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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洋务运动即是近代化运动 。这可追溯到 1840

年林则徐在广州 “师夷长技造炮制船 ”。这项事业

因顽固派反对 ,林则徐遭贬谪而被扼杀。但 20年后

兴起的洋务派于 1861年重新开始 ,经过酝酿 ,尤其

是曾国藩进驻刚攻陷的安庆后 ,在上海等地大批招

致科学家 、有革新思想的学者于其幕府 ,探讨革新

等事。其中中国第一个留美回国的容闳的建

议 ———办造 “制器之器 ”的机器制造工厂被曾氏接

受 ,并随即派容闳前往美国 ,定购了在当时先进的

“制器之器”的全套机器。 1865年在上海建成了机

器制造工厂———江南机器制造局 。它的建立是洋

务近代化的标志 ,它是中国机器工业的先驱 。从生

产方式性质说 ,我早在 1957年所写 《论清政府所办

近代军用工业性质 》一文 ,就以江南机器制造局为

例说它 “有着资本主义性 ,因而带有进步因素 ”,批

评了当时流行的 “清政府所办近代军事工业是封建

性 、买办性 、反动性 、毫无资本主义性 ”的说法。江

南制造局 ,从生产力 、生产关系两方面说 ,都具有先

进性。

2　洋务运动是早期近代化运动

所谓近代化运动 ,其中心内容主要就是引进和

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

创建新式海陆军 ,并培养与这些新式经济 、军事相

适应的区别于旧式士大夫的新型实用人才 。这是

一个进步的活动 ,它可以追溯到林则徐 、魏源 。林 、

魏在 1840年抗击英国侵略军的广州前线 ,深深地体

会和认识到敌军火炮精良 ,装备落后的清军远不足

以御敌 ,而提出 “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口号和主张 ,

并随即付诸行动 ,雇请洋技术人员着手造船制炮 ,

魏源并提出鼓励沿海绅商投资办民用工厂以求利 。

这个堪称洋务活动先声的活动 ,因顽固派反对和林

则徐被贬谪伊犁而遭到扼杀 。但民间有志之士学

习西方先进技术 ,并试制小轮船和洋枪炮等没有中

断过 。而思想家们介绍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乃至民

主政治制度的著述 , 时有问世 , 维新改革旧制初步

形成为一种思潮 。思潮的核心内容主要见冯桂芬

所概括的两篇专文:《采西学议 》、《制洋器议 》。冯

氏并说明了 ,不仅一般地学习西学 、西器 ,并要做到

“出新意于西洋之外者:始则师尔法之 ,继而比而齐

之 ,终则驾而上之。”他强调说中国 “自强之道 , 实

乎是 。”
[ 1]

可见 , 中国在那时 ,近代化已成为历史潮流 。

无论从客观经济规律 ,或是从 “有志之士 ”(思想家)

的言论中对经济规律的认识 ,都可看出近代化运动

是历史的必然 。

然而 ,在 1840年林则徐被贬谪和他的 “师夷 ”

“制器 ”事被扼杀之后的民间试造新式船炮 ,以及思

想家们呼吁学习西方制洋器等 ,主要只是民间的自

发求新活动 。要使这种自发求新改变陈旧落后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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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行动成为一种运动 ,在当时清王朝顽固守旧势

力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 ,还必须由拥有较大权势而

又要求改变现状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集团来领导 。

这往往需要历史发展为之提供机遇 。如果说鸦片

战争为林则徐提供的 “革新 ”机遇未能成为 “气候 ”

的话 ,英法联军侵略和太平天国为主流的民众起义

为洋务派集团提供的改革的新机遇却在一定意义

上成了 “气候 ”。

清王朝在太平军和英法联军两大敌人压力

下 ,有着覆亡的危险 。清统治者们为了挽救危亡

维持统治 ,想变革旧制了 。但怎么变 ? 他们中从

朝廷权贵到地方督抚等不少有权势者 ,首先想到

的是要学习使用并学习制造西方的先进船炮等武

器 ,以战胜敌人 。这成为从中央到地方为数不少

高官们的共识 。至于对太平军和英法联军两大敌

人 ,有些人主张两个拳头同时出击 ,即既消灭太平

军等人民起义 ,也战胜英法联军 。也有些人认为

同时战胜二敌无此力量 , 而主张分轻重缓急地各

个击破 。经过几年的讨论和酝酿 ,到 1860年基本

上统一到 “两害相权取其轻 ”的政策上来 。即向英

法妥协并取其长技 ,集中力量消灭 “心腹之患 ”的

人民起义 ,然后再对付英法等 “肢体之患 ”的外敌 。

从而于 1861年开始了以资取洋人之长技 ,购买西

洋利器和创办近代工业 , 其中首先创办军用工业

为主并逐步过渡到创办和发展民用工业以致富强

的洋务运动 。

事实上 ,在酝酿和发动洋务运动之初 ,在办军

用工业的同时 ,即已考虑到变落后为先进以致富

强 ,创办和发展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的基础工业 ,

也即是资本主义工业化 ,或是近代化的问题 。这可

从曾国藩发起创办江南制造局的意向过程等历史

得到证明。

正因如此 ,所以我对洋务运动启动和发展的

表述是:洋务运动是在资本主义必然代替封建主

义的历史趋势下兴起和前进的 , 是在变封建主义

为资本主义的思潮要求下发生发展的 ,是在 “两

害相权取其轻 ”权衡条件下起步的 。很明显 , 学

术界往往只用 “两害相权取其轻 ”来概括洋务运

动性质是欠妥的 。 “两害取轻 ”只能看作对洋务

运动起了 “起步 ”的作用 , 而这个作用 ,也该理解

为洋务派为急待出发的先进的资本主义 “车流 ”

通过开了 “绿灯 ”。曾国藩倡办江南机器制造局 ,

就是 “开绿灯 ”使资本主义近代化 “车流 ”顺利通

过的佼佼者 。

3　曾国藩的高瞻远瞩与容闳创建机器
制造工厂的建议

　　如果说社会上一般有志之士 ,意识到中国落后

于西方 ,必须引进学习西方新式船炮和自己应该赶

紧拥有西方机器设备 ,还停留在理论上认识的话 ,

那么 ,曾国藩则是亲身感受到这种落后状态 , 因而

他的变落后为先进的迫切感远远超过上述这些 “有

志之士”。

曾国藩在与太平军对仗中 ,深感武器不良 ,而

且太平军某些部分已使用洋枪 ,湘军屡遭重创 。

这引起曾氏对洋武器的重视 。我曾说过 , 清王朝

不了解国外情况的官僚御史们最顽固守旧 ,而亲

自在前线与敌军作战的军人统帅们 ,对新式锐利

的武器最为敏感 。因为在战场上打仗 ,就是要杀

伤敌人保护自已 。仍然使弓箭刀矛的清军远不是

使用新式洋武器的对手 ,做不到多杀敌人 ,自己少

伤亡 。因而凡在前线作战的将领们都最易于接受

和学习洋武器 ,并不惜重金购买 。曾国藩虽未直

接与外敌交锋 , 却在与内敌交战中体验到洋枪炮

的杀伤力远过于刀矛和土制枪炮 。但购用洋枪炮

费用太贵 ,且往往难以到手 。他意识到中国武器

必须更新 ,而武器更新与新式机器工业的创办有

着密切的联系。这就使他具有了 “愤西人专揽制

机之利 ,谋所以抵制之 ”(徐珂 · 《清稗纇钞 》)的

思想 。要抵制 ,必须自己办机械等新式工业 。要

办这类工业 ,必须有新式人才 ,尤其是新式技术人

才。于是他广招贤士于自己的幕府 。 1861年在攻

陷安庆之后 ,于当年即创办了第一个半新半旧的

安庆军械所 , 试制新式武器和试造小轮船 。与此

同时 ,他到上海等地招聘徐寿 、华衡芳等科学家 ,

广罗天下贤士。中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是重点

礼聘的新人才 。容闳于 1863年被招到安庆商谈

关于创办新式工业等事。这里将容闳对曾氏幕府

集中人才的盛况证述录于下:

“当时在总督大营住着至少 200名官员。为了

各种不同的目的和追求 , 他们从中国各地汇聚于

此。其中总督幕僚不少于 100人 。除幕府外 ,还有

候补官员 、学识渊博的学者 、法学家 、数学家 、天文

学家和机械师。总之 ,中国出类拔萃和著名人物 ,

都被他富有磁性般魅力的品德和声望吸引到这里 。

对于那些学识高深和有才能的杰出人物 ,他总是极

为钦佩 ,喜欢与他们交往和共事。”
[ 2]

显然 ,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军即将胜利之际 ,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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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为安定的安庆 ,立即办了军械所 ,除修造一般

火器外 ,并试造小轮船 ,复罗致全国有造诣的第一

流人才 ,尤其是科学技术人才 ,并逐渐形成创建第

一流机器制造工场想法并有着紧迫感 。故当容闳

向他提出建立 “制器之器”的工厂时 ,曾国藩毫不犹

豫地接受了 ,并立即付诸实施。容闳的建议究竟是

什么样的 ,看他与志同道合的曾与曾国藩讨论过建

机器工厂的徐寿 、华衡芳 、张斯桂等人一段谈话就

可明白 。容闳说:

“从我个人在美国的观察和依据通常知识 ,我

以为目前中国需要建立的应是通用和基础性质的

而不是专以特种用途的机器厂 。也就是说 ,他们应

该建立的机器厂是本身能够创造或再生产出许多

同类性质的机器厂;每个和所有这些机器厂又能够

生产特种机器以制造专门或具体物体 。更明白地

讲 ,他们应该建立通用和基础性的机器厂以便制造

特种机器。一个机器厂包括不同种类和型号的车

床 、刨床 ,它能生产出用以制造枪炮 、发动机 、农业

机械和钟表等等的机器。”
[ 2]

容闳在第二次被曾国藩召见时 ,将上述见解

向曾氏陈述 。曾氏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意见 , 并立

即召见徐寿 、华衡芳等人 ,按容闳的建议作出决

定 ,授权容闳携款前往美国 ,订购这种 “制器之器 ”

的母机 ,并且要最先进的新式 “母机 ”。容闳携带

六万两白银巨款 ,到美国选定马萨诸塞州的菲奇

堡城订购在当时堪称新型先进的 “制器之器 ”的母

机运回上海 ,于 1865年建立位于上海高昌庙的江

南机器制造局。这座机器制造工厂 ,是中国最早

的也是最先进的机器制造企业 , 它标志着中国机

器工业的起步。容闳说 ,这座机器厂应该作为纪

念曾国藩的纪念碑 ,纪念他的 “宽广胸怀和远见卓

识 ”
[ 2]
,是有道理的。

为了说明曾国藩对机器制造业关心 、支持和期

望 ,兹节录其几年后 ,即他任直隶总督的 1870年时 ,

对江南机器制造局送呈给他 《再拟开办学馆事宜章

程十六条》的批示道:

“……第四条论制造之法 ,先致力于制器之器 ,

尤为探本扼要之论 。五 、六两条编辑机器图说及制

造源流 ,俾西人冥心独造之境 ,可以即法明理 ,因委

穷源 ,此巨观也。近年轮船 、汽机 、汽炉 , 该局已能

自制 ,其余机器亦大半自行制造 ,研求精熟 ,日起由

功 。若广制造之器 ,将来各项机器 ,皆不必购自外

洋 ,更为自强之要术矣……”(引自石建主编 《中国

近代舰艇工业史资料 》)。

于此可见 ,曾国藩对他 “远见卓识 ”的初步实现

表现出的强烈爱国强国热枕 。容闳说以这座江南

机器制造局作为曾国藩的纪念碑 ,曾氏当此是毫无

愧色的。

4　中国近代机器制造工业的先驱

前文已阐明洋务运动实际上就是近代化运动 。

所谓近代化 ,根本上说 ,即是用先进科学技术装备

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发生发展 ,也就是以资本主义

经济 ———新式工商业为中心 ,相应地创建新式文化

教育 ,以及政治上与新型经济相适应的立宪民主制

度。所以近代化的核心应该是新经济新工业 ,而工

业的首要核心 ,当然是机器制造工业 ,也即容闳所

说的 “母机 ”、“制器之器”的制造业 。作为洋务派首

领之一的曾国藩 ,在 1872年逝世前还念念不忘地反

复讲 “制器之器 ”对于 “自强 ”的重要性 。没有 “母

机”,何来遍地开花的 “子机 ”!而在当时 ,只有江南

机器制造局足以称得上是先进新型的机器制造厂 。

因此 , 1865年江南机器制造局的创建应看作是中国

近代化的标志 。

洋务运动开始于专办洋务的机构———总理各

国事务衙门建立的 1861年 ,是年半土半洋属于洋务

军工厂的安庆军械所成立 。但我认为 ,从开始到

1865年的 5年 ,只能看作近代化试验酝酿阶段。除

安庆军械所外 , 1862年李鸿章办的上海洋炮局 ,

1863 ～ 1864年丁日昌 、韩殿甲等办的 3个苏州洋炮

局 ,均可看作是试验探索的工作 ,其间还罗致和培

训新式技术人员等。事实上 ,凡是创建新的事业 ,

均有试验过程 。因此 ,上述试验是必要的 ,不管与

其事者意识到这点与否 。待江南机器制造局成立 ,

苏州 3个洋炮局均合并了进去 ,作为附属和配套 ,其

工作人员也对江南机器制造局组建起了较好的作

用 ,例如丁日昌就是颇为得力的组建者 ,其他技术

人员也起了作用。

江南制造局设备的主体部分是容闳从美国买

来的 “制器之器 ”,是专门制造各类机器的。几所合

并来的洋炮局加上丁日昌经手买的旗记铁厂 ,则主

要制造枪炮弹药等军火 。这些军火厂的机器设备 ,

除原有的简陋机器工具外 ,其他如车床 、刨床等新

式机器 ,均为江南厂自造。新造的机器除自用外 ,

也受命供应稍后建立的金陵 、天津等地制造军火的

工厂 。例如清廷就曾饬令李鸿章说:“以天津拱卫

京畿 , 宜就 (江南 )厂中机器仿造一份 , 以备

运律 。”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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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厂的 “母机 ”制造的机器 ,更多的是供应

造轮船之用 。造轮船所需机器设备 ,自造的能居

大半 。同治九年的 《再拟开办学馆事宜章程 》

中说:

“年末制造最大者 ,如第二号 、第四号轮船 ,造

成汽机全副 , `恬吉 ' 、`操江 ' ,及第四号轮船 ,造成

汽炉全座。即厂中机器 ,除购买外 ,其自行制造者 ,

已居大半。此后遇有需用各项机器 ,不必购自外

洋 ,均应广为制造 ”(引自石健主编 《中国近代舰艇

工业史资料 》)。

据不完全统计 ,江南机器制造局从建厂到 1904

年制造机器设备 ,计 54种 600多台 ,其中车床 138

台 ,刨床 47台 ,钻床 55台 ,其他如锅炉 、轮船推进器

等各种大小机器工具 ,不计其数 。

值得强调的是江南机器制造局在造船方面所

造机器尤为突出 。例如 , 1873年建造的 “海安”号和

1875年建造的 “致远 ”号 ,是较大较先进的两艘兵

船 ,长 300尺 ,马力 1 800匹 ,载重量 2 800吨 ,其主

机和锅炉等关键主要机器 ,均为江南厂自己所造 。

并进而于 1876、1885年建造了 “金瓯 ”和 “保民”两

艘铁甲结构的兵船。由此可见 “江南 ”制造机器的

能力之强了 。

正因为如此 ,朝廷下达的公文 ,一般大多称 “江

南 ”为 “上海机器制造局 ”,只有个别称 “江南机器制

造局 ”。李鸿章的奏稿则大多称 “江南机器制造

局 ”。可见在清政府官员心目中 ,江南制造局是一

座制造机器为主的工厂 ,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也

是符合首创者曾国藩的本意的。曾氏与容闳交谈

中 ,根本没有谈过要购买建造一座兵工厂或军用工

厂的机器 ,容闳只是说到买来的母机 ,也能制造兵

工厂所需要的制造枪炮子弹的机器 ,但更多的是说

能制造纺织 、开矿 、造船 、农业机械等各种民用工业

所需要的机器。江南制造局的生产发展过程 ,基本

符合曾国藩与容闳的原意。因此 ,学术界把江南机

器制造局与金陵 、天津等军工厂并列为洋务 “军用

工业”是欠妥的。因此 ,不少人常说旧中国没有机

器工业 ,或说机器制造业在旧中国是个空白点 ,更

非事实 。

5　结束语

　　洋务运动即是近代化运动 。这个运动发端于

1840年在广州为了 “制夷 ”而 “师夷长技 ”以制炮造

船 ,由于顽固派的阻挠 、林则徐遭贬谪而被扼杀 ,直

到 1861年为了 “制内 ”而后逐渐转向 “制夷 ”才重新

启动 。左宗棠为此而于光绪元年(1875)在重印《海

国图志·叙》中发出 “二十年事局如故”之叹 。

　　洋务运动虽起始于 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

立安庆军械所 ,但作为近代化标志 ,却是 1865年江南

机器制造局的成立。而且从这年开始 ,才逐步掀起近

代化高潮 ,金陵 、天津等机器工厂 ,紧接着轮船 、矿务 、

纺织 、冶金等行业建立也相继提上日程。资本主义工

商业发展显现出来了 ,转贫弱为富强大有希望的迹象

也已初步显现了 。江南机器制造局实际上起了领头

羊的作用。我曾说过 ,江南机器制造局是爱国主义精

神的体现。这是从 “爱国三层次”说的 ,在近代史上 ,

战场上英勇杀敌是爱国表现;为了更有效御夷而毫不

保守地师夷长技是爱国第二层次 ,这也就是林则徐所

说的 “御夷而不谋船炮是自取败也 ”。江南机器制造

局体现了这种爱国主义的精神。不仅如此 ,如上所述

它还在影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上起了作用 ,制造

许多机器装备新兴企业 ,在促进经济发展上起了推动

作用。事实上它本身就有资本主义性质 。我在 1957

年写的《论清政府所办近代军用工业性质 》一文中 ,

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收集大量翔实的资料 ,以江南

制造局为例 ,论证了江南制造局具有 “资本主义性 ,因

而有进步因素 ”的结论。资本主义是近代中国最缺

乏 、最需要的一种经济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期间还发

出 “中国资本主义太少了”(见《论联合政府》)之叹。

由此可见 ,江南机器制造局在中国近代史上地位之高

和作用之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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