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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 州 大 典》 分 为 经、 史、 子、 集、 丛 五 部， 收

录文献 4064 种，成书 520 巨册 [1]。皇皇巨制，历时十

年，于 2015 年完成出版工作。《广州大典》对于搜集、

整理地方文献典籍，传播地方历史文化，居功甚伟。其

中几则著者为清代唐廷枢的关于“开平”的文献，笔者

颇有疑问，特予提出，以求解惑。

1 相关文献的基本情况 

《广州大典》第三十七辑，史部政书类第十七册（总

第 322 册）中收录三篇关于开平矿务的文献，分别是《开

平矿务招商章程》（一卷）、《开平矿务创办章程案据

汇编》（一卷）、《开平煤矿帐略》（一卷）。其中，

《开平矿务招商章程》的文献版本情况，在本册《广州

大典》第 731 页有详细介绍，从右至左依次显示为：

开平矿务招商章程一卷

清 唐廷枢 撰

清光绪三年铅印本

原书版框高一八四毫米  宽一二一毫米

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

编审 倪俊明

校对 朱梅君  张玉华  何玉姬

《开平矿务创办章程案据汇编》的文献版本情况

陈   华
广东第二师范学院  广东  广州  510303

在本册《广州大典》第 753 页：

开平矿务创办章程案据一卷

清 唐廷枢 编

清光绪十四年上海广百宋齐铅印本

原书版框高一八七毫米  宽一二二毫米

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

编审 倪俊明

校对 朱梅君  张玉华  何玉姬

《开平煤矿帐略》的文献版本情况在本册《广州

大典》第 801 页：

开平煤矿帐略一卷

清 唐廷枢 撰

清光绪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

原书版框高一八 0 毫米  宽一二五毫米

据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影印

编审 倪俊明

校对 朱梅君  张玉华  何玉姬

三份文献共约 65000 字，作者（编者）均为清代

唐廷枢。唐廷枢 1832 年 5 月 19 日生于广东香山县唐

家 湾（ 今 属 广 东 珠 海 市），1892 年 10 月 7 日 去 世，

是中国近代著名买办、实业家，精通英语，1863 年出

任怡和洋行总买办，1873 年追随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

局等洋务企业。唐廷枢是开平矿务局的创办人，也长期

担任该局总办。1876 年（光绪二年），他受命筹建开

此“开平”非彼“开平”
—— 关于《广州大典》的一处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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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矿务局，筹建期间多次亲赴开平等地考察煤井、铁矿、

山川形式和道路交通等情况，提出思路，谋划方案，排

除种种困难，采用“西法”，最终使开平煤铁矿厂大获

成功。开平矿务局是中国近代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著名

企业，主营煤铁厂矿，1878 年（光绪四年）建成投产，

后兼营唐胥铁路、唐山细绵土厂。今开滦（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即是在当年开平矿务局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现

已成为中国煤炭百强企业。

2 彼“开平”非此“开平” 

广东开平，宋元时期，开平地界分别属于新兴县、

新会县，明代则分属肇庆府的新兴县、恩平县和广州府

的新会县。明末清初（1649 年）置县，县治在开平屯，

名“开平县”，至民国一直隶属于肇庆府。1993 年撤“开

平县”设“开平市”，现隶属江门市。开平的矿产资源

主要有铁、锰、铜、锡、金、铀、耐火石等，煤储量极少。

河北开平，历史名镇，明永乐元年（1403 年）在

丰润县东南 40 里扎屯驻军，设开平中屯卫，两年后建

开平镇，成为军事重镇，明成化年间开始逐渐成为贸易

集市。开平地处燕山余脉的南麓，地形以丘陵和平原为

主，区内煤炭、高岭土、矾土、石灰石等资源丰富且易

采。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开采地下煤炭，并带动陶瓷业、

烧炭业的发展。19 世纪 70 年代，随着“开平矿务局”

的开办，开平镇经济迅速发展，以陶瓷、煤铁为主要产

业的现代工业城市唐山市即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开平

历史上长期分属滦县和丰润县，现为唐山市“开平区”。

广东江门开平市与河北唐山开平区两处“开平”，

“开平矿务局”所指何处？显然系河北的开平。广东开

平地界，在设县之前只是部分属于广州府新会县，设县

之后则长期隶属于肇庆府，而不是广州府。关于广东开

平的文献资料收入《广州大典》本就不妥，更何况彼开

平非此开平，把河北开平误作广东开平，实为张冠李戴。

从这三份文献所谈论的问题、描述的事项，都可以清楚

地知道，其中的“开平”是指河北开平。

在《开平矿务招商章程》中的《光绪二年九月十八

日奉李伯相喻委察勘开平煤铁矿务并呈条陈情形节略》

一节中，唐廷枢记述了自己奉直隶总督李鸿章之命，“驰

赴开平查看煤铁矿情形，于当月之十九日乘坐小轮船，

由大沽而至北塘口进发，其河道湾阔深浅与大沽河相仿，

二十日辰刻抵芦台，即由陆路东北五十里至王兰庄歇宿，

该庄之东有河，名曰陡河，由该庄直南入㵎河而出海，

计陆程约六十里，水程约一百八十里。查陡河发源在开

平之北四十里榛子镇，其河水尚深，惜乎湾曲窄狭，桥

梁甚多，以致小船未便往来。二十一早，由王兰庄向东

北行八十里，是晚抵开平，即古之县城也。现在东属滦

州，西属丰润。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连日在开平一

带。东三十里至古冶，西南十五里至唐山，北二十里至

风山，逐日将煤井、铁石细看。”他还介绍了风山煤井、

煤层的情况：“由山根而至山脚，尽是煤井。查该处煤

井乃明代开起，遍地皆有，旧址现在开挖者亦有数十处。

登风山顶一望，则东西之山相连如新月。入煤井察看，

煤层均系环拱而生。即如古冶系在开平之东北，其煤层

向西南而生。马家沟系在开平正北，其煤层向正南而生。

唐山系在开平之西南，其煤层向东北而生。”[2]735

在《论开平煤之价值》一节中，唐廷枢详细地算

了一笔帐：“查开平之煤身骨轻松，火慢而灰多，故来

津轮船不肯买用。英国煤上海时价每吨八两，新南煤七

两，东洋煤六两，台湾煤四两五钱至五两，大抵开平煤

块只能按照台煤之价而已。现在开平山价煤块每百觔银

一钱六分，合每吨二两七钱，由开平牛车至芦台，每百

觔大钱二百有零，合每吨二两二钱，由芦台用小船运至

天津，每吨计银五钱，天津上力，银二钱，共五两六钱。

若轮船买用，每百觔加税银四分，合银七钱，又下力一

钱，共六两四钱。无怪轮船不肯买用。”[3]737

在详细考察并提交煤铁的化验报告之后，唐廷枢

于 1877 年（光绪三年）呈上设立开平矿务局的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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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于直隶开平设局，名曰开平矿务局，专为开採开平

一带煤铁等矿并就地镕化生熟铁等事，余外生意，概不

攙越，以专经营。”“拟集资八十万两，分作八千股，

每股津平足纹一百两，一股至千股皆可附搭。定于注册

之日，先收银十两，……”[4]745

在《开平矿务创办章程案据汇编》中，唐廷枢先

后提出了开挖河道事项：“开河一道，取名煤河，由芦

台向东北，直抵丰润属之胥各庄，再由该庄之东北筑快

车路一条，直抵煤厂。其河底阔一长五尺，河面阔六长，

深一长。”[5]286 介绍了唐山的旧煤穴情况：“勘得距开

平西南十八里之唐山亦系滦州所属，山南旧煤穴甚多，

土人开井数百口，深十余长，只取去浮面之煤，因无法

取水，故而中止。即就旧井口左近拾得旧煤小块，化验

成色颇佳，料其精华皆蕴于下，愈深愈美。”[6]7871882

年，据礼部右侍郎祁世长奏“迁安等处开採煤铁，陵寝

重地，相距匪遥，恐非所宜”等语，上谕问“该处开採

矿厂，于陵寝附近山川脉络有无妨碍？”著李鸿章详查

具奏，慎重办理。经勘察，唐廷枢认为开平矿务局“开

煤之处长仅三里，高不逾五十长，宛同㟝嵝，并无旁联

之山。距陵山远至二百余里，中隔还乡河，陵山在西北，

矿穴在东南，相去既远，方位亦甚悬殊。”[7]793-794 后

来还有其他官员的多次详细考察，上奏折子，最终认为

开平开设煤铁矿厂，对东陵没有影响。

文献中所提及的大沽、塘沽、芦台、胥各庄、唐山、

丰润、滦州等地名，均在直隶（河北省），现京东津北

一代。“开平矿务局”所在开平系河北开平，当属无疑。

还有一点非常明确的信息是，唐廷枢奉命办事、讨论问

题、报告事项，均反复提到其上司“直督爵阁部堂李”，

即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

3 是否以作者为由收录？ 

既然文献中的“开平”并非广东“开平”，那么是

否以作者为由收入《广州大典》呢？唐廷枢是广东香山人，

香山县在清代确属广州府管辖。按照《广州大典》的收录

范围，广州人士（含寓贤）的著述被收录进来是没有问题

的。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三份文献既不是收在子部，也不

是收在集部，更不是收在经部，而是收在反映广州地区社

会、政治、经济等发展轨迹的史部，且是史部的政书类。

翻看本册所收录的其他文献，均系涉及广州地区经济

方面的史料，如《番禺四司大沙头公产印示》（一卷）、

《香港九龙置业按揭公司年结》（一卷）（清 香港九龙

置业按揭公司 编）、《广东全省商务总局试办章程》（一

卷）等。文献的作者有的不详，有的并非个人：如《家用

收支薄一卷》《戊戌年娶媳妇支用薄一卷》《癸卯年娶媳

妇支用薄一卷》《买物归来价值记一卷》等，均标注为“清

□□撰”，显然系作者不详；三份《香港九龙置业按揭公

司年结》均系香港九龙置业按揭公司编；《广东全省商务

总局试办章程》由广东全省商务总局编。可见本册文献的

收入标准当非作者地缘，而是史料所关涉的内容。

综上所述，“开平矿务局”远在直隶（今河北）丰润

县和滦州之间，把开平矿务局相关文献收入《广州大典》史

部政书类第十七册（第三十七辑，总第 322 册）中，实在令

人费解，极大的可能就是错把直隶的开平当成了广东的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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