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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与唐廷枢关系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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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洋务运动时期, 李鸿章起用了买办出身的唐廷枢经营管理轮船招商局等民用企业,李鸿章知人善

任, 唐廷枢务实负责, 二人相得益彰,为中国早期工业化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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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世纪 70年代,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直隶

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开始兴办轮船招商局 、开

平煤矿等近代民用企业 。在此过程中, 李鸿章起

用了买办出身的唐廷枢经营管理这些大型民用企

业 。李鸿章知人善任, 从政策和资金上大力支持

唐廷枢 。唐廷枢务实负责, 精明强干, 敢于创新,

敢于冒险,使轮船招商局 、开平煤矿等企业得以顺

利创办和发展, 为中国早期工业化作出了贡献 。

以往学者有分别研究李 、唐二人在洋务企业中的

作用的文章,但对二人关系较少论述,本文试作一

探索。

一 、李鸿章破格启用唐廷枢
鸦片战争后, 西方列强夺取了我国的江海航

权,开辟了连接中国江海并沟通外洋的完整的水

上运输网。同时, 外资轮运企业在中国相继创办

并不断扩张。五口通商后, 英国怡和洋行的轮船

在沿海的天津 、厦门等地扩展业务, 并深入到汉

口 。 1862年,美国在中国设立旗昌轮船公司。后

来,英国省港澳轮船公司 、公正轮船公司 、北清轮

船公司 、太古轮船公司相继成立, 在中国江海参与

轮运活动。外国轮运势力的入侵, 虽然对中国木

帆船航运业直接起了摧残和破坏作用, 但又对中

国新式轮运业的酝酿和产生起着影响和刺激作

用 。

始于 19世纪 60年代的洋务运动到 70年代

已经由自强向求富转变,收回利权的呼声日益高

涨。最早提出创办轮船公司的是容闳,此后有沙

船商人赵立诚 、广东商人吴南皋等向朝廷提出创

办轮船运输业的建议, 创办中国航运业的呼声越

来越高涨 。 1872年, 在清政府内部掀起了一场有

关创办中国航运业的大辩论 。通过辩论清政府进

一步认识到 “轮船招商”是一条适合中国轮船业发

展的途径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对这一问

题进行了详尽周密的考虑,提出了一些具体设想,

认为 “宜物色为殷商所深信之官,使之领袖, 假以

事权 ”。这样不仅商人 “必获利益 ”, 也 “使洋人不

得专利于中国, 利尤莫大焉”。总理衙门对李鸿章

表示支持, 请他遴选 “有心时事之员, 妥实筹

维”。
[ 1] 906-908

最初,李鸿章打算让自己的亲信幕僚盛宣怀

出面主持创办招商局。 1872年夏, 盛宣怀奉李鸿

章之命,筹划创办招商局,草拟了 《轮船章程 》, 但

李鸿章并没有采纳盛拟定的章程。李鸿章认为,

盛虽有 “家道殷实”的名声,但财力并不雄厚,对那

些拥有巨资的 “在沪殷商 ”不会有什么吸引力, 盛

当时还不是主持轮船招商局的理想人选 。

李鸿章 “博访周密 ”, 终于物色到一位 “为殷

商所深信之官”,这就是经办海运十余年的三品衔

道员 、海运局委员 、浙江候补知府朱其昂。朱是以

沙船为世业的淞沪巨商, 是一个在沙船行业中颇

有影响的人物。据李鸿章说, 朱其昂虽出身沙船

世家,但 “习知洋船蹊径 ”, “熟悉南北各口岸情

形”, “熟悉海运事宜 、轮船生意 ”,
[ 2]卷 2
在北京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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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 、上海 、广东等地设有华裕汇银票号, 具有一定

的经济实力 。朱亦愿以 “身家作抵 ”来创办招商

局 。 1872年 8月, 朱其昂拟出了 《轮船招商节略

并各项条程 》 (即《招商局章程 》 ) 20条, 后又修改

成 28条,经李鸿章上奏总理衙门, 确立了官督商

办的体制。 1873年 1月 17日 (同治十一年十二月

十九日 ) ,中国近代第一家大型轮运企业在上海正

式宣告诞生 。

但是,在招商局初期发展过程中,朱其昂遇到

了种种困难 。原与朱一起筹办招商局的上海著名

钱商兼丝商胡光墉借口 “畏洋商嫉忌,不肯入局”,

商人李振玉也 “以众论不洽,又经辞退 ”,朱其昂虽

“力排众议, 独任其难 ”,
[ 3]卷 31, 38

但却无力打开局

面 。沙船商人与买办商人对招商局采取不合作态

度,该局资本筹集工作毫无进展, “招股年余, 无人

过问”,
[ 4] 882
在经营业务上也屡遭挫折。朱其昂对

新式轮运业虽有所接触,实际上并不内行, 在同外

国人打交道时缺乏经验。李鸿章见朱其昂招股困

难,虑其不支, 便于 1873年 2月以北洋大臣的名

义 “照会绅商,妥为劝募 ”,但仍然收效甚微 。李鸿

章深感朱很难独立承担经营招商局的重任 。道员

孙士达建议广泛罗织财力雄厚的闽粤商人入局 。

李鸿章采纳了这一建议,准备选派与买办商人过

从甚密的粤籍上海知县叶廷眷 “入局会办 ”,以便

“招致粤商”,但此事未果。恰在此时,盛宣怀向李

鸿章推荐了唐廷枢。

唐廷枢,号景星, 广东香山人 。唐幼年在香港

受过较系统的西方教育, 精通英语 。从 1851年开

始,唐廷枢先后在港英政府机关和上海海关任职,

1861年受雇于怡和洋行, 代理该行长江各口生意,

两年后提升为总买办。 1868年唐廷枢担任公正 、

北清两轮船公司华籍董事, 并在马立师等洋行中

附股, 后同怡和洋行筹组华海轮船公司。唐廷枢

通过多年买办生涯积累了巨额财富, 在中外企业

中广为投资,投资领域包括茶叶 、盐 、典当等行业,

投资范围遍及申 、汉 、津 、扬 (州 ) 、镇 (江 )及内地

各埠。他在沪津 、沪汉等航线上投资或附股置办

了 “洞庭 ”、“汉阳 ”、“南浔 ”、“永宁 ”、“满州”、“苏

王那达 ”等 6艘轮船。唐廷枢同华商有广泛联系,

被称为华商的 “领袖与代言人”。为了提高自己的

社会地位,唐在担任怡和买办期间,捐买了福建道

的官衔,从此具有亦商亦官的双重身份。

盛宣怀之所以推荐唐廷枢加入轮船招商局,

是因为久知其在怡和洋行航运业中的作用和在上

海商界的崇高威望 。 “洋商旗昌 、怡和 、太古各公

司轮船,已久在长江及闽 、粤 、津 、沪海面往来如

织”, 请唐廷枢入局, 是因为其 “熟悉商务 ”, 以便

“倡招华股,以乘其后 ”。
[ 5]卷 8
李鸿章采纳了盛宣怀

的意见。时津海关道陈钦派候补同知广东人林搓

前往上海,邀请唐廷枢正式加入轮船招商局 。唐

廷枢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并和他的香山同乡和莫

逆之交宝顺洋行买办徐润同时入局 。

1873年 5月,唐廷枢和徐润在天津谒见了李

鸿章 。李鸿章说唐廷枢 “贸易有年,声望素著, 经

理极熟,是以禀请进局,以固商情 ”, 称赞唐 “熟悉

商情, 明白笃实”。同年 6月, 李鸿章札委唐廷枢

为招商局总办, 命其 “将轮船揽载行运事宜悉心经

理,秉公持正, 联络各省殷商, 逐渐推广 ”。
[ 6] 44
从

此,李鸿章 、唐廷枢开始了二人此后长期的合作。

二 、轮船招商局的崛起

唐廷枢入主轮船招商局, 引起当时人们的广

泛注意,被寄予厚望 。在他视事之前, 《申报 》就以

《轮船总办有人 》为题, 盛称:“唐君阅历外务, 洞

悉西船载运法制,以此任属之,真可谓知人善任者

也。想轮船公事从此日见起色, 其利益岂浅鲜

哉!”郑观应认为李鸿章任用唐廷枢, 是 “得人 ”之

举, “欲事之兴, 惟在得人而已 ”。
[ 4] 783
经元善则赞

扬李鸿章 “破格求才 ”, 赞扬唐 “坚忍卓绝 ”。
[ 7]
唐

廷枢主持局务之后, 筹集资本出现了较为顺利的

局面 。招股工作在 1873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新

的进展。李鸿章说:“唐廷枢为坐局商总, 两月间

入股近百万, 此局似可恢张 。”
[ 2]卷 13

这反映出当时

华商入股较为踊跃。正如当时报纸所载, 该局 “近

殊盛旺, 大异初创之时, 上海银主多欲附入股份

者”。唐廷枢于 1873年 6月向李鸿章禀报:“刻下

赶紧招徕殷商入股, 计应需之数,已得其半 。”
[ 8]
次

年 8月, 第一次股额已经招足, 一年之内招股 40

余万两,这是招商局在资本筹集方面取得的突破

性进展。到 1881年招足 100万两后, 由于营业较

为顺利, 股票值达 200余两, 升值 200%以上 。

1882年招商局决定另招新股 100万两。 1883年,

新股 100万两业已收足,招商局资本额总共达 200

万两 。
[ 6] 49
招股之所以能够顺利进行, 究其原因:第

一,唐廷枢本人率先入股并广泛动员亲戚朋友入

股。唐廷枢率先投入他个人的巨额资本,在招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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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第一期股本中, 他至少有个人资本 8万两。唐

廷枢还在报上发表了招股公告, 继而在其广东籍

的殷商富户中广泛动员入股, 直至扩大到他所有

相识的人,再由友及友,广为邀集。唐廷枢说:“其

最初附股之人,因由廷枢招至, 即后来买受者, 廷

枢亦大半相识 。”第二, 他个人的威望 。由于唐廷

枢在商界的威望,所以对于他的招股事宜, 新闻界

都抱着一种乐观的态度。 1873年 6月 28日, 《教

会新报 》就曾作过这样的报道:“招商局总管委员

今改派唐君廷枢号景星者, 择于 (阴历 )六月一日

接事。据闻随带资本并南浔轮船入局营运, 而唐

君久历怡和洋行,船务亦深熟悉, 自后招商局必多

获利也 。”1873年 6月 2日,琼记洋行老板费伦在

致同行的信中亦称:“如果人们看到这家 (新的中

国 )企业由唐景星来妥善地管理,那么它一定会找

到许许多多的股东。”
[ 9]
第三, 唐廷枢在各分局中

实行的商董制度,对招股起到了重要作用, 充分调

动了各地商董的积极性。

唐廷枢还重订了 《轮船招商局章程》和 《轮船

招商局局规 》。 《轮船招商局章程 》内容包括机

构 、管理 、财务 、漕务 、保险 、轮运等方面, 是招商局

开创时期的根本制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招商局

股商的利益 。强调由商人推选商董和按照买卖常

规办事,无疑是为了吸引更多商人入局 。 《轮船招

商局局规》规定商董在局拥有较大权力,使商人在

招商局有一定的发言权。

唐廷枢还扩大营业, 着手组建各口岸分支机

构,除上海总局及天津分局外,又相继设立了国内

和国外等分局。

李鸿章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唐廷枢有力的支

持,这是早期招商局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李鸿

章 “不仅有能力获得政府支持, 而且有能力使招商

局的事务尽量少受官僚干涉 ”。
[ 10] 217

李鸿章说:招

商局 “赖商为承办,尤赖官为维持”。
[ 5]卷 6
唐廷枢对

此作了更为具体的说明:“所谓维持者,盖恐商人

办事不能经久,故拨漕粮和拨借官帑, 以固其根,

是官维持可谓无微不至矣 。”
[ 6] 56
招商局在税收方

面得到清政府的一定照顾, 享有清政府给予的设

局专权, “五十年内只许华商附股 ”,
[ 11]
不准另树

一帜。李鸿章还借官款给招商局,并动员江苏 、浙

江 、江西 、湖北 、天津和上海海关借官款予以支持 。

同时, 为了增加招商局的营运范围,李鸿章特别安

排更多的漕运给招商局。李鸿章采取的借官款和

增加营运任务两项实际上就是给予招商局在政策

和资金上的支持, 这种支持远远高于索取 。加之

唐廷枢等 “兢业为怀,官商联络 ”,
[ 5]卷 6
终于度过了

资金上的险关, 使局务不断得以扩充 。招商局也

赢得了时间用以发展和壮大自己的实力,最终到

1877年成为雄踞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 。

在轮船招商局发展的过程中, 唐廷枢作出过

一次明智的决策, 即收购美旗昌轮船公司 。美国

旗昌轮船公司是在中国最早设立的外国轮船公

司,独霸中国水域 10余年, 拥有各类船只 25艘,

船澳 、码头 、栈房 9处 。李鸿章在其呈给总理各国

事务衙门的 《轮船招商局公议节略 》中称:“旗昌

与 (轮船招商 )局力争一年,暗亏已重,又见局本已

充,争挤无益, 故有归并之议 。 ……蒙以归并旗

昌,实属江海利权之大关键。”
[ 5]卷 6
光绪二年 (公元

1876)十二月二十四日, 李鸿章怀着欣喜之情致唐

廷枢 、徐润手谕,认为 “旗昌轮船已定议归并,从此

经理得宜,利权可渐收回,大局转移,在此一举, 翘

盼曷任”。
[ 2] 37
在收购旗昌轮船公司的过程中,唐廷

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李鸿章说:收购旗昌

轮船公司, “唐廷枢等与洋商已有成议, 始邀盛宣

怀由湖北前赴金陵, 谒见沈葆祯, 其事前之关说,

事后之付价,实皆唐廷枢等主之也 ”。
[ 5]卷 6

对于收购旗昌轮船公司这一重大举动, 国子

监祭酒王先谦抨击唐廷枢等利用购买旗昌轮船公

司股票营私舞弊,不费分文, 便套取大量利润 。为

此李鸿章亲自出面澄清:“唐廷枢等并无挪移私买

股票 ”, “更无扣帑入己之事”, “买价开报亦属众

所共知”。
[ 5]卷 6
唐廷枢等从长远考虑, 收购美旗昌

轮船公司这一明智之举, 不仅壮大了招商局自身

的实力,而且巧妙地回收了中国的利权,促进了民

族经济的发展和与世界市场经济接轨的速度 。同

时收购旗昌轮船公司, 使招商局失去了一个强大

的竞争对手,从而出现了中国航运史上招商局 、太

古 、怡和三足鼎立的局面 。

1873年到 1884年的十年时间内,作为中国第

一个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轮船招商局成功地发展

并壮大,这和李鸿章的支持及唐廷枢的努力是分

不开的。有学者指出,招商局的早期成功 “在很大

程度上要归功于李鸿章在提供政府扶助和同时维

持公司商人经营管理独立自主方面的能力”,是政

府财政扶持和商人经理独立相结合的结果。
[ 10] 290

李鸿章还经常写信给其他官员, 说到唐廷枢对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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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局的重大贡献 。
[ 2] 41-42

美国著名学者陈锦江教授

分析了轮船招商局成功的原因, 一是唐廷枢操有

实权, 特别是李鸿章在 1882 -1883年之间, 还把

其官方代表盛宣怀暂调任别处;一是采取等着瞧

的商人投资者被回收的利润及李鸿章的 “宽厚的

庇护制度”所打动 。
[ 11] 490

三 、开平煤矿的创办

19世纪 70年代中期,洋务运动已进行了 15

年,出现了 “同治中兴”的局面,但内忧外患并未消

失 。西方列强对中国丰富的矿藏早就垂涎三尺,

台湾事件使东南沿海出现民族危机 。洋务运动的

发展, 需要进口大量的煤铁,耗银巨大, 国库空虚,

要想富国须振兴商务,开采矿产 。

李鸿章对用西法开采煤铁矿藏的重要性进行

了深刻和透彻的阐述:“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

非煤不济”, “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

坐困, 即已成轮船, 无煤则寸步不行, 可忧孰

甚 ”!
[ 3] (二 ) 49

“利源之涸日甚一日,复岁出巨款购用

他国煤铁,实为漏卮之一大宗。”
[ 3] (三 ) 41

1876年 10月,李鸿章派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

枢,偕英国矿师马立师 ( Morris)到唐山开平镇勘测

煤铁矿的蕴藏量 。开平矿区拥有富饶矿藏, 素以

手工采煤著称。勘查的结果十分满意, “荷承中堂

面谕,驰赴开平查看煤铁矿情形 ”的唐廷枢除了带

回煤块铁石作为化验的样品外, 还向李鸿章提出

了 《察勘开平煤铁矿务并呈条陈情形节略 》,详细

地报告了此次开平之行的收获和对试采开平煤铁

的具体设想:“开煤必须筑铁路,筑铁路必须采铁 。

煤与铁相为表里, 自应一齐举办。”唐廷枢不但指

出了开平煤铁矿在开发后的广阔前景, 而且还注

意到将来影响开平矿山发展的困难不在于生产方

面,而在于运输条件。

1877年,根据李鸿章的批文,唐廷枢等草拟了

一个官督商办的 12条章程, 从设局 、凿井 、建炉 、

集股, 到人事 、文案 、开栈 、市价 、销售 、地亩等都作

了议定, 这是一个典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章程 。

它规定以商品生产为目的, 按市场规律和价值规

律运作,这有利于企业在生产销售方面的市场准

确性, 尽量减少人为的因素对企业的影响;充分注

意投资者的资本安全,强调有利润可得, 尤其是保

证大股东对矿山的管理权 。唐廷枢为招徕资本所

作宣传的重点,在于有丰厚利润可得这一点上,借

以引起投资者的热情 。

李鸿章对招商章程表示赞同和满意,很快作

出批示, 同时强调:“惟资较巨, 必须广为招徕 ”;

“摒除官场习气, 悉照买卖常规, 最为扼要 。各厂

司事人等, 应由商股内选充,不得引用私人”;银钱

帐目,月结年总, “勿任含糊 ”, “如有弊端, 立予查

究”;“出入煤铁, 立簿登记, 相互稽查, 以杜流

弊”。
[ 5]卷 7
很显然, 他坚决反对把开平矿务局办成

官僚机构,而沿着 “官督商办”的方针继续推进 。

1878年 9月, 唐廷枢向李鸿章呈具了 《察陈

开平矿务开办情形恳请核奏由 》, 把开平煤矿的前

期工作任务 、开钻情况及经费情况等一一向李鸿

章作了详细汇报 。

唐廷枢在筹创开平煤矿的过程中,体现出一

个企业家的实干精神 。唐廷枢从 1876年北上筹

办开平煤矿到 1880年春季出煤仅用三年半时间

就完成了从勘测 、化验 、凿井 、出煤的过程 。特别

值得一提的是, 唐廷枢在调研的基础上认真思考,

反复研究, 然后才作出正确决策 。 1879年 3月, 第

一个矿井的开井工程就正式开始了。与此同时,

新聘用的英国矿师也陆续来到了开平,勘查铁矿

的工作也进展顺利 。据勘查, 在距唐山 8.5公里

的白马山一带发现了含量很高的铁矿 。唐廷枢反

复思考,决定在矿厂兴建炼铁厂,并修筑从矿厂到

白马山的铁路, 以便运送铁矿石。

这样,开平煤矿在李鸿章的支持下,唐廷枢以

一个企业家的精明强干和敢于创新 、敢于冒险的

精神,终于办成了中国第一家大规模的近代煤矿

企业 。正如洋务运动时期英国专栏作家于德利所

评论的那样:“在煤的开采上唯一获得了完全成功

的一个地方, 就是开平的煤矿。这些煤矿在北方

是在李鸿章的倡议下开辟的。”
[ 5]卷 8

四 、唐胥铁路的修建

中国自造的铁路始于 19世纪 80年代的唐胥

铁路 。但修建铁路的议论以及因铁路而发生的中

外交涉,在 60年代初就已经开始了 。 1863年, 上

海的 27家外国洋行曾联名向时任江苏巡抚的李

鸿章建议,兴造一条自上海至苏州的铁路 。西方

列强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目的并不是发展中国铁路

交通,促进中国工业的发展, 而是便利于他们将侵

略势力深入内地。对于他们的这一要求,李鸿章

坚决反对 。他向英 、法等国表示只有中国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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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和管理铁路,才会对中国人有利 。

西方列强在中国修筑铁路的计划遭到了李鸿

章的坚决反对,但是他们并不甘心放弃中国这个

庞大的市场 。英商组织吴淞道路公司以修筑适合

车辆奔驰的道路为名修建吴淞铁路, 1876年上海

至江湾段通车。后清政府以重金赎回并拆除了吴

淞铁路,其路轨及其他器件运往台湾。在处置收

回铁路的问题上,李鸿章主张保护吴淞铁路, 但地

方屈于封建顽固势力的压力, 不顾李鸿章的多方

劝导, 下令将铁路尽行拆卸, 铁路器材运往台湾,

听其毁坏。李鸿章对此愚蠢行为, 极为气愤。顽

固势力在处置吴淞铁路问题上的态度, 反映了他

们拒绝新生事物的迂腐思想, 也反映清王朝保守 、

闭塞 、自甘落后的国策 。但在当时的中国, 也不乏

有识之士 、明白达理之人。李鸿章就己经有了这

方面的倾向,而这一工作的实践者则是唐廷枢 。

1876年开平矿务局成立, 唐廷枢禀李鸿章时

指出:“开煤必须筑铁路, 筑铁路必须采铁。煤与

铁相为表里,自应一齐举办 。” “如筑铁路,只需成

本银四两,不独可拒洋煤, 尚属有利五钱。如每年

采煤十五万吨, 便可获利银七万五千两。欲使开

平之煤大行,以夺洋煤之利, 及体恤职局轮船, 多

得回头载脚十余万两,苟非由铁路运煤, 诚恐终难

振作”。
[ 12] 621

李鸿章在这时也一再宣扬 “铁路须由

开煤铁做起 ”。
[ 2]卷 17

二人在修建铁路的思路上又

不谋而合。唐廷枢的见解更是高人一筹。他已经

开始意识到修筑铁路可以减少成本, 增加利润,还

可拒洋煤,夺洋煤之利,这体现出他对市场竞争的

认识和维护国家利权的爱国情怀 。他又进一步预

测筑路的可行性 。李鸿章积极支持唐廷枢的主

张 。 1876年 10月,唐廷枢在开滦煤矿的建设有一

定头绪时,就在 《请开采开平煤铁并兴办铁路禀 》

中进一步阐述其兴建铁路之必要, 认为即使有修

理等费用, 其铁路及别样运费相抵, 亦有盈无缺 。

1880年 10月,唐廷枢为慎重起见,把修建铁路的

报告写在挑挖煤河的请呈中。 “议开河一道, 取名

煤河,由芦台向东北直抵丰润 (县 )属之胥各庄,再

由该庄之东北筑快车路一条,直抵煤厂 。”
[ 12] 640 -641

10月 11日,李鸿章很快就批准唐廷枢的挑河拟议

章程六条,认为 “均甚妥协, 应准照办 ”。当时为了

避免朝 臣议 禁, 声明 以驴 马拖 载, 才 得批

准 。
[ 13] 122-123

经过唐廷枢和李鸿章的上下努力, 1881年 6

月 9日,唐胥铁路动工兴建, 6月 30日铺轨, 11月

8日举行通车典礼 。该路全长 10公里,采用每米

15公斤的轻型钢轨, 轨距 1.435米, 即标准轨距 。

唐胥铁路的铺轨工作是完成了, 但清政府不准使

用蒸汽机车, 于是出现了中国铁路史上用驴马拉

着煤车在轨道上滑行的可笑举动。后来工人们制

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 宣告了铁路和火车这

件亘古未有的新生事物在中国大地的出现。

对于这一新生事物, 封建顽固势力则以 “机车

直驶,震动东陵,且喷出黑烟,有伤禾稼”
[ 5]卷 8
为借

口坚决反对。清庭于是下令禁止, 改为驴马拖曳 。

后几经周折, 终于在 1887年恢复使用机车牵引 。

唐胥铁路这一新生事物终于被保护下来,并不断

在中国近代工业的中心开平发挥重要作用。

唐胥铁路之所以能够成功, 究其原因:一是它

得到李鸿章这样掌握大权的官员的支持。李鸿章

作为洋务派官僚, 对铁路的认识较同时代的官僚

要深刻得多。李鸿章利用他的地位 、名声及关系,

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乃至人身攻击,捕捉住一切

机遇终于建成唐胥铁路。二是李鸿章 、唐廷枢等

在与封建顽固守旧势力在保护铁路这一新生事物

的斗争中,不是蛮干 、硬拼, 而是采取了较为灵活

的方式。如当时为避人耳目, 不使顽固派有任何

攻击的借口, 将铁路讳称 “马路 ”, 列车称为 “马

车”,待既成事实之后方改真名 。三是选修铁路的

位置较好 。唐胥铁路是修建在一个人烟稀少的地

带。四是与唐廷枢的不懈努力密切相关。目睹唐

胥铁路修建的开平矿务局工程师金达这样写道:

“这位干劲十足的总办, 虽然面对来自各方面攻

击,有愤怒的御史, 有迷信的土著, 虽之时常有朋

友和同情他的人离弃了他,但他不顾一切,仍然继

续推进工作。”从 1881年动工兴建铺轨通车, 到蒸

汽机车的使用, 他不懈努力终于开创中国铁路史

之先河。但不久出现了 “龙车直驶,震动东陵 ”风

潮,他配合李鸿章据理力争, 成功运作,终于使机

车恢复行驶。

1886年,唐廷枢说服李鸿章将唐胥铁路延至

芦台,又呈禀李鸿章提出成立开平铁路公司, 将唐

山至胥各庄铁路展至阎庄 、大沽 、天津 。铁路运输

的发展降低了开平煤的成本,提高了效益,为开平

煤迅速占领中国市场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其

他工业的发展。

以上可见, 作为官方代表和企业保护人的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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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在保留其政治控制的同时,能够高瞻远瞩,大

胆放权,灵活应对各种复杂局面, 特许唐廷枢作为

商人经理像企业主一样拥有相当大的自由行动

权,从而成功创办了一系列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开

中国近代工业之先河,这确是李鸿章的过人之处 。

唐廷枢作为一名有才干 、有经验 、有社会地位的企

业家, 同时也拥有着非凡的胸襟气度以及为民谋

生计 、为国谋富强的难能可贵的爱国情怀, 所以他

能够服膺于李鸿章的理念,听命于李鸿章的调遣,

甘愿为他效劳,凭着自己的才干和能力为李鸿章

所赏识,也才得以在中国近代史上彪炳千秋。在

唐廷枢任职期间,轮船招商局频频取得成功, 吨位

大增;开平矿务局也通过扩大资本,煤产量达到 25

万吨, 唐廷枢作为一位经营有方的企业管理者而

享有盛名。李鸿章像一个传统商号的老板, 一般

不干预唐廷枢的业务活动, 并保护这些企业不受

官府过分的压榨,而且多次及时地和异乎寻常地

拿官方资金发放贷款,使这些企业得到的好处远

远超过了他因增加取得个人收益的机会以及因提

供保护而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 11] 487

资料表明, 李鸿

章对唐廷枢等广东籍买办商人, 比起对盛宣怀这

样的官员,更是信赖有加。
[ 10] 12
李鸿章对唐廷枢可

以说是知人善任,对近代工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

促进作用。

李鸿章从商人和官吏队伍中起用了许多优秀

的经理和行政人员,而且知人善任,对近代工业的

发展贡献可谓大矣。李鸿章的重视人才知人善任

的领导作风值得借鉴,唐廷枢的务实负责 、精明强

干 、敢于创新 、敢于冒险的精神同样也值得我们后

学者奋起直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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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periodofthewesternizationmovement, LiHongzhangappointedTangTingshu, whohasa
compradorbackground, tomanagethecivilenterprisesuchasCommercialshippingbureau.LiHongzhang

knewhissubordinatesandassignedthemproperly, andTangTingshuwasverypracticalandresponsible.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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