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鱼厂盆汤‘ 胜渔丈鱼里 鱼叮鱿 鱼经笠竺 兰 丫鱿互‘ 笙笙
。 会合

。

数日之后
，
演习诸舰也奉令星夜赶至

。
调往

武汉的舰艇计有
“
海琢

” 、 “
海容

” 、 “
海筹

” �

艘巡洋舰
， “

江贞
” 、 “

楚泰
” 、 “

楚 自
”
等 �

艘炮舰
，
以及鱼雷艇� 艘① ，

加」原来衣汉日之舰
艇

，

清海军在武汉地区共有作战舰只��艘
，
组成一

临时舰队
，
泊于阳逻一带江面

。
萨镇冰命舰队处干

戒严状态
，
不许外船靠近

，
也不许官兵离舰上岸

。

武昌起义前
，
同盟会对清王朝武装力量的争取

工作以运动新军为重点
，

基本上未在清海军中进行

革命宣传
，
特别是没有进行有效的组织活动

，
因而

革命党人在海军中势力微弱
，
其影响远不足以左右

海军的行动
。

当时
，

清军前往武汉镇压起义的先头

部队已抵进刘家庙东北的摄口
，
为配合洁陆军进�父

汉口
，

萨镇冰派出鱼雷艇游弋江面
，
防阻湖

�

化军政府

由武昌遣部增援汉口 民军
。
怕月�� 日艇

，
汉�

一

�民耸进

攻刘家庙火车站
，

清舰队以炮火犷
‘截其后蜂部队

，

使

汉日民军的进攻因后续部队床能及时投入战斗而受

挫忿
。

次日晨
，

革命军以骑兵为先铃再�交刘家庙火
一

乍

站
，

清舰队再度发炮增援清守军
，
战主，

�
“
午

，
�青月妙弹

药用完
�

驶往下游③ 。

�� 日
，

清舰队又配合 比洋军反

攻刘家庙
， “

楚豫
”
等数舰乘青山洋

一

命军炮队疏于

戒备之际
。

驶至汉口湛家矶附近
，
以侧翼向弓道侨�

’

工

南的革命军阵地实施火力急袭
，
革命军羚不及防

，

牲栖���余人④ 。

此外
，
清舰队还在武吕青山附近汪

面与革命军数次炮战
。

清舰队的军事行动给武汉革

命军造成一定的军事压力和困难
。

武昌起义后
，
各省纷纷响应

，

清 �朝的统治特

于崩溃
。
武汉清海军舰队的军官中旧顾死心踏地迫

随清廷者寥寥无几
，
广大士兵对�两族贵族专权素无

好感
�

更不愿为清廷卖命
。

汉日争夺战中
，

因 �盯灿肾

军在��月初火焚汉口市区
，
其暴行史激起海军官兵

的恰恨
。

当冯国雌要求舰队炮击武吕时
，
各舰所火

之弹多落于江堤
、

稻田
，
未对武昌城内造成人的破

坏角
。

在帮助北洋清军进图汉阳时
，
该舰队持应付

之态
，
各舰根据萨镇冰的命令仅派出袖板

一

艘
， ���

一小火轮拖带驶�斥汉阳
，
小火轮先�句汉阳 汗火

，
旋 邓

解绳转舵
，
回归舰队

，

各触板只向汉旧随欲发射妇�
�

一滋网碑曰旧阵博旧回队旧网时爪旧沂旧以份旧旧以旧佩风回佩附门国队旧队属一

匡一时队旧队旧爪川限旧队旧旧爪旧�

张芹

辛亥武汉之战中的清海军

声钊冈划川﹄川阅︸翔︺川︺川曰月翻司栩州翔州︺侧州︺︺川﹄侧︺川侧划侧一划叫洲留

﹄州曰浏︺州︺州

又员 又 派 二派 又 �砚又策 �砚又 �互 �砚又�砚又 �砚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
，
清政府极为惶恐

，
一面

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两镇南下赴鄂
，
一面调海

军 叩�日赴援
” ，

企图以武力绞杀革命
，
维持其统

治
。
时清海军编为巡洋

、
长江二舰队

，
巡洋舰队游

弋近海
，

其主力
“
海容

” 、 “
海深

”
等舰正在山东

海面演习
，

舰队统领程璧光率舰出纺英国未归 ， 长

江舰队以
“
汀几

” 、 “
楚

”
名炮舰为主力

，
散处于宜

昌以下长江各口岸
，
舰队统领沈寿垫随舰活动

。

两

舰队统归海军提督萨镇冰节制
。
�月 ��日

，
萨镇冰

在上海高昌庙舰队统制部收到海军部发来的令其督

率两舰队速援武汉之急 电
，
即 统

“
楚 有

” 、 “
江

贞
’，‘

等炮舰离沪
，
��日抵汉口

，

与先期到达的沈寿笙
，
亩二‘ �‘ ��飞奋分下子‘ 丫臼‘ 孰�‘ �‘ 刀几‘ 二�‘ 冷‘ �角二奋扮万‘ 杭‘ ‘ 公。 宫洲�苦翁‘ ‘ 命命翻

�

�
二

一
‘ ‘ ‘ 书公‘ ‘ 白忿‘ 二、 ‘ 找二、 ‘ 翔�

公公一
万

学报》 ����年第 �期和许丽娟在 《学 术研
究》 ����年第 �期发表的文章都是属于中西
封建专制制度的比较研究的

。

戚国淦在 《历

史研究 》 ����年第 �期发表的 《十六世纪中
英政治制度比较》 ，

是有关这一课题的最新

研究成果
。

�

除以上课题外
，
史学家们还探讨了其他

一些涉及中世纪的通史
、

专史
、

地 区 史 问

题
。
同时

， 学者们还越来越注意吸取外国比

较史学中有科学价值的成果和方法
，
计量方

法和一些横断科学方法也开始引进
。

新的�
一

七

较研究方面的专著即将问世
。

总的来说
，
我国中世纪史 朴还处于起步

阶段
，
还需要做大量的学科基本建没工作

，

如基本史料和要籍的系统搜集
、

编译出版
，

研究人才的培养
，
研究机构的加强

，
空自和

薄弱领域的填补以及对外学术联系的建立哗

等方面
，
都还需付出艰巨的努力

。



历史教学

枪后卓失下使
。

无圣英国公使朱尔典在给英外交部
的很告中你

�

水师是督萨滇冰听统之舰队
，
对于清

军 ��为珠为淡漠回
。

胡 �匕军政舟也积极争取武汉清舰队反 正
。

萨镇

冰率舰抵汉后
，

黎元洪即以学生的身分 �黎为天津

水师学堂学生时
，

萨为该学堂教官 �
，

通过已投向湖

北军吹府的海军军官朱孝先和红十字会会员
、

瑞典

人柯斯两次致函萨滇冰
，

内云
�

清廷无道
，

致有武

昌义举， 现今武昌军民万众一心
，
同仇敌汽

，
立暂

推倒
一

�主
，
建 立共和

，

各省纷纷起义
，

各国严守中

立
，

清廷气运已衰
，
玫使聪明才智之士四方毕集， 满

汉兴亡之机
，
兆端已久

，
不待智者而明之 ， 只要吾师

肯出
，

则义旗所主
，
山色改观 ， 为四万万同胞故

，

请吾师共举义旗⑦
。

萨镇冰不愿为清廷卖命
，
又不

愿公然易帜参加革命
，
乃复函黎元洪

，
谓

� “
彼此

心照
，
各尽其职

。 ” ⑧革命军攻占刘家庙的次日，

筝儿洪又致 �，
“
楚同

” 、 “
楚有

”
诸舰管带

，
称

�

木军政府作战
，
意在介火清军 ， 值此汉族 存 亡 之

机
，
望诸君作为有心洲

一

有血诚的黄帝子孙
， 一

卜一决

心
，

共成又举
，
勿再珑豫劲

。

湖北军政府政事部长

汤化七也致洁其弟汤乡铭�萨镇冰的副官�
，

希望他

策功海军早日反 正
。

山于时间和条件的限制
，
湖北

军改府的策功工作汉表现为陈之以利害得失
，
晓之

以丙族人义的 一股性政治号召
，
着眼点也在海军上

层军言
，
没 育

，

也不可能在广大士兵和下层军官中

展开实际工作
。

但在迅速发展的节命形势面前
，
这

些 廿召不能不对舰队官兵产生重大影响
。

两军对垒的局势下
，
武汉清舰队何去何从

，
必

须迅速决断
。
九江独立后

，

舰队退路被切断
，
冬季

将至
，

长江水位下降
，
吃水较深的大舰不能留在武

汉过冬
，

舰队因而处境困难
，
军心动摇

。
��月上旬

，

“
海吝

”
舰鱼雷大副浇涵昌等人召集船员开会

，
讨

论出路
，
与会者同氛二应潮流

，

在武汉起义
。

饶涵

昌等旋与
“
海琢

”
舰官兵联系

，
就起义事取得一致

忘见
。

在他们说服下
，
两舰管带也同意起义

。

其他

各舰官兵也皆生反正之志
。
汤萝铭受官兵所推

，
反

复向萨滇冰进言
，
力陈长江大势已去

，
劝其率部起

义
，
顺应潮流

。

萨镇冰见舰队反正势在必然
，
遂与

沈寿笙自行下野
，
离舰赴沪

。

由于舰队一度与湖北

军政府为敌
，
起义前又没有与革命军及时取得联系

，

为避免误会
， “

海
”
字三巡洋舰和三炮舰仍在

“
海

络
”
舰管带黄钟瑛牢项 下

，
十 ��月��日晨挂白旗下

驶九汪
，
当 日在九汪 以�式加人革命阵营

，
并通过九

江军玫分府迅速同
�

胡北军政府取得了联系
。

清舰队起义后
，
公推汤萝铭为临时海军司令

。

�匀��年第�期
·
��

·

汤萝铭致电湖北军政府
，
表示愿率舰间汉参战

，

得

黎元洪嘉允
。
��月�� 日

，

黎元洪派参议二人赴九江

慰劳起义海军
，
并命即 日补允弹药

，
土伙助

、
钩珍

。

�� 日
， “
海容

” 、 “
海深

”
等舰回抵武汉

，
与留汉之

舰挺会合
，

担负起截击沿京汉路南 下增援武汉的清

军扣控制武汉江面交通两大作战任务�
。
它们巡游

于阳逻
、

湛家矶 一带汪面
，
以舰炮待续轰击二道桥

和三道桥
，

对京汉铁路的军事运输与清军后方起到

较大的优乱作用
。
��月下旬

，
它们

’
�刘家庙清军展

开激烈炮战
，

掩护革命军由青山渡��
，

进 占 湛 家

矶
，
反攻刘家庙

、

二道侨�
。 “

海容
” 、

件海深
”

两舰还曾奉令驶至汉水入生口处
，

炮击扎日衫炮台和

附近的清军
，
阻上清军由侨口一带越度汉水��三面进

次汉阳
。

汉阳夫守后
， ‘

已们又奉胡北军政付之命游

弋于武汉上游为京口
，

下游的阳逻
、

黄 州 一 带
，

防敌乘血偷渡⑩ 。

它们灼军事行动 戈勺北
丫

州碑牙军度

江作战的互大漳得
，
而付氏正天俭

，
北羊清军不仪

得不到水上支援
，
反 闻殖付受到邑义海军的炮火威

胁
，
故北�羊清军虽玫占汉日汉阳

，
却未欣贸然进吹

武昌
�

这尾武汉战场革命不与 �匕了乍清 节火庄你�心乙

局面得以形成的玉要军事因素
。

��月初
，
武汉战场沐战

，

战事沉农
，
革命 卜，心

因江浙联军吹克南京而转侈
，
加之江水日退

， “
海

容
， 、 “

海深
”
等大舰不能再在武汉驻泊

，

有的舰

身负伤也需要修理
， “
海吝

” 、 “
海深

”
两舰遂驶往

上海
。

其余留汉者舰艇则奉令停泊于青山及三江口

一带
，

军事厅功趋于停项
。
��月��日

�

先期下驶南京

的
“
海筹

”
舰满载弹药�各种炮弹����发

，
子弹��

、

万发 �抵阳逻�
，
这批军火增强了武汉革命军的战

斗力
，
对湖北罕玫付与北洋价军夹江对伉起了积极

的支持作用
。
����年初

，
北洋清军退回河南

，
武汉

地区战事完全序厦
。
以后袁世凯窗取政权

，
汤萝铭

出任海军次长
，
在汉之舰蜒遂作为海军的 一部归属

于北洋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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