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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中国军事技术近代化

黄松平，朱亚宗

（国防科技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７３）

［摘要］中国军事技术近代化肇始于洋务运动，作为与洋务运动早期的主要支持者和 领 导 者，曾 国 藩 以 自 己 的 社 会 地

位和科技价值观，在理性认知军事技术的地位和作用、开创中国近代军事科技事业、罗致和培养近代化军事科技人才

等方面，为促进中国军事技术的近代化发挥了开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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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第一个将深广的

科技见解与显赫稳固的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而又依

托着 急 需 发 展 先 进 军 事 技 术 的 时 代 背 景 的 幸 运

儿。［１］（Ｐ２０２）他以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科技价值观，在引

领中国军事近代化过程中发挥了开拓作用。虽然他

受到“用夏变夷”的传统意识和“中体西用”指导思想

以及工具主义的局限，但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最终

却酿成一种学习引进西方军事技术的时代浪潮，大

大推动了中国军事技术的进步。

　　一、理性认知军事技术的地位和作用

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封建士大夫孤陋寡闻、顽

固保守，对西方文化一概拒斥，妄自尊大地认为天朝

是最完美无缺的。大学士倭仁提出“立国之道，尚礼

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２］的基本

论点堪称代表。在顽固派眼里，维护封建统治的根

本是伦理道德，它能使卑者服从尊者，其威力足以保

证中国不受列强的欺负，科学技术这种末端“技艺”

是不值得称道的。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且

长期沐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之风的曾国藩，“虽常说

打仗在人不在器，然而他对军器的制造，尤其对于大

炮的制造，是很费苦心的”。［３］（Ｐ２９）他通过湘军使用洋

枪洋炮的军事实践及自身的锐意进取，认识到西方

文化尤其是西方先进军事技术的重大价值，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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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于“中体西用”的中西结合思想。“中体西用”一

词虽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才为人们所提出，但早于

此几十年前，“中体西用”的思想不仅已是洋务运动

的指导方针，也是洋务运动的基本思想体系。［４］曾国

藩一方面 主 张 学 习 西 方 科 学 技 术，“至 外 国 技 术 之

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

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行之既

久，或有异才出乎其间，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

擅 长 之 事，中 国 皆 能 究 知，然 后 可 以 徐 图 自

强”。［５］（Ｐ１５８）另 一 方 面 又 强 调 培 植 中 国 固 有 文 化 传

统，认为未来的中国留学生应该“肄习西学，仍兼讲

中学，课以孝经、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高下，循

序渐进。每遇房、虚、昂、星等日，正副二委员传集各

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至囿于

异学。”［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关于 中 西

文化的精辟见解。正是在类似“中体西用”思想的指

导下，以“坚船利炮”为表征的西方军事技术被看作

富国强兵、御 外 靖 内 的 利 器，而 不 再 是“奇 技 淫 巧”

了。这为中国军事技术近代化，准备了理论和思想

条件。

值得强调的是，具有经世致用观念与承认科学

技术的应用价值，二者并不能简单地划等号。而从

经世致用观念通向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需一系列

的思想飞跃。同是湘军重要首领的胡林翼在安庆时

曾有过这样的经历：“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

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即胡）变色不语，勒马

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

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闭目，神色不

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３］（Ｐ３４）

同是具有强烈经世致用观念的儒将胡林翼，却

未能以积极的态度承认近代西方科学技术的价值，

这是因为胡林翼在见识与资质的许多方面大不如曾

国藩，因而在经世致用的鉴定目标与达到此一目标

的灵活手段之间无法跟随时势的发展而不断求得统

一，以致造成内心的紧张与抑郁。与胡林翼相比，曾

国藩却能随着时势的发展而不断调整经世致用的方

法，敢于以西方技术为新形势下经世致用的手段，对

军事技术的地位和作用具有清醒的认知。他认为，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

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

皆 有 之，顺 则 报 德 有 其 具，逆 则 抱 怨 亦 有 其

具”。［７］（Ｐ２８９）至 此，曾 国 藩 完 全 抛 开 了 最 初“天 朝 上

国”的夜郎心态，进一步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求富求强”的时代命题。他把魏源等人的“师夷”思

想，从议论层次转向实践层面，视域也更为开阔。［８］

　　二、开创中国近代军事科技事业先河

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发端，肇始于军事工业的创

办。军事工 业 的 创 办 则 有 赖 于 军 事 科 技 事 业 的 发

展。１８６１年，恭 亲 王 奕 䜣 在 给 咸 丰 皇 帝 的 奏 疏 中

说：“伏思外忧内患，至今已极，譬诸木腐虫生，善治

者必先培养根本，根本固而蟊贼自消，臣等办理外国

各事，不过活其枝叶，而蟊贼未能尽去；非拔本塞源

之方也。是以上年曾奏请饬下曾国藩等购买外国船

炮，并请派大员训练京兵，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

制于人。然购买船炮之议，曾国藩等现在是否办理，

无从询知。而 当 此 时 事 孔 亟 之 时，何 可 再 事 因 循！

……总之，兵 贵 神 速，不 容 迟 缓。古 人 所 称 得 策 即

行，诚以时不可再。若及今速购船炮，则约计明年四

月可以到齐。倘失此不图，贼势既难逆料，即英、法

之笼络亦 恐 无 以 善 其 后 矣。”［９］（Ｐ１７８－１８０）清 廷 向 曾 国

藩转述了奕䜣奏疏的内容，在这一催促之下，曾国藩

对购买西洋先进武器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积极态度，

很快写出了《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至恭亲王奕䜣

等奏请购买 外 洋 船 炮，则 为 今 日 救 时 之 第 一 要 务。

凡恃己之所 有 夸 人 所 无 者，世 之 常 情 也；忽 于 所 习

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

之远。在英、法 则 夸 其 所 独 有，在 中 华 则 震 于 所 罕

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

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仿募覃

思之士，智巧 之 匠，始 而 演 习，继 而 试 造，不 过 一 二

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

以勤 远 略。”［９］（Ｐ１８６）在 曾 国 藩 看 来，购 入 外 洋 船 炮 后

有利于中国尽快自主掌握造炮制船的技术，以师外

洋之所能、夺外洋之所恃。这一构想被恭亲王奕欣

称许为“深思远虑之论”。

曾国藩对利用西洋船炮，不仅思想态度积极，而

且立即付诸行动，就在写出上述奏折的同一天（咸丰

十一年七月十八日），又写出了《请先调上海旧有轮

船试用片》，请求朝廷将上海唯一一艘可用的洋轮拨

归湘军水师使用：“现在遵旨购买洋船，据原奏云：船

炮配齐，须明年四月始到。臣拟先调现泊上海之‘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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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坡’轮船一只，由长江上驶安庆一带，就近察勘试

用，督令楚 军 水 师 将 弁，预 为 练 习。俟 明 年 洋 船 购

到，庶易收驾轻就熟之功……相应请旨饬下江苏抚

臣 薛 焕，迅 派 干 员，刻 日 押 令 上 驶，以 资 演

习。”［９］（Ｐ１８７）１８６１年９月，湘军攻陷安庆，曾国藩即着

手在 安 庆“设 内 军 械 所，制 造 洋 轮 洋 炮，广 储 军

实”。［１０］他派人寻觅到了无锡徐寿、华蘅芳等科技人

员，并通过江苏巡抚薛焕的访求，于咸丰十一年十一

月由薛焕 将 徐、华 送 赴 曾 国 藩 军 营 效 力。徐、华 到

后，即奉命筹 建 机 器 局。［１１］（Ｐ６９）“安 庆 内 军 械 所 视 为

中国近代第一个科技研究所，同时也是中国近代第

一 个 军 事 技 术 研 究 所，第 一 个 科 技 实 验 工

场”。［１］（Ｐ２１７）这 一 标 志 洋 务 运 动 实 际 肇 始 的 重 要 事

件，这一开创中国近代军事科技事业先河的举止，便

是曾国藩内在的科技价值观与清廷自上而下的饬令

有机结合的产物，是曾国藩借助时势的东风而为中

国近代科技事业所作的筚路蓝缕之功。将当时中国

最高级的科技研制机构设于与太平军相峙的前线军

营内，足以表明曾国藩对科学技术的军事实用价值

的极端重视。徐寿、华蘅芳是当时国内一流的科学

家和军事技术专家，具有较高的科技造诣，安庆内军

械所成立后，他 们 即 进 入 实 际 科 学 研 究 制 造 阶 段。

安庆内军械所的第一个成就是制造蒸汽机。徐寿、

华蘅芳于１８６２年８月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实用的蒸

汽机。曾国藩看了蒸汽机的实验运转后颇为高兴，

在当天的日记中兴奋之情溢于言表：“窃喜洋人之智

巧，我中 国 人 亦 能 为 之，彼 不 能 傲 我 以 其 所 不 知

矣。”［７］（Ｐ３０６）从 曾 国 藩 的 评 价 来 看，他 对 仿 造 看 得 过

于容易，因而表示乐观。事实上，在此之后，费了一

年多时间，该内军械所于同治二年十月初制成一艘

暗轮蒸汽船，“试航时，因供气不足，仅航行一华里便

停止了”。［１２］这 次 失 败 使 曾 国 藩 对 中 国 的 科 技 实 力

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然而，蒸汽机的制造毕竟为

造兵轮开辟了道路，某种程度上也为后来江南制造

局制造军工设备奠定了基础。第二个成就便是制造

了中国第一艘蒸汽机轮船。该船长约二丈八、九，并

于１８６４年１月２８日正式在安庆江面试航，曾国藩

亲自登船试航，“坐至江中，行八九里，约计一个时辰

可行二十五、六里。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

只”。［７］（Ｐ４９５）随后两 年，徐 寿 等 在 此 基 础 上 进 行 放 大

试制蒸汽机轮船的工作。经过全体技术员工的共同

努力，蒸汽机船于１８６５年放大试制成功，曾国藩赐

名“黄鹄”。上海第一份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为了探

个究竟，专门派记者跑到安庆这艘木质船体的火轮

上“验货”，确信火轮是中国人独立制作后，称“黄鹄”

号的成功，显示了中国人具有制造机器的天才。曾

国藩从“实用”与“知识”两个方面对“黄鹄”及其雏形

作出了两个似乎不相协调的评价：一方面从实用的

标准认为“黄 鹄”号“行 驶 迟 钝，不 甚 得 法”；［１３］另 一

方面又从科技知识的角度对制造者的聪明才智称赞

不已。“上述两方面的不同评价，生动地反映出曾国

藩的科技价值观是系统性的科技价值观———既含工

具主义价值观，又含有科学主义价值观”。［１］（Ｐ２１８）

安庆军械所的规模很小，但不用洋人而用中国

自己的科技人员设计制造火器弹药，特别是制造了

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虽“不甚得法”，却

标志了中国进入制造机器的历史时期，为手工造机

器向机器 造 机 器 创 造 了 条 件。有 了 这 次 探 索 和 实

践，使曾国藩和科技专家既看到自己的优点，也意识

到自己 的 不 足，于 是 有“觅 制 器 之 器”的 决 心 和 行

动。［１１］（Ｐ７２）更 为 重 要 的 是，经 曾 国 藩 的 积 极 招 募，中

国近代首批著名军事科技人才，如徐寿、华蘅芳、徐

建寅、吴嘉廉、龚芸棠、丁杰、李善兰、容闳等陆续汇

集于曾国藩幕府，从事兵工产品的研制工作，开创中

国近代军事科技事业先河。曾国藩“访募覃思之士，

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西式枪炮的设想得

以付诸实践。自此，曾国藩创办军事工业造船制炮；

设翻译馆介绍西方科技；举办学堂和派遣留学生培

养新式人才，无一不在这批军事科技人才的提议和

襄助下进行。

　　三、罗致和培养近代化军事科技人才

由于科技传播的作用和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

鸦片战争后，我国出现了一批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

识的专门人才。他们的地位虽不高，但在一些领域

里，尤其是在军事科技方面有所成就，因而成为洋务

派争取和罗致的对象。在罗致科技人才方面，曾国

藩的眼光亦在同代人之上。曾国藩幕府被罗尔纲先

生称为“晚清人才的渊薮”。曾经深入安庆曾国藩幕

府的容闳记述说：“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

之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

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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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

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引之罗致之也。”［１４］薛福成评

论曾国藩对人才的态度是，“其取之也，如大匠之门，

自文梓楩柟以至竹头木屑之属无不储……人人各如

其意去，斯所 以 能 回 乾 轴 而 变 风 气 也，昔 公 尝 以 兵

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训勉僚属，实已囊括世务，

无所不该”，［１５］可 谓 知 人 之 论。曾 国 藩 的 幕 府 中 集

中了各式各样的专门人才，其中军事科技人才不乏

其人。以下是曾国藩幕府先后聚集的军事科技人才

情况。

表１　　

姓名 籍贯 入幕时间 在幕时间 入幕途径 个人专长 从事职业

徐　寿 江苏无锡 咸丰１１年１０月 １８６１－１８７２ 应邀入幕 擅长数学、物理、化学等 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

华蘅芳 江苏无锡 咸丰１１年１０月 １８６１－１８７２ 应邀入幕 擅长数学、物理 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

徐建寅 江苏无锡 咸丰１１年１０月 １８６１－１８７２ 随父入幕 兵工专家 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

龚之棠 江苏长洲 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 应邀入幕 精于造炮 安庆内军械所

吴嘉廉 江西南丰 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１８７０ 应邀入幕 军事技术、化学 安庆内军械所、江南制造总局

丁仲文 广东番禺 同治元年 １８６２－１８６６ 应邀入幕 善制炸弹 安庆内军械所督铸火药局洋炸炮

李善兰 浙江海宁 同治元年４月 １８６２－１８６８ 郭嵩焘推荐 擅长数学、物理 主持编书局

张斯桂 浙江慈溪 同治２年５月 １８６３－１８６７ 李善兰推荐 制造洋器 秘书处

张文虎 江苏南汇 同治２年５月 １８６３－１８７２ 李善兰推荐 精于算法 编书局

容　闳 广东香山 同治２年９月 １８６３－１８７２ 李善兰、张斯桂邀请 熟悉机器 赴美购买机器、幼童出洋肄业局副委员

　　资料来源：根据赵可．曾国藩幕府对近代军事科技人才的聚集及其历史作 用［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ａｏｙｅ．ｎｅｔ／Ｎｅｗｓ．ａｓｐｘ？ＩＤ＝３１９９５７，２０１１－９

－１３．并作充实修改。

　　除了罗致已有的军事科技人才外，曾国藩还从

长计议，大力培养军事科技人才，其培养途径大致有

三：一是创办新型兵工学校。抱有“教育救国”志愿

的容闳建议江南制造局设立兵工学校，为中国近代

军工事业自主培养机械工程师，“以期将来不必需用

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江南制造局后来办了带

有学堂性质的画图房，教授生徒外文、算学、绘图等

课，器图样大多由他们绘制。这实际上就是容闳建

议设立的所谓 兵 工 学 堂。［１１］（Ｐ８６）１８６９年１０月，上 海

广方言馆并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成为翻译馆附设

的学校，于是第一所名副其实培养近代军事技术人

才的兵工 学 校 遂 告 成 立。兵 工 学 堂 的 规 模 虽 然 不

大，但它是中国设置最早的兵工学堂，在培养近代军

事科技人 才 方 面 有 开 山 之 功。影 响 所 及，“水 师 学

堂”、“陆军学堂”等各种新型学校，在曾国藩去世后

才久陆续出现。二是组织科技人员翻译西方著作。

翻译是传播、吸收并使西方科学文化中国化的重要

途径。曾国藩认为，翻译出版西方科技书籍，在缺乏

科技的近代中国，尤为必要。因此他在奏请增设江

南制造 局 翻 译 馆 时 说：“盖 翻 译 一 事，系 制 造 之 根

本。”［１６］在《复陈 夷 务 折》中 则 称“中 国 学 外 国 之 技，

则须以翻译为第一要义。”［１７］（Ｐ１７１）翻译馆成立后先后

聘请英国人傅兰雅、伟烈亚力，美国人金楷理、林乐

知、玛高温、卫理等人从事翻译和一定的教学工作，

并由局员徐寿、华蘅芳、徐建寅等协助西人翻译。由

于当时迫切 需 要 火 药、炮 法、汽 机 等 方 面 的 实 用 知

识，因此翻译馆初期译书多为兵工类书籍，这对中国

近代军事技术的发展无疑起了积极的作用。三是派

遣留学出国学习军事科技。关于留学事宜的建议，

是容闳最先直接向时任江苏巡抚丁日昌提出来的。

丁日昌上书总署后没有得到回应。１８７０年，丁日昌

会同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时屡与曾国藩商榷留学事

宜，曾“深韪其言”，认为“远适肄业，集思广益，所以

收远大之效”，［６］（Ｐ１５４）但 事 关 重 大，曾 国 藩 决 定 与 李

鸿章专折会奏。１８７１年８月，曾国藩与李鸿章会衔

具奏《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肄业折》，“拟选聪颖

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船政、军政、步算、制造

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

能谙悉，然后 可 以 渐 图 自 强”。［６］（Ｐ１５３）在 他 逝 世 前 半

个月，即１８７２年２月２７日，曾国藩再次领衔上奏：

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

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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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１７］（Ｐ５６７）在上海

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推荐刘翰清“总理沪局事宜”。

这是他一生中发出的最后几份奏折之一，也可以说

是最具有深远意义的一份奏折。曾国藩在推行留学

事业过程中，除了先后四次向上奏请批准外，还参与

了第一批留学幼童章程拟定等许多具体工作，堪称

幼童留学事 业 的 实 际 推 动 者。１８７２年８月１１日，

３０名幼童由陈兰彬、容闳率领，从上海坐船赴美，此

时曾国藩已逝世近半年了。容闳坦言：曾公未见其

手植桃李开花结果，未见其手创事业欣欣向荣，实为

大憾，“然创业之人，既播种子于世，则其人虽逝，而

种子已滋生繁殖，绵绵不绝”。随后几年幼童们在美

国比较系统地学习了军事、医学、法律、土木工程等

方面的知识。回国后的幼童大多被补充到当时国内

军事技术发展急需的学习或工作岗位上。从军的留

美幼童，在中国军事技术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过英

勇而重要的作用。以海军为例，“多达５０名留美幼

童曾直接或间接参加过中国海军的学习或工作。在

列强进逼的近代中国，大批留美幼童的加人，无疑为

中国海军的科技现代化注人一股新鲜血液。从加入

中国海军事业的留美幼童后来的工作简历看，他们

中多数人都曾贡献卓著，甚至为国捐躯。”［１８］曾国藩

及其同僚极力促成的幼童赴美留学事业对近代中国

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它对中国人

学习西方，“实辟一途径”；而对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

展，实“开风气之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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