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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机器织布局历史的一点补充

王 燮 中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我国最早的机器棉纺

织厂
,

它实际存在的时间不过三年多一点
。

按传统的说法
, 1 8 7 8年李鸿章派郑观应等人

筹建
,

中间几经曲折
,

数易 其 人
,

终 于 在

1 8 9 0年开车生产
。

开工后营业兴盛
,

获利丰

厚
。

1 8 9 3年 10 月工厂毁于火
,

李鸿章派盛宣

怀
、

聂缉桨负责清理规复事宜
,

后盛聂两 氏

在是局基础上改建为华盛纺织总厂
,

于 1 8 9 4

年复工生产① 。

这里有两点值得商榷
:

( 一 ) 关于上海机器织布局的主办人问

题
。

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说法见之于 《 中国

棉纺织史稿 》 ,

说它的主办人先是郑观应
,

继之是盛宣怀接办②
。

虽然在 1 9 7 9年出版的
《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 这一著作中

,

提到在 1 8 9 0年到 1 8 9 3年 10 月间是 由杨 藕芳

( 宗瀚 ) 主持局务的⑧ ,

但此说似乎并未被

许多有关论著所采用
。

如 1 9 8 2年出版的 《 中

国近代经济史稿 》 中有关上海机器织布局的

叙述就是基本沿用了前述传统的说法④ 。

在

许多近年出版的有关近代经济史的著作和教

科书中也大率如此
。

因此
,

有关主办者的问

题仍有辨正的必要
。

前面提到的传统说法至少是 含 混 不 清

的
。

在 1 8 9 0一 1 8 9 3年10 月这段时间内上海机

器织布局的主办人既非郑观应亦非盛宣怀
,

正是无锡人杨藕芳 ( 宗瀚 )
。

之所以出现上

述情况
,

恐怕与这段时间内上海机器织布局

发生的许多事鲜为后人知晓有关
,

例如杨藕

芳就很少见诸于经传
。

有关杨藕芳在 1 8 9 0年~ 1 8 9 3年 10 月期间

主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因缘始末
,

在杨氏侄

孙杨通谊的一篇文章中有所透露
: “ 1 8 9 0年

( 光绪十六年庚寅 )
,

李鸿章电召杨藕芳接办

筹设上海机器织布局为总办
。

是局自1 8 7 8年

由郑观应等筹划以来
,

历年亏折
,

主其事者

屡易无人
,

至是始建成
。 ” ⑥ 有一个资料可

以为此佐证
。

钱钟汉在 《 无锡五个主要产业

资本系统的形成与发展 》 一文中谈到杨氏资

本系统时
,

写道
. “

杨藕芳曾在 李 鸿 章 官

办纺织新局做过会办
。 ” ⑥查李鸿章只办过

一个纺织新局
,

那就是上海机器织布局 ( 后

改称华盛纺织总厂 )
。

当然
,

钱氏在这里说

其是官办的则不确
,

不过这 已是题外话了
。

还有个情况值得一提
。

杨藕芳之父杨菊仙与

李鸿章是 甲辰乡试同年
,

丁未会试同号
。

李

鸿章在考试期间疾作
,

杨菊仙为其料理汤药
,

使其顺利完成了考试
。

故于同年中
,

李杨交

谊最笃⑦
。

杨菊仙早逝
,

其子杨艺芳 (宗谦 )

杨藕芳兄弟投于李鸿章门下
。

李鸿章曾依靠

杨氏兄弟筹管军炯
,

李杨关系之深可想见一

斑
。

因此
,

李召杨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是完

全可能的
。

上述资料虽属私家性质
,

但却与

《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 中的叙述互为

印证
,

证明传统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

有疏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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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处
。

说到这里还应叙一下杨氏到任前后该局

一些情况
。

李鸿章之所以舍郑观应等人 电召

杨藕芳来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
,

用杨通谊的

话来说乃是
“
历年亏折

”
的缘故

。

亏折到什

么程度呢 ? 上海机器织布局 自1 8 7 8年候补道

彭某呈请开设 以来
,

十二年间主办者迭经郑

观应
、

龚寿图
、

彝 图兄弟
、

盛宣怀
、

经元善接

着又是龚氏兄弟
、

马建忠诸人
,

历年亏损
。

郑观应
、

龚氏兄弟等在筹办过程中趁机中饱

私囊
,

大发横财
。

到 1 8 8 7年
, “

维时洋匠羁

留 日久
,

购存外洋机器及应付薪资延不付价
,

势将兴讼
” ,

终于不 得不重订章程
。

按新章

程
,

旧股百两者
,

限三个月内续交三十两
,

换发新股票百两
。

这就是说
,

机器还没有安

装
,

原来资本倒已亏折了百分之三十⑧
。

很

明显李鸿章之 电召杨藕芳来主办是要其扭转

上海机器织布局 的严重亏损局面的
。

事实证

明
,

杨藕芳确是不负所托
,

到任后
, “

期年

规模大定
,

获利三十余万两
。 ” ⑨

杨藕芳到上海机器织布局后
,

为扭亏为

盈
,

主要采取 了以下措施
:

( 1 ) 拨借绥巩

局银十余万两
,

以资营运
;

( 2 ) 抑制洋匠

权限
,

使主持机务
,

而人事赏罚黝陆则总办

主之 , ( 3 ) 按律惩治地棍首脑
,

使不得恃

众滋事
,

要挟 厂务L
。

从这三条措施
,

我们

可以大略想见上海机器织布局 1 8 9 0年开车之

前的状况
: ( 1 ) 主办人经营无术

,

只知中

饱私囊
,

经营管理十分腐朽落后
,

故企业资

本虽然由原计划的四十万两增到五十万两
,

仍不敷周转
。

( 2 ) “
洋人

”
控制了企业大

权
,

为所欲为
,

故杨藕芳不得不限制他们的

权限
。

( 3 ) 封建地方势力横加阻挠
,

此类

事情在当时兴办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过程中

各地时有发生
。

例如
,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在

1 9 0 5年与人合办无锡振新纱厂时
,

也曾受到

地方封建势力的阻挠
。

上述三点
,

其实乃是当时资本主义新兴

工矿企业的通病
。

杨藕芳采取的三条措施击

中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存在问题的要害
,

虽然

作为毅中人
,

他不可能从根本上使局面得到

改观
,

但也确乎取得了某些成效
,

达到了扭

亏为盈的 目的
。

( 二 ) 关于 18 9 3年 10 月那场火灾
,

一般

说法都是认为该局除了监工女监房屋外
,

全

部毁于火
。

这一点在有关的论著中
,

至今还

未见有不同的说法
。

其实这是李 鸿 章 的 说

法@
。

杨通谊对此提出 了怀疑
。

他认为工厂

10 月失于火
, 1 1月李鸿章就命盛宣怀来接办

了
,

因此火灾损害程度并非那么严重@
。

笔者

认为此话不无道理
。

试想
,

据 当时清查
,

火

灾损失不下七十余万两
,

而居然能在不到一

年功夫的 1 8 9 4年 9 月就以华盛纺织总厂的名

义使工厂开车生产了
,

这不显得有点异常么 ?

无怪乎 《 中国棉纺织史稿》的作者也觉得
“

上

海织布局的规复
,

进行得异常顺利
” 了L

。

他也认为
“
华盛开办得如此迅速

,

似乎不很

可能
。 ” ⑧ 不过

,

他是从别的原因来解释这

种异常现象的
。

其次
,

李鸿章在上海机器织

布局火灾之后说
: “

此事断难中止
,

亦难缓

图
。 ”

他非但要恢复该局
,

而且立意要在上

海设一个机器纺织总厂
,

再准备另设十个分

厂L 。

这里
,

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上海机器

织布局获利优厚
,

1 8 9 3年是局的利润率为百

分之二十五L ,

从而刺激了他的欲望之故
。

但李鸿章在说这番话时恐怕也要考虑一下上

海机器织布局火灾后的实际情况
,

如果该局

尽毁于火
,

那末李 氏恐怕不会发此雄心勃勃

之语了
。

再者
,

按当时的估计
,

该局损失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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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余万两
,

全厂房屋货物用具等等
,

靡有子

遗0
。

而不到一年功夫
,

华盛开车时竟拥有

设备6 4 55 6枚纱锭
,

75 0台布机
,

资本计85 万

两 。 。

当时筹集股本是颇为困难的
,

想当初
,

一个上海机器织布局
,

50 万两股本
,

尚且筹

备了十二年之久方才开车
。

如今
,

华盛集股

8 5万两竟然如此迅速
,

其中纵官股甚多
,

也

觉难以令人置信
。

因此
,

火灾损害程度并非

如李鸿章说的那么严重是有道理的
。

与此相关联的是关于盛宣怀 的 接 办 问

越
。

杨通谊认为李鸿章命盛来接办是怀有个

人目的的
,

笔者同意这种看法
。

因为盛宣怀是

专门为李鸿章搜括私财的
,

而上海机器织布

局三年功夫
,

营业兴盛
,

获利丰厚
,

使得李鸿

章眼红起来
,

放是藉口火灾
,

就把杨藕芳赶
一

F了台
,

由盛氏来接替了吵
。

结果盛氏接办

后
,

不独无利
,

且历年亏折
,

到了光绪二十
,

七年另行招商顶替时
,

竟亏银达 16 万多两 @
。

钱到哪里去了 ? 可 以
一

肯定有相当部分流入了

李
、

盛腰包
,

这可以从后来盛宣怀把该厂变

为私产中窥见一斑
。

看来李鸿章是达到了目

的
。

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火灾确实不那么

严重
。

否则的话
,

李鸿章何以要命专为自己

搜括私产的盛宜怀去接办这个几乎已成一片

白地
,

损失惨重无利可图的烂摊子呢 ? 盛氏

又非善营工厂之人
, 18 9 0年以前

,

他就曾主

持过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筹办
,

后 来 就 被 别

人顶替了
,

可想在经营工业方面是一个无能

之辈
。

李鸿章说该厂尽毁于火
,

很可能倒是

一种障眼法
,

以制造 口实让盛宣怀接办
,

通

过盛氏大捞一把
,

以便将该厂作为自己的私

产一样摆弄
。

上海机器织布局 1 8 9 0~ 1 8 9 3年间的经营

活动对我国近代棉纺织业的发展是颇有影响

的
。

一方面
, 18 9 0年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开车

生产标志着我国第一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棉纺

织工厂的诞生
,

它之创立开了我国近代资本

主义棉纺织工业史的先河
。

另一方面
,

该局

开车三年来营业兴盛
,

获利丰厚
,

直接刺激了

当时的官僚
、

买办和商人投资兴办资本主义

新式企业特别是棉纺织企业的兴趣和热情
,

从而有利于近代民族工业和资本主义在我国

的发展
。

例如
,

杨氏下台后
,

心有不甘
,

便

利用其主办上海机器织布局的经验
,

回家乡

无锡在 1 8 97年创办了无锡地区第一家纱厂一

业勤纱厂
。

可以这样说
,

上海机器织布局 之

所以能取得这种历史地位
,

是与杨藕芳的活

动分不开的
。

盛宣怀接办后改建成的华盛纺

织总厂就根本不能与其相比了
。

还有一点值

得一提的是
,

在先后筹办经办上海机器织布

局的六七个人中
,

也惟有杨氏对中国近代棉

纺织业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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