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政府主导的近代化
运动主要是洋务运动和清
末新政，在这两场运动中
最主要、最突出的成就就
是电报业的近代化。

郑观应是我国早期现代
化思想启蒙高潮的引领者，
他的思想学说是近代中国的
一个思想“富矿”，他对我
国近代化各项事业发挥了极
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近
代电报业中也扮演了举足轻
重的角色。

上海洋行买办郑观应撰写了《论电报》
（以下简称郑《论》）一文，19世纪70年代开
始在社会上流传，该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郑
观应的电报建设思想。郑《论》一文论述了
我国发展电报业的意义、具体方案、使用管
理，解决了为什么要发展电报业、怎样发展
电报业这两个重要的问题。

首先，他认为发展电报业有很大的经济
意义和军事意义。第一，就经济意义而言，
发展电报业可以为国家带来丰厚的财政税
收。他以英国电报业为例，证明了发展电报
业可以为政府开辟财源。“商贾贸易，藉电
报以通达市价，则无者常绌，而有者常赢，
强富之功基于此矣。即以英国而论，其电报

设于王家，商民欲通信者取其
费，岁以所入济局用，往往致
赢。”第二，就军事意义而言，
郑《论》中通过战争规律和中国
国情论述了发展电报业的必要
性。他以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
为案例，证明电报业的发展符合
兵贵神速、先发制人的战争规
律。他说:“普法构兵，普人行
军处遍设电线，而尽毁法人所
设，遂以败法。盖兵贵神速，所
谓先发者制人，后发者制于人，
莫若电矣。”郑观应进一步联系
中国国情，指出中国版图辽阔，

强敌环伺，且敌人基本上装备了近代化的有
线电报和军舰，对中国国防安全形成了极大
的威胁，要保卫祖国领土主权完整，要击败
入侵的敌人，就必须大力发展中国自己的电
报通讯业。他指出:“国家版图式廓，各省距
京师远或万里，近亦数千、数百里，而沿海
要害及东三省，内外蒙古诸部，顷复番舶畅
行，强邻逼处。夫兵难逾度，瞬息万变，一
旦疆场有事，飞章之告，庙算之领，动经数
日，而彼以电线指挥，捷如影响，恐未易与
从前新疆、西域回部诸役，可以遥授机宜者
同日语焉。”

其次，就具体规划方面而言，他主张首
先建设“天津—南京—上海—浙江—福建—
粤东”的线路。他说: “ 津沽近畿水道门户，
宜先设一电线达两江、吴淞处，由是而达

发文章、造舆论，倡导电报业的发展

业；白树升靠一头毛驴闯关东，
除了经营染坊、酒坊，还经营木
材加工、日用百货、农副产品交
易等，鼎盛时，他的商铺和店
面，占据吉林省延吉市的一条大
街；张联辉在河南的周口和项城
经商多年，广涉钱庄、当铺、皮
革、茶叶、粮油等行业，成为当
地巨商，还被选为周口商会会
长。除此之外，他还在老家徐沟
东大街、东后街、东门外等处，
开设了包括钱庄、典当行、杂货
铺、木器店、骆驼店和酿造作坊
在内的30多家店铺，成为富甲一
方的豪商巨贾。

另一个清徐商人时成德，
从咸丰初年至光绪末年这段时间
里，先后在北京、天津、沈阳、
太原、太谷、清源等地开设了多处商铺和银
号，使其财源骤增，成为晋商之翘楚；清徐商
人常天枢，在河南禹州开办瓷窑，通过技术创
新竟然烧制出了一种极具稀世珍宝——均瓷，
被誉为瓷中极品，常家因瓷而成为晋商中的
另类富豪。

清徐民间文化据传源于秦、汉，发展于
唐、宋，兴盛于明、清。明末清初，位于晋商
活动中心区域的清源、徐沟，涌现出了一批商
界名流，经商蔚然成风，为民间文艺的发展奠
定了经济基础。每逢春节、元宵节期间，城乡
各店铺，特别是大的商号，在主要的街道、店
铺门前挂黄红、搭彩门楼、垒塔塔火、发旺
火、放架火，各商号、社团还要组织丰富多
彩的 街 头 文 艺 表 演 活 动 和 就 地 设 置“九
曲”、“灯谜”、“秋千”、“二鬼推磨”等游
艺活动，来渲染节日气氛。经过一年辛勤劳
作的人们，也自制、自演一些节目来庆贺节
日，渐渐形成了独具清徐特色的民间文艺，

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徐沟的背棍、铁棍艺术。
“南庄的火、太谷的灯，徐沟的背铁棍

爱煞人⋯⋯”这句流传在山西的民谚，画龙
点睛地道出了徐沟背铁棍的艺术魅力。“徐
沟背铁棍艺术”作为一种民俗活动，形成于
明嘉靖年间，内容上取材于民间传说、戏曲
故事及现实生活，无论背棍铁棍，一根棍反
映一出戏或一个故事；一支采枝悬挂一人，
一根弓弦要站一人⋯⋯上下一体，同歌共
舞，魅力无限，其制彩玄妙奇特，令人惊
叹，被誉为“无言戏剧”、“空中舞蹈”、
“流动杂技”。“徐沟背铁棍艺术”的产生
和发展对该地区历史文化的积淀，对民间戏
剧、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口头文学、
民间杂技、民间手工技艺巧妙的借鉴和利
用，有着很深的历史研究价值、艺术价值和
科研价值，同时也有很高的时代价值。

同时，还有女子背棍、女子锣鼓队、女子
社火、“猪八戒背媳妇”、“担媳妇”、“骑
驴”、“扇子舞”、“彩绸舞”、“扭秧歌”、
“打腰鼓”、“霸王鞭”、“武术表演”、“旱
龙舟”、“县官坐轿”、“管弦乐行进吹奏”
等，大大丰富了清徐民间文艺的形式和内容。

民间文化

徐沟背棍、铁棍。最早产生于明嘉靖年间，作为一种风格

独特的群体舞，有无言戏剧、空中舞蹈和流动杂技之称。

2008年，入选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闽、越，而粤东，凡属海疆及西北边际者，
关隘次第兴行。”第二，就电信使用方面而
言，他主张和平时代，电报归民用，便商
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助国家军费开
支；战争时代，设立专门的电报管理官员，
审查往来电报，使电报无错误遗漏。第三，
对于经济繁荣的沿海通商口岸，他主张推广
电话。这证明了他思想的进步性、前瞻性，
也说明了他很善于把握国际科技前沿。他认
为在经济繁荣、商业发达的通商口岸设立电
话网络服务，既可以为商旅通讯提供服务，
又可以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最后，郑观应针对某些思想保守国人的
疑虑，进行了合情合理的解答。针对发展电
报业费用高、筹措资金不易的疑虑，他认为
电线无论在海底铺设，还是在陆地上铺设，
都不会很贵。针对电报会泄密的疑虑，他认
为可以设立密码解决这个问题。

郑观应对我国建设电报业，进行了深入
的理论论证，发出了强烈的呼吁，冲击了保
守思想，形成了很强的说服力和巨大的震撼
力，从而在朝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力。

1870年，丹麦大北公司开始敷设由海参
崴至长崎-上海-厦门-鼓浪屿-香港的海底电
线，并于1871年4月18日完工，“是为外国海
线来华之始”。1871年6月13日，大北公司水
线在上海通报。英国的大东公司也在中国沿
海架设水线，并且企图把水线从香港引入广
州沙面上岸。在列强电报企业的步步紧逼之
前，郑观应和盛宣怀首先想到的是要为我国
电报业争取生存空间，因为继丹麦、英国在
华敷设水线之后，其他西方国家也蠢蠢欲动
地想利益均沾、机会平等。如果听任他们发
展，我国电报业将无利可图。郑观应利用国
际法《万国通报通例》和1870年清政府“外
国电线只能沉于海底，不能牵引上岸”的规
定，与丹麦的大北公司和大东公司进行交

涉，坚决不允许他们把水线牵引到中国大
陆，已经上岸的也坚决拆除了，这就保障了
中国办内陆电线的自主权。

除了和大北、大东公司斗争，郑观应
还与他们进行协调合作，因为海底电缆是大
北、大东两个公司的，外洋电报与国内、欧
洲电报畅通与否，均掌握在这两家公司手
里。况且中国陆线也要与水线接通才能运
用。经过郑观应和盛宣怀等人的斗智斗勇、
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最终形成了中国境内
电报业三分天下的局面——中国、大北公
司、大东公司三分天下，而中国则牢牢地抓
住了陆地主办权。

王鹤亭和苏全有认为，清政府由于对国
际法的无知，缺乏临海权意识，只立足于陆
地电信权的完整和坚持，允许外国在中国沿
海敷设海底电报，并禁止海底电报在我国上
岸及在我国陆地设线，这成为清政府中外电
信交涉的重要立场和原则。这种立场和原则
使晚清政府拱手让出海底电报主权，丧失了
海上通讯权和国际通信主动权。

可正如刘圣宜认为，郑观应协助盛宣
怀与列强企业进行交涉，使我国牢牢地抓住
了陆电主办权，这在当时我国经济技术落
后，无力承办海底电线的情况下，已经是极
大的胜利了。

首先，郑观应是津沪线的重要参与者。
1880年9月18日，清政府批准李鸿章建设津沪
电报线的报告后的第三天，李鸿章派遣盛宣
怀操办具体事宜。作为盛宣怀心腹干将的郑
观应，收到盛请其参与津沪电线建设的信
函，认为“电报利国利民，为当今急务”的
郑观应于是爽快地答应了。自此，郑观应对
于清末电报活动由幕后的呼喊开始走向台前
的实践。1881年5月20日，李鸿章札委郑观应
为上海电报分局总办，这是个关键的职位。
津沪电报总局虽然以天津总局为枢纽，在上

与外国电报公司进行交涉，维护中国利权

积极参加近代电报业的建设

海、苏州、镇江、清江、济宁、临清设立六
大分局，而上海分局是处于第二位的，因为
上海电报分局为南路各局总汇，且有转运物
料、联络洋人等事，头绪纷繁，重头戏多在
上海，可以说上海电报分局的实际地位比天
津重要。李鸿章的这一札委足以反映其对郑
观应的信任与器重。

郑观应还参与了《电报局招商章程》
（以下简称《章程》）的修改。郑观应反对
在该章程中过多地宣扬官方对电报股商的体
恤。他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
“盖官督商办之局不占公家便宜，只求其保
护，尚为地方官勒索；若太占便宜，更为公
家他日借口。”而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在于“中国尚无商律，亦无宪法，专制之
下，各股东无如之何！”从这里可以看出，
郑反对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过多地宣扬官的体
恤，以尽量减少其将来可能用以勒索的借
口。郑的上述意见得到了其他电报委员们的
认同与支持，盛宣怀不得不对《章程》进行
修改，减少了官方将来勒索的可能性，实质
上将津沪线变为官商合办。修改后的《章
程》规定股商并没有多付出什么，却能以头
等官报免费的方式将官本在数年后抵清，这
不仅可以弱化“官的体恤”，从而减少官方
勒索借口，而更为关键的是，津沪线将来只
存商本，因此是真正意义上的官督商办。修
改后的《章程》得到李鸿章批准，郑观应的
建议得到贯彻，津沪线的这一经办模式也成
为清末官督商办电报运营的统一模式。郑观
应是津沪线建设极为重要的参与者。

其次，郑观应直接倡导了长江线、浙
江线的建设。

郑观应较早提出“商战”理论，他认为兵
战讲求兵贵神速，商战也讲求信息灵通。他认
为要和信息灵通、转运神速的洋商竞争，就必
须在商贸发达的长江沿岸架设从南京-汉口的
长江线、南京-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的
浙江线。因为这些电报线所经过的地方盛产茶
叶、丝绸等特产。因此，郑观应在1882年3

月，禀呈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左宗棠，写信给
老朋友、洋务局道员王之春，说明建设这两条
线路的意义，他还亲自面见游说左宗棠建设这
两条电报线。最终，1883年1月18日，清政府
批准建设浙线，并且延伸为沪浙闽粤电线，郑
观应也随之受到李鸿章的札委，会办此线。
1883年7月6日，清政府批准建设长江线，郑观
应接到左宗棠的札委，襄办长江电报事宜。
1883年10月26日，左宗棠正式向清廷奏请郑观
应等四人“会同盛宣怀专办长江设线事宜”。
至此，郑观应等长达一年零八个月之久的长江
线请设工作终于功德圆满、尘埃落定，而此前
的沪浙闽粤已奉旨建造。总之，郑观应堪称是
该两线的直接倡办者。

值得指出的是：津沪线(1881年11月竣
工、途径天津－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
－苏州－上海)、沪浙闽粤线（1884年竣工、
途径上海－苏州－湖州－嘉兴－宁波－金华
－处州－台州－温州－福州－莆田－泉州－
潮州－惠州－广州）、长江线（1884年竣
工、途径镇江－南京－安庆－九江－汉口）
是中国电报线的三大主干线，它以上海为中
心，南北沿海、中部沿江而建成，后来其他
电报线的建设，基本在该三大主干线的基础
上展开延伸，可见该三大主干线在清末电报
发展史上的地位，而郑观应则全面参与了该
三大主干线的建设，其贡献可谓突出。

此外，郑观应改编、编译了一系列电
报业务书籍，为发展我国电报业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他把威基杰的《电报新书》改编为
《四码电报新编》，使其成为我国最早的汉
字电码本。他还又组织编译了《万国电报通
例》和《测量浅说》。

电报加快了军事、政治、经济信息的
传递，在中外商战、兵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经过清末20多年的发展，电报主干线覆
盖全国，在边境地区又与外国线路相通，把
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电报业是清代办得
最好的近代企业，对挽回利权，对我国电信
业的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闽、越，而粤东，凡属海疆及西北边际者，
关隘次第兴行。”第二，就电信使用方面而
言，他主张和平时代，电报归民用，便商
旅，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助国家军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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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来华之始”。1871年6月13日，大北公司水
线在上海通报。英国的大东公司也在中国沿
海架设水线，并且企图把水线从香港引入广
州沙面上岸。在列强电报企业的步步紧逼之
前，郑观应和盛宣怀首先想到的是要为我国
电报业争取生存空间，因为继丹麦、英国在
华敷设水线之后，其他西方国家也蠢蠢欲动
地想利益均沾、机会平等。如果听任他们发
展，我国电报业将无利可图。郑观应利用国
际法《万国通报通例》和1870年清政府“外
国电线只能沉于海底，不能牵引上岸”的规
定，与丹麦的大北公司和大东公司进行交

涉，坚决不允许他们把水线牵引到中国大
陆，已经上岸的也坚决拆除了，这就保障了
中国办内陆电线的自主权。

除了和大北、大东公司斗争，郑观应
还与他们进行协调合作，因为海底电缆是大
北、大东两个公司的，外洋电报与国内、欧
洲电报畅通与否，均掌握在这两家公司手
里。况且中国陆线也要与水线接通才能运
用。经过郑观应和盛宣怀等人的斗智斗勇、
纵横捭阖、折冲樽俎，最终形成了中国境内
电报业三分天下的局面——中国、大北公
司、大东公司三分天下，而中国则牢牢地抓
住了陆地主办权。

王鹤亭和苏全有认为，清政府由于对国
际法的无知，缺乏临海权意识，只立足于陆
地电信权的完整和坚持，允许外国在中国沿
海敷设海底电报，并禁止海底电报在我国上
岸及在我国陆地设线，这成为清政府中外电
信交涉的重要立场和原则。这种立场和原则
使晚清政府拱手让出海底电报主权，丧失了
海上通讯权和国际通信主动权。

可正如刘圣宜认为，郑观应协助盛宣
怀与列强企业进行交涉，使我国牢牢地抓住
了陆电主办权，这在当时我国经济技术落
后，无力承办海底电线的情况下，已经是极
大的胜利了。

首先，郑观应是津沪线的重要参与者。
1880年9月18日，清政府批准李鸿章建设津沪
电报线的报告后的第三天，李鸿章派遣盛宣
怀操办具体事宜。作为盛宣怀心腹干将的郑
观应，收到盛请其参与津沪电线建设的信
函，认为“电报利国利民，为当今急务”的
郑观应于是爽快地答应了。自此，郑观应对
于清末电报活动由幕后的呼喊开始走向台前
的实践。1881年5月20日，李鸿章札委郑观应
为上海电报分局总办，这是个关键的职位。
津沪电报总局虽然以天津总局为枢纽，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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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苏州、镇江、清江、济宁、临清设立六
大分局，而上海分局是处于第二位的，因为
上海电报分局为南路各局总汇，且有转运物
料、联络洋人等事，头绪纷繁，重头戏多在
上海，可以说上海电报分局的实际地位比天
津重要。李鸿章的这一札委足以反映其对郑
观应的信任与器重。

郑观应还参与了《电报局招商章程》
（以下简称《章程》）的修改。郑观应反对
在该章程中过多地宣扬官方对电报股商的体
恤。他对社会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说:
“盖官督商办之局不占公家便宜，只求其保
护，尚为地方官勒索；若太占便宜，更为公
家他日借口。”而产生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在于“中国尚无商律，亦无宪法，专制之
下，各股东无如之何！”从这里可以看出，
郑反对在中国现行体制下过多地宣扬官的体
恤，以尽量减少其将来可能用以勒索的借
口。郑的上述意见得到了其他电报委员们的
认同与支持，盛宣怀不得不对《章程》进行
修改，减少了官方将来勒索的可能性，实质
上将津沪线变为官商合办。修改后的《章
程》规定股商并没有多付出什么，却能以头
等官报免费的方式将官本在数年后抵清，这
不仅可以弱化“官的体恤”，从而减少官方
勒索借口，而更为关键的是，津沪线将来只
存商本，因此是真正意义上的官督商办。修
改后的《章程》得到李鸿章批准，郑观应的
建议得到贯彻，津沪线的这一经办模式也成
为清末官督商办电报运营的统一模式。郑观
应是津沪线建设极为重要的参与者。

其次，郑观应直接倡导了长江线、浙
江线的建设。

郑观应较早提出“商战”理论，他认为兵
战讲求兵贵神速，商战也讲求信息灵通。他认
为要和信息灵通、转运神速的洋商竞争，就必
须在商贸发达的长江沿岸架设从南京-汉口的
长江线、南京-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的
浙江线。因为这些电报线所经过的地方盛产茶
叶、丝绸等特产。因此，郑观应在1882年3

月，禀呈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左宗棠，写信给
老朋友、洋务局道员王之春，说明建设这两条
线路的意义，他还亲自面见游说左宗棠建设这
两条电报线。最终，1883年1月18日，清政府
批准建设浙线，并且延伸为沪浙闽粤电线，郑
观应也随之受到李鸿章的札委，会办此线。
1883年7月6日，清政府批准建设长江线，郑观
应接到左宗棠的札委，襄办长江电报事宜。
1883年10月26日，左宗棠正式向清廷奏请郑观
应等四人“会同盛宣怀专办长江设线事宜”。
至此，郑观应等长达一年零八个月之久的长江
线请设工作终于功德圆满、尘埃落定，而此前
的沪浙闽粤已奉旨建造。总之，郑观应堪称是
该两线的直接倡办者。

值得指出的是：津沪线(1881年11月竣
工、途径天津－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
－苏州－上海)、沪浙闽粤线（1884年竣工、
途径上海－苏州－湖州－嘉兴－宁波－金华
－处州－台州－温州－福州－莆田－泉州－
潮州－惠州－广州）、长江线（1884年竣
工、途径镇江－南京－安庆－九江－汉口）
是中国电报线的三大主干线，它以上海为中
心，南北沿海、中部沿江而建成，后来其他
电报线的建设，基本在该三大主干线的基础
上展开延伸，可见该三大主干线在清末电报
发展史上的地位，而郑观应则全面参与了该
三大主干线的建设，其贡献可谓突出。

此外，郑观应改编、编译了一系列电
报业务书籍，为发展我国电报业打下了良好
的基础。他把威基杰的《电报新书》改编为
《四码电报新编》，使其成为我国最早的汉
字电码本。他还又组织编译了《万国电报通
例》和《测量浅说》。

电报加快了军事、政治、经济信息的
传递，在中外商战、兵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经过清末20多年的发展，电报主干线覆
盖全国，在边境地区又与外国线路相通，把
中国与世界联系在一起。电报业是清代办得
最好的近代企业，对挽回利权，对我国电信
业的近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