫
,

贱不服贵
,

弱肉强食
,

不灭

人类不止
” ①的洪水猛兽

。

洋务派在引进西方近代技术过程中所办的近代企业
,

在经营

管理上带有严重封建性
。

洋务派所有近代军用工业
,

全部资金来自

封建政府的拨款
,

全部产品无偿调拨给封建军队使用
,

不算成本
,

不计盈亏
,

只是在后期才出现一些商品经营的倾向
。

管理体制上则

完全是封建衙门一套
,

机构重叠
,

人员臃肿
,

效率低下
,

贪污腐

败
。

试以创办最早规模较大的江南制造局为例
,

1 9 0 3年担任该局

总办的赵滨彦
,

在向上级报告中
,

曾列举该局内部存 在 着 蔽 界

(各立门户 )
、

牵混
、

把持
、

团结 (封建宗派 )
、

侵 蚀
、

倾 轧
、

欺

饰
、

征逐
、

疲玩等九大弊端
。

如牵混一弊说
: “
凡制一器

,

非一厂

所成也
,

凡办一事
,
非一处可了也

。

料物办存库房
,

支领听凭各

厂
,

库房不知某厂需某料若干
,

与某料应造某物若干
,

各厂亦不

问料物之高下与价值之多寡
,

购则滥购
,

领则滥领
,

仅就一厂以

抉其弊
,

不能水落 日出
。 ”

如侵蚀一弊说
: “

库房 采 办
,

支 应 银

钱
,

其所侵蚀
,

显焉者也
。

尚有无形之侵蚀
,

如厂中用料
,

任意

滥领
,

余者私用
,

再多则积聚成件
,

运人私宅
,

变价 以 入 私 囊

..
`

…其大者如造存军装
,

亦能于夜半更深
,

一叶 扁 舟
,

潜移 默

运
。

磅收料物
,

一有规费
,

便可数目浮报
,

低货
`

混充
。

种种 弊

端
,

不可究话
。 ”

又如疲玩一弊说
: “

局中工作之迟 缓
,

公 事 之延

搁
,

习惯已成自然
,

严予惩傲如故也
。

遇有整顿之事
,

力难违抗
,

非

敷衍了事
,

即设法宕延
,

虽极易了之事
,

无不迟犯瞻顾
,

积习已

深
,

挽回未易
。 ” ②江南制造局内部如此封建腐败

,

因而生产效率

低得可怜
。

该局从 18 6 7至 1 9 0 4年的三十八年间
,

共支出国家经费

规银 27
,

6 35
,

44 9两
,

平均每年支出七十余万两
,

而所 生 产 的 成

果
,

则是一些数量既少质量又差的陈旧军火
,

仅能吓唬一下手无

寸铁的人民群众
。

以主要成品各种枪支而论
, 1 8 6 7至 18 9 4年间共

① 张之洞
: 《劝学篇

·

政权
, 光绪戊戌年两湖书院树本

。

② 心
江南造制局移设芜湖各硫稿

》
第 89 一 9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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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 5 1, 2 85 支
,

平均每年约只有一千九百支
,

每天的 造 枪 能 力

只有五支多
。

江南制造局如此
,

其它近代军用工业亦可见一斑
。

洋务派所办近代民用工矿交通企业
,

包括官督商办企业
,

除

少数经营管理较好者外
,

其封建腐败程度
,

比军用工业也好不了

多少
。

即以创办较晚的汉阳铁厂而论
,

封建衙门气息 也 十 分 浓

厚
。

用张之洞自己的话来说
: “

各厂委员司事
,

月糜薪水不货
,

各

厂 日用不少
,

而实在工作能造枪炮
,

安机器
、

出钢铁之工 匠总不

肯多雇
。 ” ① 盛宣怀说

: “

总办不得人
,

洋匠不用命
,

百弊丛集
,

散

漫什乱
。 ” ② 曾担任过汉阳厂文案的钟天纬说

: “

每出一差
,

则委员

必十位八位
,

爵秩相等
,

并驾齐驱
,

以致事权不一
,

互相观望
。

仰窥帅意
,

事事喜用官派
,

故不喜闻商办之说
。 ” ③封建衙门气息

十足的汉阳铁厂
,

当然办不好
,

五百多万两的创办费
,

引进西方机

护设备和设厂安装的费用共只两百多万两
, “

余皆系浮 费
,

于 公

司毫无利益
。 ” ④洋务派近代企业内部的严重封建性

,

大大妨 碍 了

对引进西方近代技术的利用和发展
,

这是洋务派从封建娘胎里带

来的病根
。

洋务派在引进西方近代技术过程中
,

未能促使中国原有的资

本主义萌芽获得迅速充分地发展
。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
,

在中国封

建社会内部商品经济逐步发展的基础上
,

已经过长达数百年的孕

育时期
。

到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
,

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影响

下
,

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呼之欲出
,

一部分掌握资金的买办富商和

官僚地主
,

对投资近代资本主义企业
,

已在跃跃欲试
。

其中依靠

外国资本发了财的买办商人
,

特别活跃
,

他们已迫不及待地向外

商在华企业投入大量资本
。

当时旗昌洋行买办陈竹坪
,

投人旗昌

洋行和琼记洋行航行于长江各条轮船的资金达 2 1 5
,

00 0 银 两
。

在

早期垄断长江航运的外商旗昌轮船公司和公正轮船公司中
,

买办

心
张文襄公全集

,
电族第 14 6卷第 16 页

。

`愚青存稿
》
第29 卷补遗 66 第 12 页

。

《
盛档

,
钟天纬 1 8 9 6年2月 22 日致盛宜怀函

,

转引自汪熙
. “
从汉冶萍公司肴旧中

国引进外资的经脸教训
” 《
复旦学报

, 1 97 9年第 6 期社会科学版
。

徐坷
: 《
演稗类钞

, 1 92 0年第 4 版第 17 册工艺类第 12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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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投资占资本总额三分之一以上
。

其它如外商保险业
、

码头

堆栈业等
,

在六十年代都有较大量的买办商人资本参与其中
。

英

商怡和轮船公司 1 8 7 3年的创办资本 4 ,
600 股中

,

买办商人的 投 资

占2 0
.

3%
,

其中唐廷枢便拥有 4 00 股
。 ①

洋务派正是根据上述情况
,

于七十年代提出
“
官督商办

”
方

式
,

兴办起近代民用工矿交通企业来
。

李鸿章在筹办第一个官督

商办企业— 轮船招商局的奏折中
,

即曾转述朱其昂等人的下列

意见
: “

该员等籍隶淞沪
,

捻知各省在护殷商
,

或置轮 船
,

或 挟

资本
,

向各口装载贸易
,

俱附洋商名下
,

若由官设立商局招徕
,

则各

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商局
,

似是顺商情而张 国体
。 ” ②应该承

认
,

官督商办方式
,

在中国资本主义正遭遇着外国资本主义和本

国封建主义的重重阻力的开始发生阶段
,

对私人资本曾经具有很

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
,

买办富商们投资官督商办企业
,

一度曾经

十分踊跃
。

招商局第一期七十三万余两商股
,

大部分是唐廷枢
、

徐润等大买办商人募集而来
,

他们把资本投入招商局后
,

曾经幻

想每年至少可得 20 写以上的红利
,

并欢呼
“
此事固创千古未有之

局
,

亦为万世可行之利
。 ” ③开平煤矿的资金

,

也是唐
、

徐等 人 经

手筹集
, 1 8 8 9年唐廷枢在上海为开平招收五十万两追加资本时

,

仍然一呼即来
,

十分顺利
。

④ 上海织布局招股的情况是
: “

初拟章

程招四十万
,

后竟多至五十万
,

尚有退还不受
,

商务联群机缄已

将萌芽勃发
。 ” ⑥ 连后来竭力反对官督商办的郑观应开始也认为

:

“

第商务之战
,

既应借官力为护持
,

而工艺之兴
,

又必借官 权 为

振作 , ” 主张官督商办
,

各有责成 , 并积极投资参与官督商办企业

活动
。

洋务派主要通过官督商办方式
,

陆续兴办了三十多个近代民

用工矿交通企业
,

共招收了一千万元以上的商股
,

这在当时是一笔

① 买办投资数字
,

转引自汪熙
: .

论晚清的官任商办
, , 《

历史学
》 1 97 9年第 1 期

⑧ t
洋务运动

,
第 6卷第 6 页

。

⑧ `
交通史航改编

》
第 1 册第 1`了一 8页

。

④ t
北华捷报

, 1 8 8。年 s月 2 1 日第 3 5 e页
。

⑥ 经元替
: 《
居易初集

》
第 2 卷第 36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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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的资金
。

应该把这看作是中国资本主义的第一个投资高潮
,

也是引进西方近代技术的第一个高潮
,

所可惜的是
,

由于洋务派

的反动动机和目的在作怪
,

缺乏发展资本主义的明确纲领
,

他们

对待资本主义
,

不但不能做到
“
官为扶持

” ,

而是
“
官为 利 用

” 、

“
官为剥削

” 、 “
官为控制

”
和

“
官为垄断

” 。

结果大部分官督商办企

业
,

在封建腐败的洋务派官僚把持下
,

纷纷亏损破产
,

或被封建

政府和帝国主义所并吞
,

致使私人资本望而生畏
,

裹足不前
。

如
:

轮船招商局即陷于长期亏损不死不活的局面
,

上海织布局股东未

见半厘股息
,

股本已经亏折三成
,

到了盛宜怀督办的华盛纺织总

局
,

老股竟等于零
,

甚至还要赎身
。

经营得较好的开平煤矿和电

报局
,

一个被督办张翼擅自出卖给英帝国主义
,

一个被袁世凯强

行收归清政府国有
。

积极参与官督商办企业活动的唐廷枢
、

徐润
、

郑观应等大买办商人
,

也都落得一个破落的下场
。

唐廷枢
“
身后

肖条
,

子嗣靡依
” ,

要广帮商人发起抚恤
。

① 徐润在招商局受 尽 盛

宜怀的排挤和打击
,

和盛多次交锋
,

每次都以
“
卵石之势无可如

何
”
而宜告失败

。

②郑观应对官督商办得出的最后结论是
: “

名 为

保商实剥商
,

官督商办势如虎
。 ”

中国资本主义 萌 芽 勃发的第一

个投资高潮
,

在洋务派的摧残下
,

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

洋务派引

进西方近代技术的结果
,

未能使中国资本主义走上正常发展的道

路
。

他们所办的近代企业
,

未能成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骨干和

基础
,

而是成为带有严重封建性和买办性的畸形资本主义
,

即中

国早期官僚资本主义
。

强烈希望在洋务派
“
官督

”
庇护下求得发

展的私人资本
,

一旦幻想破灭以后
,

只得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

本国封建主义的夹缝中
,

缓慢地瞒姗地前进
,

形成先天不足后天

失调始终未能获得充分发展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
。

中国资本主义

发生发展道路上的这第一个回合
,

就把中国资本主义煮成了一锅

央生饭
,

分化出两种资本主义
:

一个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怪胎—
① 心

盛档
:

为思恤唐廷枢遗孤 束
, 转引自汪熙

: “

论晚清的 官 督商办
” 《历史学

》

1 9 7 9年第 i 期
。

② 《
徐愚裔自叙年谱

,
第 39

、

73 页
。



官僚资本主义 , 一个是营养不良发育不足的弱胎— 民族资本主

义
。

在当时条件下
,

离开资本主义这一新生产关系的充分发展
,

引进的西方近代技术
,

便等于无本之木和无源之水
,

是不可能开

花结果的
。

二
、

独立自主还是投降卖国

对待外国资本帝国主义
,

是坚持独立自主路线
,

还是采取妥

协投降路线
,

是洋务运动在引进西方近代技术过程中遇到的另一

根本间题
。

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技术
,

是在中国两次鸦片战争失败
,

外国资本主义已经长驱人侵的条件下进行的
,

又是在以英国为首

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逐步走向帝国主义的条件下进行的
。

帝国主

义列强侵人中国的 目的
,

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

中国
。

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
,

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

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
。 ” ① 这是近代资本帝国主义侵略成性的本质

决定了的
。

因此
,

在先进的资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
,

所有后进国

家的资本主义近代化过程
,

既不得不在引进近代技术方面求助于

这些国家
,

又不得不防止和反对这些国家的侵略行为
,

力争走上

独立 自主的发展道路
,

避免成为这些国家的殖民地和附属国
。

洋

务派在引进西方近代技术过程中
,

缺乏独立自主的打算
,

一味依赖

外国侵略者
,

处处屈辱求和
,

处处听人摆布和控制
,

终于走上妥

协投降的罪恶道路
。

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技术
,

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和

本国封建势力相互勾结
,

共同镇压中国农民革命的特殊历史背景

下进行的
,

因而洋务派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态度
,

始终存在

着严重的依附思想
,

只向他们求助
,

而不敢向他们的侵略行为作

斗争
。

奕诉说
: “
发捻交乘

” ,

是
“ 心腹之害

” ,

外国侵略者
,

则仅

仅是
“

肢体之患
” , “

是该夷 (按指英法 )井不利我土地人民
,

犹可以

信义笼络
,

驯服其性
,

自图振兴
” ;
对外国侵略者要

“
外敦信睦

,

① . 毛泽东选集
, 合订四卷本第 6 22 页

。



而隐示羁糜
” 。

① 曾国藩认为
,

对外国侵略
, “

中国目前之 力
,

断

难遮启兵端
,

惟有委曲求全之 一 法
” ,② “

驭 夷 之法
,

以羁糜为

上
,

诚为至理名言
” 。

③ 李鸿章则说
: “

居今日而 日攘夷
,

日驱 逐

出境
,

固虚妄之论
,

即欲保和局
,

守疆土
,

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

也、 ④ 对他自己军队的估价是
“
以剿内寇尚属可用

,

以御外侮实

未敢信
” 。

⑥“

羁魔为上
” , “

委曲求全
” ,

便是洋务派头头们对外 国

侵略者一贯奉行的妥协投降路线
。

洋务派在引进西方近代技术过程中奉行妥协投降路线的恶果

有三个
。

恶果之一
,

是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面前
,

处 处 屈 辱 求

和
,

事事妥协投降
,

国家主权丧失殆尽
,

以致引进西方近代技术

兴办起来的中国第一批近代军民用企业
,

未能获得独立自主正常

发展的环境
。

清政府洋务派
,

军事上一败于中法战争
,

再败于中

日战争
,

三败于八国联军
,

割地赔款
,

藩篱尽失
,

耗费国家巨资

建立起来的新式陆海军
,

一败涂地
,

一蹂不振 , 政治上连续签订

丧权辱国的中法条约
、

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等等
,

列强各 自攫取

势力范围
,

国家陷于被瓜分的危境 , 经济上海关被霸占
,

内河航

行权
、

铁路修筑权
、

矿山开采权
、

工厂设置权等等
,

全部丧失
,

门户洞开
,

对外贸易连年大量人超
,
这就使整个中国将沦人殖民

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悲惨地位
。

在国家民族丧失独立自主权利

的恶劣环境下
,

洋务派从西方移植过来的第一批资本主义近代技

术幼苗
,

是开不出花
,

更结不出果来的
,

只有一株株枯萎了事
。

例

如
,

洋务派企业中经营较好的开平煤矿
,

便被英帝国主义分子利

用八国联军的战乱机会骗夺了去
。

又如另一个经营较好的漠河金

矿
,

同样被沙俄利用八国联军战乱机会所强占` 再如轮船招商局

① `
洋务运动

》
第 5一 6页

。

必
.

复陈津案各情况
” , `曾文正 公全集

》 奏稿第 35 卷
。

③
“

复李中堂
” ,

上引书书札第 3 3卷
。

④ 《洋务运动
,
第 5 卷第 1” 页

。

O
t
洋务后动

,
第 1卷第 43 贡

。



在遭到外国军事人侵时
,

不仅不能帮助国家巩固 海 防
,

抵 抗 外

敌
,

反而要投靠外国势力保全产业
。

1 8 8 4年的中法战争前夕
,

该

局总办唐廷枢在李鸿章授意下
,

将全局产业作价五百二十五万两

卖给美商旗昌洋行
,

卸龙旗改挂星条旗
,

中法条约签订后才全部

赎回
,

还聘请旗昌经理士米德为总查董事
,

每年送干薪五千两
,

作为酬报
。

1 8 9 4年中日战争爆发
,

该局仿效中法战争投靠美国的

办法
,

又将海轮分售与洋商
。

1 9 0 0年八国联军人侵之役
,

该局第

三次将轮船售与洋商
,

寻求外国保护
。

可见国家不独立
,

民族不

解放
,

要想引进外国近代技术
,

发展近代企业
,

实现资本主义近

代化
,

根本是一种梦想
。

恶果之二
,

是洋务派在引进西方近代技术过程中兴办的近代

企业
,

既竞争不过外国产品
,

也竞争不过外国在华企业
。

近代造

船工业的事例最为明显
。

洋务派对制造轮船是十分重视的
。

1 8 6 2

年曾国藩便在安庆内军械所试造了二艘
“
黄鸽

”
号木壳轮船

。

左

宗棠也曾在杭州试造过小火轮
。

江南制造局建立后
,

曾国藩又于

1 8 6 8年奏准在拨留洋税二成中
,

以一成作为制造轮船专款
,

开始

建立船厂船坞
,

着手制造轮船
。

同年便造成旧中国第一艘机器制

造的轮船
“
惠吉

”
号

,

曾国藩亲自命名
,

亲自登轮试航
,

还向清

廷上了
“
新造轮船

”
专折表功

,

吹嘘什么
“

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

此
” 。

该局接着陆续造成了七八艘轮船
,

1 8 7 3和 1 8 7 5年造成的
“

海

安
” 、 “

驭远
”
两轮

,

马力一千八百匹
,

载重二千八百吨
,

制造技

术已大有改进
。

18 6 6年左宗棠一手创办的福州船政局
,

是专门制

造轮船的近代造船工业
。

该局从 1 8 6 9年造成第一艘
“
万年青

”
号

轮船后
,

至 18 8 0年十二年间
,

共成船二十三艘
,

每年平均成船近

二艘
,

制造能力逐步提高
,

制造技术也渐有进步
。

就是在这两家

近代造船工业打下初步基础的时候
,

洋务头子李鸿章由于崇洋媚

外思想作怪
,

遮而一变初衷
,

一方面于 1 8 8 1年奏请清廷妨令福州

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停造轮船
,
原有设备作修船之用 , 另方面不

惜花费大是资金
,

向外国订购轮舰多艘
,

创建北洋海军
。

当 18 8 8

年北洋海军舰队宣告建成时
,

所拥有的二十二艘军舰中
,

购自德国



的包括四艘主力舰和一艘巡洋舰
,

购 自英国的包括十二艘巡洋舰

和炮舰
,

两共十七艘之多
。

本国福州船政局和江南制 造
一

局 的 仅

占五艘
,

其中四艘还是早期所造的小型辅助舰
。

这些向外国订购的

船舰
,

代价都很高
,

经手的洋务派官僚
,

可以从中搜取大量的回

扣
。

如向德国吴尔铿厂订购的
“
定远

” 、 “
镇远

”
两大型铁甲舰

,

原定价三百万两
,

至配备齐全共花银四百数十万两
,

经手人李凤

苞
,

从原定价三百万两中提取两成回扣
,

即达六十万 两 之 巨
。

①

这就是这些洋务派官僚们甘心崇洋媚 外 的秘 密 ! 洋 务 派 官 僚

的私囊是装满了
,

可是却害苦了自己一手兴办起来的近代造船工

业
,

不得不中途夭折
。

江南制造局的造船部分
,

从 1 8 8 0至 1 9 0 4年
,

只造了一艘
“
保民

”
号小铁甲船和七艘小型船只

,

长期荒废
,

无

船可造
,

直到局坞分家成立江南船坞采取商务化经营方针以后
,

才重新开始造船业务
。

福州船政局从 1 8 8 1至 18 9 4的十四年间
,

共

只成船十一艘
,

平均一年还不到一艘
,

1 8 9 5至 1 9 0 7年间
,

共只造

成大小船只六艘
。

从该局 1 8 6 6年建立至 1 9 0 7年间的四十二年内其

造成大小船只四十艘
,

平均每年只近一艘
,

而同时期内支用的国

家经费共达规银一千九百二十一万余两
, ②如此引进 西 方近代技

术
,

实在是天大的浪费 ! 该局后来更一赚 不 振
,

宣 告 停业
,

一

度拥有近两千名员工
、

已具相当规模的旧中国第一家近代专业造

船厂
,

就这样被洋务派官僚甘心崇洋媚外所扼杀
。

轮船招商局竞争不过外国在华轮船公司的事 例
,

是 另 一 明

证
。

招商局成立时
,

美商旗昌
、

英商太古
、

怡和等在 华 轮 船 公

司
,

早已独占了中国沿海和长江的航运业务
。

李鸿章创办招商局

的 目的
,

曾以
“
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

,

不致为洋人 占 尽
” ③ 为标

协
,

企图
“
分洋商之利

” 。

事实上这个目的是达到了的
。

据太常寺

陈兰彬的估算
,

该局开办头三年中
, “

合计三年中国之银少归洋商

者
,

约已一千三百余万两
” ④

。

惟其如此
,

英美等国特别 是英国
,

① 《
清光绪朝中法交涉史料

》
第 18 卷第 24 贾

。

② 根据陈真
: 《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
第 3辑第 1 53 页资料计算

。

③ 《
洋务运动

,
第 6 卷第 6 页

。

④ 同上书同卷第 10 灭
。



才把招商局看作眼中钉
,

千方百计加以排挤打击和控制
。

招商局

成立后
,

在华英商除多方造谣中伤外
,

还处处设法牵制
。

如该局

买进的第一艘轮船
“
伊敦

”
号和第二艘

“
福星

”
号

,

便是英商故

意供应的破烂货
,

前者船大而旧
,

后者舱通而小
,

均不适宜于货

运
,

航运不久
,

一则改为夏船
,

一则宣告沉没
。

又如英商保险公

司
,

对招商局轮船保险
,

采取种种留难
。

招商局开辟 的 远 洋 航

线
,

更受到英美等国的多方抵制
,

不得不先后仃航
。

1 8 7 9年
,

招

商局试航檀香山和旧金山的和众轮
,

便受到美国的留难
, “

关官执

意重征船钞
,

冀不复来
” ① ,

并被无理扣留
,

大遭亏折
。

在沿海
、

长江及内河航运方面
,

旗昌
、

太古
、

怡和等轮船公司
,

联合起来

对招商局展开跌价竞争
,

把货运费用减半
,

甚至减去三分之二
,

客运票价也分别打七折和对折
,

并且一跌再跌
,

企图 挤 垮 招 商

局
。

竞争结果
,

招商局靠了清政府的多方扶持
,

还能勉强立足 ,

美商旗昌反因不堪赔累
,

无法维持
,

于 1 8 7 6年
,

以二百二十二万

两的高价
,

将全部轮船和产业卖给了招商局
。

但英商 太 古 和 怡

和
,

倚仗着资本雄厚
,

继续和招商局坚持跌价竞争
。

李鸿章盛宜

怀们
,

因害怕得罪英国主子
,

不敢再坚持竞争
,

竟向英商求和妥

协
,

于 18 7 7年冬
,

和太古
、

怡和签订了各条航线的 齐 价 合 同
。

1 8 8 9年合同期满
,

因太古
、

怡和无理要求多占运 费份 额
,

双 方

又展开竞争了三年
,

卒以招商局被迫让步而重新齐价
。

在齐价合

同中
,

招商局吃亏很大
,

连应有的份额都不敢占足
。

1 8 8 3年盛宜

怀自己就承认
: “

今商局于长江
,

福州
、

宁波 (各航线 ) 皆吃亏
· ·

一
长江一 口

,

怡和近年确占商局便宜十分之七
” 。 ② 在和太古

、

怡和

的齐价合同中竟载明
,

凡三家有争议相持不下时
, “

即交洋务公所

蓝事决断
,

该董事决断之事
,

务须遵依
。 ” ③ 由清政府实际把持的

招商局
,

居然甘愿接受洋务公所的
“
决断

” ,

是洋务派官像们崇

洋媚外面 目的一大暴落 ! 1 8 7 7至 1 8 9 3年期间
,

招商局以大部分时

间向太古
、

怡和妥协求和的结果
,

招商局的船只由三十三艘减至

《戊戌变法
,
第一册第 70 页

,

郑官应语
。

均见
`
盛档

》 ,

转引自汪熙前迷
《
历史学

》 一文
。



二十六艘
,

而太古则由五艘增至二十九艘
,

怡和由十三艘增至二

十艘
,

也就是说
,

吃亏的是招商局
,

占便宜的是太古和怡和
。

恶果之三
,

是洋务派在引进西方近代技术过程中兴办的近代

企业
,

对外国侵略者存在着严重的依附性
。

这批近代企业的主要

单位
,

生产技术上大都由聘用的外国人长期当家作主
,

机器设备

和主要原材料
,

也大都长期依靠外国供应
。

如江南制造局一开始

便聘用美国旗记铁厂老板科而担任全局总管
,

科而率领下的洋匠

七人
,

分别在各主要工厂教练本国工匠
,

监督制造
,

担任各工厂

的主管
,

他们是该局生产技术上的实际当家人
。

后来又陆续聘用

了几个英国人担任全局工程事务顾问
,

以及炮厂
、

轮船厂和炼钢

厂等厂的厂长
,

有些工程人员是直接向英国阿姆斯脱朗军械厂聘

请来的
。

该局外国技术人员当家的情况
,

直到 1 9 0 3年 也 仍 然 照

旧
。

上述的赵滨彦在那一年报告中谈到炼钢厂的情况 便 感 慨 地

说
: “

所惜者该厂工作惟洋匠是恃
,

舍洋匠无所措手
, .

… “ 凡 与 商

厂交易论价定货
,

亦惟洋匠之命是听
,

厂员不过从旁观听而已
。 ” ①

创办了近四十年的江南制造局
,

生产技术甚至营 业 上
,

仍 然 是
“
惟洋匠之命是听

” ,

可见对外国依赖的严重程度
。

该局在扩建过

程中添用的机器设备
,

除少量自制者外
,

大部分向外国购买
,

从

1 8 6 7至 1 9 0 4年的三十八年间
,

逐年向外国购置机器的费用
,

共达

规银 2 , 0 03
,

64 5两② ,

平均每年要支出规银五万多两
。

该 局 原 材

料供应也主要来 自外国
。

1 8 9 0年以前
,

几乎所有钢铁
、

铜
、

铅
、

煤炭

火药
、

木料等原料
,

都是向外国购办
。

1 8 9 0年以后
,

自己创设了

炼锅厂和无烟火药厂
,

本国的煤铁矿等也陆续生产
,

部分减少了

进 口
,

但主要原材料仍依赖外国供应
。

历年来该局用在向外国购

办原材料的支出更大
,

在以上购办机器的同一时期内
,

定购原物

料及预付各洋行定金共支出规银 1 4
,
7 6 7 ,

6 40 两③ ,

平均每年支 出

规银近四十万两
,

这笔钱主要是支付给外国的
。

当时英国是江南

① `江南创造局移设燕湖各魂稿
》
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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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局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主要供应者
,

因此
,

江南制造局实际

上成了英国阿姆斯脱朗军械厂的附属工厂
,

在英国人心 目中
,

也

确实把它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
。

当 1 9 0 4年该局局坞分家
,

清政

府聘用德国人巴斯担任总管船坞的总稽查时
,

英帝国主义便大为

吃醋
,

代表英国利益的
《
字林西报

》
曾大声疾呼

: “

德国势力进人

江南船坞
” , “

克虏伯 (德国军火厂 ) 代替了阿姆斯脱朗
” 。

① 英国

人一面惊呼
,

一面还是设法把毛根派进江南船坞担任总工程师
,

1 9 0 7年终于挤走了巴斯
,

由毛根兼任总稽查
,

独占了全坞生产技

禾大权达二十余年之久
。

其它一些主要企业大都和江南制造局有类似情况
。

金陵机器

局的大权完全由英人马格里一手控制
。

天津机器局也是由英人密

妥士
“
总办其事

” 。

此外
,

招商局的总船主蔚霞
,

电报局的总管博

怡生
,

开平矿务局的工程师金达
,

汉阳铁厂的总工程师吕柏
,

萍

乡煤矿的总矿师赖伦
,

通商银行的洋大班美伦等等
,

也都控制着

这些企业的生产技术大权
,

甚至控制着行政管理 大权
。

这 些 洋

员
,

有些人并非一般技术人员
,

而是代表着本国的经济利益
、

政

治利益甚至军事利益
,

抱有侵略意图的人物
。

个别洋员还起着外

国侵略者派来的内奸作用
,

如英商墨林公司派至开平煤矿的工程

师胡华
,

便是威胁利诱督办张翼把开平产权盗卖给英国的主要经

手人
。

应该承认
,

洋务派在引进西方近代技术的条件下兴办近代

企业
,

在开始一时期
,

聘用外国技术人员
,

向外国购办机器设备

和主要原材料
,

是不可避免的和必经的过程
。

但洋务派如此长期

地甘愿把这些企业听凭外国侵略者控制
,

则为世界其他后进 国家

所少见
。

三
、

有计划引进还是盲目引进

有计划引进
,

还是盲 目引进 ? 是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技术

在工作程序上的经验教训
。

当时的西方近代技术
,

已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近代生产
,

① `
字林西报周刊

》 1 9 0 5年上册第 55 页
.



后进国家在引进这些技术设备
,

建立近代生产企业时
,

客观上要求

按照科学规律
,

事先有一个通盘的打算
,

有计划有步骤地引进
,

避免盲目性
,

才能充分发挥引进近代技术的作用
。

在这方面
,

洋

务派的工作是做得很差劲的
。

他们对西方近代技术根本缺乏全面

的认识
,

因而也缺乏一个通盘的打算
。

他们开始引进西方近代技

术的中心 目的
,

是力图仿造洋船洋炮
,

建立新式陆海军
,

以求得所

渭
“
自强

” 。

为了实现这一 目的
,

于是他们兴办了一批近代军用工

i 业
,

建立了一支新式陆海军
。

接下来他们才感到近代军用工业需要

自己解决煤铁等主要原材料
,

于是 又 兴 办 了台湾
、

磁州等煤铁诸

沪 矿
。

接下来他们又感觉到
“
古今国势

,

必先富而后强
,

尤必富在

民生
,

而国本乃可益固
” ① ; 于是又提出了

“
求富

”
的口号

,

兴办

了一批近代民用企业
。

他们便是这样逐步摸素地在引进西方近代

技术和发展近代企业
,

盲目性很大
,

根本缺乏步骤和计划

整个引进是如此
,

个别近代企业的引进也类似
。

如创办最早

规模最大的江南制造局
,

事先并无一个计划和打算
。

作为建厂基

础而收买下来的美商旗记铁厂
,

机器设备大都是中小型的
,

又不

适宜于制造军火
。

容阂从美国购办回来的机器
,

也不是专门制造

军火的
。

作为技术上依靠的美国人科而及其手下的洋匠
,

根本不

懂制造军火和轮船
。

该局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力量
,

完全是拼凑起

来的
。

每年究竟要造多少枪多少轮船
,

应该仿造当时哪一种最新

式样的枪炮轮船
,

统统是心中无数
。

原材料供应方面更谈不上计

划
,

开始完全依赖外国供应
,

1 8 7 4年才开始自造黑色火药
, 1 8 9 0

年着手自造无烟火药
,

并设立炼钢厂
,

自炼钢铁应用
。

经费来源

主要靠两成洋税
,

多拨多用
,

少拨少用
,

无所谓计划
。

这样一个

茫无计划的军用工业
,

从 1 8 6 7至 1 9 0 4年间
,

共耗费国家资金达规

银 2 , 763 万余两②
,
而造成的枪炮轮船

,

数量既少得可怜
,

式样又

都是一些过时货
。

张之洞于 1 9 0 3年 的 奏 议 中
,

即批评江南制造

① 李鸿章二试办织布局折
, ”

转引自孙倪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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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
“
枪机新旧凑配

,

出数无多 ; 炮机亦未完备
。

岁糜巨款
,

实为

可惜
。 ” ① 19 0 4年

《
中外 日报

》
在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 “

窃谓上

海 (江南 ) 制造局之在今日
,

已为大而无用之废物
,

以之糜费公

格则有余
,

欲其制造有用之枪炮则不足
。 ” ②

有些洋务派所办的近代企业
,

其引进西方近代技术的盲目程

度
,

比起江南制造局来
,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

张之洞创办的汉阳铁厂
,

便 很 典 型
。

张之 洞在两广总督任

内 ( 1 8 8 5一 18 8 9年 )
,

为了制造芦汉铁路用的铁轨
,

打 算 办 一 炼 `

钢厂
,

但煤在何处
,

铁在何处
,

事先毫无计划
,

便电嘱驻英公使

刘瑞芬定购炼钢厂机护
。

刘即委托英国梯赛特厂承办
,

厂主答复 、

说
: “
欲办钢厂

,

必先将所有之铁石煤焦
,

寄厂化验
,

然后知煤铁

之质地若何
,

可以炼何种之钢
,

即可以配何样之炉
,

差之毫厘
,

谬以千里
,

未可冒昧从事
。 ” ③ 刘据以摸张

,

张之洞竟口出大言说
:

“

以中国之大
,

何所不有
,

岂必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

有者
,

购办一份可耳
。 ” ④ 刘只得再和梯厂厂主商量

,

厂主便采取

敷衍主顾办法
,

照英国酸法炼钢配置大炉
,

另照 碱 法 配 置一小

炉
,

连同熔铁炉等设备
,

一并定购
。

1 8 8 9年张之 洞 调 任 湖广总

督
,

钢铁厂也决定移设湖北
,

向英商定购之机炉
,

也陆续运到武

汉
。

张之洞花 了九牛二虎之力
,

从盛宜怀手
.

里弄到了大冶铁矿
,

又找到了王三石
、

马鞍山等地的煤矿
,

选定了汉阳龟山脚下作厂

址
,

创办起汉阳铁厂
,

至 1 8 9 4年 6 月开始生产钢铁
,

前后共支出

规银五百六十余万两之巨
。

结果
,

马鞍山等矿的煤
,

勉强炼成的

焦根本不合用
,

只得万里迢迢向德国购焦数千吨搅和土焦使用
,

每

吨代价高达规银二十余两
,

后改用开平焦
,

每吨也要十七两
,

成

本太高 (当时每吨生铁市价也只二十两左右 )
,

炼出的钢铁又不合

规格
,

被迫于同年十一月停产
,

一共只生产了五千余吨生铁和千

余吨钢料
,

钢轨一根也未轧成
。

张 之洞 已是罗 掘俱 穷
,

无法维

《
江南制造局移设芜湖各蹄稿

》
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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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

只好交给盛宣怀去官督商办
。

盛接办后
,

花了很大力气办了

萍乡煤矿
,

解决了焦煤供应问题
,

好不容易炼轧出了钢轨
,

可是

经各铁路化验下来
,

含磷太多
,

容易脆裂
,

不能采用
。

盛只得于

1 9 0 4年派铁厂督办李维格
,

偕同洋工程师
,

携带大冶矿石
、

萍乡焦

煤及铁厂所制钢轨和零件
,

出国求教
。

经英国专家化验结果
,

才

发现酸法大炉
,

不能去除大冶铁矿砂中的磷
,

炼出的钢含磷 0
.

2%

左右
,

铁路钢轨含磷量要求 0
.

08 %以下
,

才不至于脆裂 , 而碱法

小炉炼出的零件
,

则含磷量少
,

可供轧制钢轨 ; 铁厂必需拆除酸

法大炉
,

改装碱法马丁炼钢炉才行
。

于是
,

盛宜怀不得不下决心

重新改装铁厂的炼钢炉
。

整个改装工程于 1 9 0 8年完工
,

共费规银

三百余万两
。

改装工程完成后
,

铁厂才炼制出头等马丁钢
,

轧制

出大量合用的钢轨
,

开始正常生产
。

汉阳铁厂是旧中国早期规模

最大的近代钢铁企业
,

由于创办人张之洞 的 大 言 不惭
,

盲目引

进
,

竟前后耗费了规银一千万两以上
,

耽误了近二十年的宝贵时

间
,

“

走了那样长的一段冤枉路
,

而企业本身
,

已是负债累累
,

百

孔千疮
,

终于为东邻 日本所控制
,

未能获得正常的发展
,

这一教

是训十分沉痛的
。

应该承认
,

有些洋务派企业的引进工作还是比较有计划的
,

如唐廷枢经办的开平煤矿
,

事先经过比较仔细的勘探
、

化验和计

划
,

订购机器则强调
“

须查明矿山地势
,

何式可以合用
” ,

聘请矿

师则强调
“
其地学高下

,

必应查访明确
” ,

因而基 建 工 程 比较顺

利
,

产煤时间较快
,

经营管理也比较好
。

但总起来看
,

洋务派引

进工作的盲目性很大
,

影响到近代企业的顺利发展
,

这是构成洋

务运动失败的因素之一
。

四
、

自力更生还是依赖外人

在掌握近代技术问题上
,

是立足于自力更生
,

积极培养和大

胆使用本国技术人才
,

大力传播近代科学知识
,

还是一味地长期

依赖外国技术人员? 也是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技术过程中的一

个重要经验教训
。



近代世界
,

凡是依靠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来发展本国近代化的

后进国家
,

都会遇到一个培养本国技术人才传播近代科学知识的

问题
。

因为伴随着近代机器设备和近代生产技术的引进
,

必需同

时培养出一批能够懂得近代科学知识和掌握近代生产技术的本国

人才
,

从外国引进的近代技术
,

才真正能在本国的土地上发芽生

根和开花结果
,

才能推动整个国家民族走士近代化工业化的道路
。

中国本来是一个文明的古国
,

拥有古老而优秀的文化传统
,

四大发明
,

称誉世界
。

但 自明代中叶以后
,

中国文化长期停滞不

前
,

日益落后于欧洲而不自知
,

明末清初传入的西方科学知识
,

不久中断
。

直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后
,

先进思想家龚自珍
、

魏谅
、

林则徐等人
,

才着重提出向西方学习的课题
,

并着手传播

西方知识
。

可是在清政府长期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封建思想统治

下
,

西方科学知识的传播工作是很缓慢的
。

据 日本历史学家井上

清
《 日本现代史— 明治维新

》
一书中引用

《
福泽谕吉传

》
的一

条记述
: 18 6 2年 日本著名近代学者福泽谕吉

,

在伦敦和一个中国

朋友
,

谈起两国当时能读能教洋书的有多少人时
,

福泽估计日本

大约有五百人
,

中国朋友估计只有十一人
。

① 这个数字虽未必精

确
,

当时中国通晓外文的人很少则是事实
。

也正是 1 8 62年
,

奕诉

奏折中便提到
, 1 8 6 0年曾要广东上海各督抚分派通晓外国语言文

字之人
,

到京教习八旗子弟
,

结果广东则称无人可派
,

上海虽有

其人
,

而艺不甚精云云
。

②这说明洋务运动开始引进西方近代技

术的年代
,

中国传播西学的基础十分薄弱
,

远远落后于 日本
。

洋务运动在培养技术人才传播近代科学知识问题上
,

同样盲

目性很大
,

缺乏整个打算
,

只是零敲碎 打地 局部 地进行了一些

工作
。

首先
,

在培养人才方面
,

洋务派还是比较注意的
。

奕诉等在

北京创办同文馆
,

1 8 6 0年即设立了俄
、

法两文馆
,

招收八旗子弟

学习
。

1 8 62年正式设立同文馆
,
主要学英文

,

兼学俄
、

法等文
,

① 转引自吕万和
: “

读明治维新史的一则感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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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时间定为三年

,

学员仍限于十四岁内外的八旗子弟
,

每种文

字招学员十名
,

共三十名
,

目的还只是培养一批翻译人员
。

1 8 6 6

年添设夭文数学馆
,

招收年在二十岁以上正途出身五品以下的满

汉官员
,

企图培养一批懂得近代科学知识的人才
。

结果引起封建

顽固派的激烈反对
,
勉强招收到品质不齐的学员姗一人

,

三年期

满考试下来
,

只有十个人勉强及格
,

留下继续学习
,

余均掏汰
。

后来继续办理 了二十余年
,

招收名额增至一百名以上
,

学习期限

也延长至八年
,

估计前后人馆的学 员约 三百人左右
。

广州
、

上

海
、

台湾等地
,

也仿照北京办法
,

先后 设 立 过 同文馆或广方言

馆
,

三至四年一期
,

学成的学员约二百人左右 ` 这批学员大部分

充当翻译和参加洋务活动
,

汉阳铁厂首任总办蔡锡勇
,

先任翰林院

编修后任驻外使节的汪凤藻等
,

便是这批学员中的所谓佼佼者
。

1 8 7 2年
,

清政府开始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
,

这是旧中国

最早派送出国的官费留学生
,

目的是培养军政
、

船政
、

步算
,

制

造科学的人才
。

选送计划由容阂创议
,

经曾国藩
、

李鸿章
、

丁 日昌

采纳
,

会衡奏准清廷施行
。

清政府委派陈兰彬和容阂分任正付监

督
,

着手挑选幼童
。

当时社会风气未开
,

出国学 习时间又长达十

五年
,

报名者很少
,

第一批幼童未能招足
,

容阂只得到香港英国

所办学校中
,

遴选了一部分少年
,

才凑齐三十名
。 1 8 7 2年 8 月

,

首批幼童由陈兰彬率领赴美
,

以后每隔一年而派出一批
,

至 1 8 7 5

年 10 月
,

派出了最后第四批
,

一百二十人的名额已足
,

选送工作

告一段落
。

这批幼童陆续赴美后
,

先经过一个短时期的补习
,

再

分送人美国学校正式听讲
。

至 1 8 7 6年
,

这批幼童
,

学识和年令均

逐步成长
,

在美国资本主义教育的影响下
,

一切言行举止
,

逐渐

受美国人的同化
。

翰林出身头脑冬烘的陈兰彬
,

早已看不惯
,

曾

企图严加管束
,

以致经常和学生发生冲突
,

赖比较开明的容阂从

中解释
,

事态未至扩大
。

当时陈容二人已升任驻美正付公使
,

新

任留学生监督吴子登
,

也是一位对西学成见很深的穷翰林
,

一

当 然同

样看不惯留学生 日益美国化的言行
,

于是便和陈兰彬奏报清政府
,

指责这批学生在美国
, “

专好学美国人为运动游戏之事
,

读书时少



而游戏时多·
一学生已多半入耶稣教

,

此等学生
,

若更令其久居

美国
,

必致全失其爱国之心
,

他 日纵能学成归国
,

非特无益于国
`

家
,

而且有害于社会
” ① , 要求从速解散留学事务所

,

撤回留美学

生
。

国内清政府中的顽固派又从中支持
,

加上当时美国国会
,

正

通过了禁止华工议案
,

对留美学生也加以种种限制
,

这就更促成

清政府决心撤回留美学生
。

结果
,

全部留美学生
,

于 1 8 8 1年
,

先

后分三批撤回本国
,

留学生监督事务所也奉令撤销
。

福州船政局是洋务派企业中培养技术人才工作做得较好的一

个
。

左宗棠在筹办该局时
,

便很明确提出
: “
兹局之设

,

所重在学

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
,

傅中国得转向授受
,

为永远之利
,

非如雇买

轮船之徒取济一时可比
” ② ; 决定

“
一面开设学堂

,

延致熟习中外语

言
、

文字洋师
,

教习英
、

法两国语言文字
、

算法
、

画法
,

名日求

是堂艺局
,

挑选本地资性聪颖
、

粗通文字子弟人局肄习
” ,并在船

政事宜第二条规定
: “

宜优待艺局生徒以拔人才也
。

艺局之设
,

必

学习英
、

法两国语言
、

文字
,

精研算学
,

乃能依书绘图
,

深明制

造之法
,

并通船主之学
,

堪任驾驶
。 ” ③ 也就是说

,

求是堂艺局 (又

名船政学堂 ) 要求培养能 够 制 造 轮船驾驶轮船的技术人才
。

同

时
,

左宗棠在和法国正副监督日意格
,

德克碑签订的合同中
,

议

定五年期满
,

教习中国员匠能 自按图监造并能 自行驾驶
,

即加奖

日意格和德克碑银各二万四千两
,

加奖各师匠共银六万两
,

计定

奖格银共十万八千两
,

另再加精神奖励
。

首任船政大臣沈葆祯
,

对这工作也抓得很紧
,

强调
“

船政根本在于学堂
” , ④ 对艺局生徒

的学 习严加督促
,

把艺局分成前后两学堂
,

前学堂学法语和造船

技术
,

后学堂学英语和驾驶技术
,

全部生徒共一百四十名
,

学习

成绩列上等者约七八十名
,

中等亦三四十名
。

至 1 8 7 3年五年限期

届满时
,

沈又督促法监督 日意格
,

逐厂试验中国员匠制造技术
,

洋匠逐步撤走
,

交给中国员匠放手自制
,

正副匠首都选中国工人

心
洋务运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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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
,

并令前学堂和绘画院之学生
,

参预各厂技术工作
。

学习驾

驶和轮机的后学堂学生
,

则令就船出洋教练
,

已能胜任驾驶者十

余人
,

胜任管车者十四人
。

经过半年多的考核试验
,

于合同期满

后
,

洋匠全部遣散回国
。

按合同规定给予奖赏
。

该局外国技术人

员撤走后
,

在本国技术人员主持下
,

陆续制造了开济
、

镜清等十

二艘兵商轮船
,

基本上已具有独立制造的能力
。

为了培养船政设

计的高级人才
,

沈葆祯还奏谁清廷
,

于 1 8 7 6年开始
,

选拔艺局优

秀学生赴欧洲深造
,

至甲午中日战争止
,

共选派三批学生五十八

人
,

分别至法
、

英
、

德
、

比四 国
,

学 习 造 船
、

驾驶
、

化学
、

冶

金
、

地质等学科
,

留学期限三至六年
。

由于这批学生原有学习成

绩较好
,

并具有实际经验
,

年令又较大
,

各方面都比较成熟
,

因

而多数培养成优秀技术人才
。

其中如魏瀚
、

陈兆翱
、

郑清廉
、

吴

德章
、

林庆升等二三十人
,

学成回国以后
,

不仅能够接替原来外

国员匠遗留下来的工作
,

还能改进技术
,

设计新船
。

魏瀚即到过

英
、

法
、

德各大船厂进行考察
,

学得铁甲快船新法
,

回国建议自

行试造
。

著名的近代思想家
、

翻译家严复
,

也是船政学堂第一届

毕业生
,

选送英国海军学校留学归国的
。

从以上对洋务派培养技术人才的简要叙述中
,

我们可以得出

下列三条经验教训
。

第一
,

洋务派兴办同文馆
,

只是为了培养少

数懂得外国语文的人员
,

后来虽增加了天文数学馆
,

传播了一些

近代科学知识
,

但人数不多
,

教学的质量也不高
,

因而未能培养

出优秀的技术人才
,

也未能成为推动整个教育制度改革的先导
。

当时清政府仍维持着陈腐不堪的以封建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
,

禁

锢着知识分子的思想
,

严重妨碍着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传播
,
封

建顽固派之所以那样疯狂反对同文馆
,

便是科举制度在作怪
。

1 8 8 4

年
,

有人建议清廷在实行科举制度的同时
,

加开艺科和实习科
,

还遭受一些封建士大夫的激烈反对
,

左宗棠等洋务派头子虽力加

支持
,

仍未被采纳
。

直到 1 9 0 5年科举制度才最后宜布废除
。

旧中

国培养近代科技人才的正规学府
,

也建立得很晚
,

如文通大学的前

身南洋公学
,

是盛宜怀 1 8 9 7年创办的
,

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
,



也是 1 8 9 8年才创办
。

在旧中国教育制度的改革方面
,

洋务运动的

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

第二
,

就洋务派选送留学生的两 种 方 式看

来
,

福州船政局的方式比较成功
。

当然
,

选送幼童赴美作长期学

习
,

说明了洋务派培养近代技术人才的决心
,

顽固派从中作梗
,

以

致半途而废
,

是值得惋惜的 ; 但毕竟学生的年令太小
,

基础太差
,

时间也太长
,

因而效果会差一些
。

福州船政局选送的学生
,

年令

较大
,

外语和数学等已具有初步基础
,

特别是具有数年的生产实

践经验
,

再经过国外三五年的学习和考察
,

收效较快是必然的
。

第三
,

就近代企业培养本国技术人才来说
,

福州船政局那样一套

提法和做法
,

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
,

我们不能因为它是洋务派头子

干的便加以一笔抹煞
。

当然
,

这一成功经验
,

洋务派自己并未认

真加以总结和推广
,

其它企业在这方面便做得很差
。

其次
,

洋务派在使用技术人员方面
,

除福州船政局等个别企业

外
,

总的看来
,

大部分企业的生产技术大权
,

都是长期依赖外国技

术人员
,

由外国技术人员长期把持
。

如汉阳铁厂的外国技术人员多

达四十余名
,

直到 1 9 0 8年
,

全厂从总工程师以下十个部门的二十

四名主要技术负责人中
,

只有化铁炉有一个本国工程师
,

其余仍然

全是外籍人员
。

如招商局从 1 8 7 2年成立到 1 9 3 0年
,

长达近六十年

的时间内
,

总船主和各船船主
,

一直全部由外籍人员担任
。

江南

制造局的生产技术大权
,

同样始终掌握在外国技术人员手里
。

当

时搜长数理化和机械工程的华衡芳
、

华世芳兄弟
,

徐寿
、

徐建寅

父子等
,

一开始便参与了该局的筹建工作
,

在生产技术上有所贡

献
, ,

徐建寅还被派去负责山东机器局的全部筹建工程
。

而这些本

国早期的工程人才
,

在该局只是主要做 了一些编译和教学工作
,

既未放到主要行政岗位
,

也未放到主要技术岗位
,

去充分发挥他

们的作用
。

洋务派为什么那样甘心长期依赖外国技术人员呢 ? 是不是这

些企业的生产技未完全少不了外国人呢了事实并非如此 、开平煤矿

的事例是一个回答
。

一

该矿于 1 89 1年爆发的工人反对外国技术人 员

无理压迫的斗争中
,

全矿外国技术人员集体撤退至天津
,

想情此

.

1 32 廿



作要挟
,

但后来
“
他们发现矿上没有外国人时

,

一切工作进行得

很好
” 。

① 也就是说
,

没有外国人
,

开平煤矿完全可以照常生产
。

因此
,

洋务派之所以长期依赖外国技术人 员
,

完全是由于他们崇洋

媚外的思想作怪
。

日本在引进西方近代技术过程中
,

开始同样聘

用了二百余名外国技术人 员
,

进人二十世纪以后
,

便陆续大部辞

退
,

由培养出来的本国技术人 员接替
,

如与招商局同时大量聘用

外国船主的 日本邮船会社
,

逐 年以 日人 代 替
,

到本世纪二十年

代
,

只剩下一个外国船主了
。

难怪当时一个改良主义者不胜感慨

地说
: “

惟是官商各局
,

仿效西法而综理一切
,

统用西人
,

绝不思

教养华人以渐收其权利
。

夫 日本东浪小国耳
,

通商三十载
,

乃举

西人之所能者而尽能之
,

举华人之所不能者而皆能之
。 ” ② 应该补

充的是
,

中国非不能也
,

而是洋务派缺乏自力更生方针也
。

再次
,

洋务派在 传播 西方 近 代科学知识方面也做了一些工

作
。

1 8 6 8年
,

江南制造局便设立了翻译馆
,

聘请英人伟烈亚力
、

美人傅兰雅
、

玛高温等五名传教士
,

同华衡芳
、

徐寿
、

徐建寅等

本国人员
,

合作翻译西方科技著作
,

至十九世纪末
,

先后共译出

各类书籍 1 60 种
,

总数达 1 , 0 75 卷
,

由江南制造局 出版发行
。

译书内

容以介绍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为主
,

兼及各 国 政 治 历史
。

这些书

籍
,

由于是在那些带有侵略意图的西方传教士把持下译著的
,

因

而在内容和选材等方面
,

难免存在不少缺点
,

甚至还含有一些毒

素
。

但是
,

其中的大部分书籍
,

很详尽地介绍了近代科技知识
,

译印的年分也较早
。

如工艺类中的
《
汽机发韧

》 、 《汽机新制
》 、 《
汽

机必以
》 、 《火药制法

》
等书

,

内容都是制造轮机和制造火 药的具

体方法 , 矿学类中的
《开煤要法

》 、 《井矿工程
》 、 《

宝藏兴焉
》
等

书
,

是关于开矿知识的基本书
;
算学类中的

《
代数术

》 、 《
微积溯

原
》 、 《

三角数理
》
等书

,

化学类中的
《
化学鉴原

》 、 《
化学分原

》

等书
,

都是数学化学方面的基本书
。

这 些 书 都 在 1 8 7 0年前后出

版
,

并公开发买
,

是 当时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中最早的一部分
。

① 孙艘棠
: 《
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

,
第 l 辑下册第 1 2 4 9页

。

② 陈炽 : `

声书
,
转引自

`
戊戌变法

,
第 1 卷第 2 47 页

。



有些书曾被后来开办的各种新式学堂用作课本
,

并成为当时知识

界中学习西方科技知识的入门书
,

因而它在传播西方近代科技知

识方面
,

起了某些有益作用
。 ①

此外
,

北京同文馆开馆以后
,

对翻译西书也比较重视
,

先由外

国教习翻译
,

后来本国教习和高年级学生也参加
,

先后译成
《
万

国公法
》 、 《

格物人门
》 、 《

化学指南
》
等西书二十六种

,

由该馆印书

处刊印
,

公开发行
。

但是
,

洋务派在传播西方科学知识方面所做的一些工作
,

在

当时封建思想仍占统治地位的知识界中
,

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

据

估计江南制造局译出的上述西书
,

共只发行了一万余册
,

在四书

五经的汪洋书海中
,

仅仅是沧海之一粟
,

根本未能形成学习西方

科学知识的高潮
。

在
“
八股取士

”
的科举制度毒害下

,

当时的知

识界
,

对学习西方科学知识的抵触势力仍很顽固
,

封建顽固派首

领侯仁
,

便疯狂反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
,

把近代科学知识看做
“

洪

水猛兽
” 。

到了戊戌变法时期
,

湖南的封建顽固派在
《
湘省学约

》

中还公然说
,

一看到
“
热力

” 、 “

涨力
” 、 “

吸力
” 、 “

引力
”
等科学

名词
,

就
“
阅不终篇

,

令人气逆
” 。

② 在长达二千多年的中国封建

社会基础上传播西方 近 代 科学 知识
,

是一个重大的上层建筑革

命
,

决不是以维护封建统治为目的的洋务运动所能解决得 了的
。

译书数是和书名
.

根据清宜统元年石印版
《
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

, 。

,

哭教 从朝 ,
犷

、

卷
。

②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