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平煤矿近代化进程简论

孙 海 泉

开平煤矿作为中国近代企业和近代化煤矿的代

表
,

从其兴办的洋务运动时期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

史了
。

研究一个多世纪以来开平煤矿的风雨历程一方
面可以使我们了解其主持人呕心沥血的业绩

,

为我们

公正地评价洋务派提供有力的依据 ; 另一方面也有利

于我们客又见池评价近代企业的历史作用
。

笔者以此为

本文写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

试图对开平煤矿的近代化

进程作一简单的论述
,

求教于史学界同行们
。

一
、

关于开平煤矿开办前的构思

李鸿章曾于 18 75 年开办直隶磁州煤矿
,

终因运输

困难
,

矿藏不旺而失败
。

但李鸿章并未气馁
.

决定开办

开平煤矿
。

18 7 7 年
,

李鸿章伤令唐廷枢责任办理开平

煤矿
。

唐氏接办此矿后
,

焦劳璧划
,

惨淡经理
,

不遗余

力
,

至其逝世
。

在十余年的时间内使矿局规模完备
,

成

效显著
,

奠定了向近代化发展的基础
。

河北省滦县开平镇西南十八里之唐山
,

素产煤炭
。

在明代
,

土人就开始用土法开采
,

在唐山之麓
,

有数十

处的窑坑
。

近代以后
,

土法开采已明显地不能适应时代

的要求
,

它无法使开平煤矿走上近代化的道路
。

于是李

鸿章
、

唐廷枢凭借着洋务运动的东风开办了开
j

民谋矿
。

开办时的构思具体说有如下几点
:

第一
、

煤铁兼兴
。

如果说开习匀某的开挖由来已久的

话
,

开平铁的开挖却是不曾有过的事
.

只是在唐廷枢实

地考察后才发现开平有丰富的铁矿
。

唐廷枢于 18 7 6 年

偕英国矿师马立师一同去开平勘察
,

携回了煤铁矿样
.

分寄北京同文馆及英国化学师巴施赖礼
、

戴尔等化验
。

结果出来后
,

唐廷枢干 11 月写成《开平煤铁矿化验成

色简报 》察呈李鸿章
。 ①

在唐廷枢看来
,

煤与铁相为表里
,

自应
“

一齐举

办
” ② ,

他在 《请开采开平煤铁并办铁路察 》中有
“

论煤

铁乃富强根基
”

一节
,

论述了煤铁兼兴的重要性
。

他以

英国为例说明之
,

英国面积不大
,

人口不多
,

但能充分

利用煤铁资源
,

每人每年可得利银 10 余两
. “

无怪其富

甲他国
”
了

,

而
“

我国地亩人民十倍于英
,

不但无此进

款
,

反每年支出六七百万两
,

以购他人之煤铁
,

宁无彼

盈我细耶 ?
’

雌这说明唐廷枢不仅从经济上看问题
,

而

且看到了煤铁对于国家富强的作用
。

此察呈报李鸿章

后
,

煤铁兼兴的思想正与李氏
“

非煤不济
,

非铁不成
”

的

思想相一致
,

颇得赞赏
。

同时开平若能煤铁兼兴亦可弥

补他在磁州兴办煤矿不成的损失
,

求得心理的平衡
。

唐廷枢得到李鸿章的赞扬后
,

在开平矿务局招商

章程中明确地申明
: “

于直隶开平设局
,

名曰
`

开平矿务

局
’ 。

专为开采开平一带煤铁等矿
,

并就地熔化生熟铁

等事
。

余夕胜意概不搀越
,

以专经营
。 ”

由于经费所限
,

先
“

建生铁炉两座
,

熟铁炉二三十个
,

并锤铁
,

拉铁器备

全
” 。

一旦经营得法
,

盈利丰厚
,

再招集商股
,

扩充经

营
。
④对于章程

,

李鸿章批示曰
: “

就近熔化生熟铁
,

不

得搀越余外生意
,

自是正办
。 ’

场予以支持
。

从以上材料

看
.

李
、

唐二人对于开办开平煤铁信心十足
。

特别是唐

廷枢
,

他曾考察过英国的煤铁情况
,

他说
“

其市面发售

铁板
、

铁条
,

高者每百斤工价二两三四钱
,

中者一两七

八钱
,

次者一两三四钱
” 。

而
“

我国夫力最廉
,

(开平 )石

炭煤炭又就地均有
,

大约熟铁每百斤成本银一两左右
,

… …若所炼之铁
,

能照该化学师评论
,

可与英国中等市

铁或次等钢铁相行
。

则其利更厚矣呀
。

不难发现
,

倘若开平谋矿果能按此蓝图发展
,

则定

能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基地
,

不仅为工业的发展提供

能源
,

而且也提供了大宗的钢铁
,

成为新兴军事工业的

后盾
。

轮船的航运不患无煤
,

枪炮的制造不愁无铁
。

从

这一意义上说
,

开平煤铁的兼兴
,

不仅是开了利源
,

而

且适应了军国之需
。

难怪李鸿章说
:

开采开 j价谋铁可以
“

开利源而应军国之需
” 。 ⑦

第二
、

振兴开平实业
,

有利风气转化
。

李鸿章作为

近代一位有头脑
、

有知识的人物
,

对风气未开的严重性

是有所认识的
, “

中国金
、

银
、

煤
、

铁各矿胜于西洋诸国
,

只以用气未开
,

精华闷而不发
,

利源之涸 日甚一日
,

复

岁出巨款购用他国煤铁
,

实为漏危之大宗
,

场
。

这话明

确无误地告诉我们
,

中国矿务不兴
,

非矿藏不如西洋诸

国
.

实因风气未开之故
。

我们知道
,

在中国封建社会
.

封

建政府的治国政策是
“

重农抑商
” ,

凡重农业者通过科

举制即可登仕途
.

开矿重商者受轻视
,

加上封建迷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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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
,

欲开矿设厂者止步
,

欲投资企业者裹足
.

形成

了一种以开矿设厂为耻的社会恶习
。

直到洋务运动前
,

开矿设厂皆为人们所避讳的问题
,

然而世界潮流又是

如此的浩浩荡荡
,

开矿求利
,

设厂自强已经成为大势所

趋不可抗拒
。

李鸿章
、

唐廷枢等近代的弄潮儿
,

怎能无

视于世界潮流呢?他们要求发展实业
,

就必须对封建的

生产方式有所改变
,

就这一意义来说
,

他们确是起了开

风气之先的作用
。

在如何开办开平矿上
,

李鸿章与唐廷枢的意见是

一致的
,

即用西法开采
,

所以李鸿章才派唐氏负责开平

矿务
。

在李鸿章看来
,

唐廷枢是一位
“

熟精洋学
,

于开采

机宜
,

商情市价
,

洋稽博考
,

胸有成竹
”

之人恒
。

对于以

后唐廷枢提出的开办建议虽不说是言听计从
,

也做到

了竭力支持
。

李鸿章希望开平矿
“

开媒既旺
,

则炼铁可

以渐图
。

开平矿振兴
,

则他省人才亦必闻风起
” 。

如此
,

风气之开
“

于大局关系非浅
’ ,呼

。

事实上
,

开平矿
一

务局在

唐廷枢的主持开办下
,

虽然铁矿的开采未能实现
,

但它

从某种程度上是实现了李鸿章的目标
,

即开风气之先
。

郑观应赞日
: “

中国风气未开
,

积重又佳返
,

创办一事非大

力者不能成
。

年来章请开矿者颇不乏人
,

独数开平办有

成效
。 ’

晦这话虽是赞扬开平煤矿
,

但从中我们能看到

开平矿对转化风气所起的作用
。

第三
、 “

宁可迟迟开办
,

不可草草误事
”

的谨慎思

想
。

土法开采的落后性已为众人所知
,

只有用西法开采

方能不负众望
。

但西法开采对于中国的矿业来说还是

陌生的东西
。

故唐廷枢认为
“

宁可迟迟开办
,

不可草草

误事呛
。

只有这样
,

才能收到
“

取其所长
,

去其所短嘛

的效果
。

在开习匀某矿开办之时
,

唐廷枢察陈李鸿章说
:

“

工程浩大
” ,

必须先行勘察
。

对采得之矿务标本进行化

验
,

如
“

果有把握
” ,

则
“

察请核示开办
’ ,⑧ 。

唐廷枢也确

实这样做了
。

化验的结果表明
, “

其铁既无磷酸
,

其煤又

无硫磺
,

却是相宜之事
’ ,巧

。

在这种情况下
,

唐氏才上察

请开开平煤铁矿
。

在察文批准后
,

唐氏并未草率行事
。

首先详立了章

程
,

对企业的资本性质
、

集资情况
、

经营方式和管理方

式都一一作了考虑
。

其次
,

对于引进的机器款式
、

型号

必须讲求
。

他说
: “

铁炉
、

铁锅
、

拉铁机器等件
,

款式最

多
,

大小不齐
,

应用何款何式
,

马力多少
,

须审明地势石

质煤力等件
,

方不致徒劳费力
,

虚费煤工
。 ’ ,
L当这些都

了解清楚了
,

然后再决定订货和购买与否
,

因为冶铁机

器费资甚巨
,

稍有不慎则浪费很大
。

唐廷枢不仅自行先

作量力而行之计
,

还须与洋矿师
“

面商
” ,

可小则小
.

可

省绝不糜
,

为企业节省不必要的开支
。

总而言之
,

唐廷

枢为了开平矿务局日后的
“

平大宏酞 ,’, 计划周密
,

考虑

精详
,

做到了防患于未然
。

开平煤矿的开采基于上述原因
,

它的出现应乎时

代的召唤
,

顺乎时代之潮流
。

从它创办之 日起就具备了

近代化的色彩
,

即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化
,

政治上的强国

御侮
,

以及它所表现出来的近代化气息对散发着腐味

的传统落后意识的冲击
,

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光辉的

一页
。

二
、

唐廷枢与开平煤矿的近代化

(一 )开平矿务局之设立

18 7 5 年李鸿章奉旨创办开平谋矿后
,

即任命唐廷

枢负责矿务之事
。

唐廷枢在对土法开采作了详细的研

究后
,

指出土法开采已不再适用
。

唐廷枢不仅道出了土

法开采的不利之处
,

还研究了西洋的采矿方法
,

对两者

进行了比较
。

在他看来
,

其时西人探矿采煤之法
,

确实

远超中国
。

其寻矿方法
,

先察地势
,

而觅煤穴
,

然后钻探

地下
,

验其虚实
。

如有佳谋
,

即开二井
,

深至底层
,

复另

开横道
,

使二井相通
,

得以生气养人点灯
。

灯用玻璃密

罩
,

撑持均用大木 ;并于井底开一小路
,

旁挖小沟
,

使水

会聚
,

由大井置入抽水机器
,

有水即抽
。

因此
,

既可通

风
,

又无水患
。

至 于采煤之法
,

先挖深煤底及其两旁
,

用

铁锤敲之
,

则煤块自落
。

然后用手车运至大井底
,

以机

器提出
,

无怪西人 }于日每人可采煤四吨半
,

而开平土人

只有四五百斤而已
。

比较的结果使唐廷枢决定用西法

开采开平媒矿
。

根据开平矿区所于剥共的煤炭成色和铁矿石成色的

分析
,

使唐廷枢对办好开平矿寄于了莫大希望
。 “

若将

土工之廉
,

引之以西法
,

煤块必多
,

煤本必轻无疑呀
。

李鸿章在阅毕唐氏的呈报后
,

批示照办
,

并同时委派天

津道丁寿昌
、

津海关道黎兆棠等会同督办
,

以襄厥成
。

唐廷枢深知此时为中国以西法开矿千载之良机
,

又遇

上司李鸿章如此鼎力相助
,

乃与丁
、

黎二人迅速拟就了

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
,

察呈李鸿章
。

章程共十二条
,

要

旨如下
: ( l) 本局定名开平矿务局

,

专采开平一带煤铁

各矿 ; ( 2) 本矿系招商集股
,

官督商办 ; ( 3 )拟集资 80 万

两
,

分作八千股
,

每股津平足纹银一百两
,

任人认购
,

若

日后需再招新股
,

以 20 万两为限
,

合 10 0 万两 ; ( 4) 每

年余利
,

先提官利一分
,

后提办事人员花红二成
,

其余

八成
,

按股均分 ; (5 )本局所出煤铁
,

照市价先听机器局

及招商局取用
,

如有所剩
,

再行出售
。

李鸿章阅毕章程
,

逐条批示照办
。

187 8 年 9 月 21 日
,

开平矿务局正式开

局
,

10 月开工凿井了
。

从开平矿务局的招商章程
,

我们可以看到
: ( l) 开

平矿务局起初是决定煤铁兼营 ; ( 2) 矿务局享有优惠待

遇
。

款六规定
“

提官利一分
” ,

这比过去的二八收课要

低 ; ( 3) 矿务局为官督商办
。

清廷有管束大权
,

但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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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商人集股
。

关于开平矿务局的资本性质
,

有的论者认为
“

开平

的股本
,

不论官款商款
,

可说者阳是官僚资本
” 。

笔者认为

开平矿务局的资本性质应为
“

民族资本
” 。

原因如下
:

第一
、

章程款二
“

议招徕商股
,

众擎易举
”

之语说明

企业是希望商股投资的
。

起初企业准备集资 80 万两
,

分作八千股
,

任人认购
。 “

一股至千股皆可附搭
” 。

这种

一般不嫌少
,

千股不为多的集资方法自然是针对分散

于民间的游资加以集中而言
。

同日;障程对投资认股作
了详细的规定

。

每股分三期交清
,

注册时交 10 两为第

一期
,

第二期交 40 两
,

第三期交 50 两
,

等交清百两后

再换发股票
。

李鸿章对之批示也云
“

凡入股者
,

详开姓

名籍贯
,

即交附近招商局代收嘛
。

这说明集资是严肃

的
,

也是面向民间资本的
,

否则没必要作如此烦琐的规

定
。

第二
、

((5 干平矿务局招商章程 》款五白纸黑字写着
:

“

此局系官督商办
。

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
,

似宜仍照

买卖常规
,

稗易遵守
。

所有各厂司事
,

必须于商股之中

选充
,

方能有裨于事
’ ,L 。

这里规定的是企业的经营方

式
。

厂局生产的产品归商人销售
,

矿局的负责人员 (司

事 )要从股东中选拔
,

由他们共同监督
,

管理工厂
。

款八

更明确规定
: “

查股分一万两者
,

准派一人到局司事
。

其

能当何职
,

应受薪水若干
,

由总局酌定
。

若其人不称职
,

或不守分
,

任由总理辞退
,

仍请原人另派
,

以昭平允而

免误公呵
。

人事权的初步民主化
,

使企业明显地带有

自由资本主义的性质
。

第三
、

开平矿务局的创办是否借用官本殊难断定
。

矿务局开办之初是由唐廷枢招集商股而成
.

只是由于

当时的风气未开
,

更加矿务局为了挑河筑路
,

所费颇

巨
,

先是由唐廷枢垫款 10 余万两开办
,

后终因杯水车

薪
,

无济于事
,

不得不热望政府能给以官本扶持
.

唐氏

在察报李鸿章时苦苦恳求
: “

伏念矿局只招股本三十万

两
。

现 已多用十万两多零
。

此时再筹垫十四万两挑河
.

实为心力不逮
。

可否吁恳爵中堂
,

终始成全
。

于机器
、

海防支应两局酌拨银五万两
,

暂资工需急用
。

于本年职

局所交之烟煤
、

焦炭及船捐三顶抵销
。 ’ ,。此五万官款

是否李鸿章允准拨用
,

似无证据
,

殊难定论
。

退一步说
,

就是李鸿章拨了这五万官款
,

也不能把开平矿务局的

资本说成为官僚资本
。

五万官款毕竟在百万资本中是

微小的数字
,

成不了气候
。

倘若开平资本全为官僚资

本
,

则近百万的商人资本岂不也成了官僚资本吗 ? 何

况
,

借用官本必须以矿局所产煤相抵销
.

或一旦盈利立

即奉还
。

可见
,

这里的五万两银子与其说是官款
,

不如

说成借款为宜
。

第四
、

唐廷枢等人虽有一官半职
,

但他们在企业中

的红利在章程中有明文规定
,

只准提二成
,

不得多提
,

其余的八成仍按股均分
。

在这八成的分利中
,

他们所享

受的待遇与商人无二
。

事实也是如此
。

仁 188 0年矿务

局经费拮据之时
,

唐廷枢曾垫款十余万两银子
,

说明他

是腰缠万贯之人
.

但它后期却如此凄凉
,

可见他不但没

有利用职权中饱私囊
,

而且把自己的资产也全部投资

力
、

企业了
。

在他的经营下
,

企业按章办事
,

它不但不是

任何封建官僚或其集团的私产
,

而是商人共同投资兴

办
,

共同取利的一个股份公司
,

它的生产目的又有抵御

外侮的成分
。

所以
,

我们应把开平煤矿归诸民族资本的

行列
。

第五
、

张翼接办矿局后的中国资本 、亦应属民族资

本的性质
。

虽然张翼是由官方委派主持开平矿局的
,

并

有候补知府的身份
,

同时又投资三十万两
,

是最大的股

东
。

按章程规定
,

他也理所当然是股东中的主要人物
,

更是矿局的主要负责人
。

但他不可能把矿务局变成自

己的私产
,

所以张翼说
: “

开办十余年
,

并无官款
,

均系

商股商办
,

… … 凡在矿务局管理矿务者
,

自本督办以

下
,

多系有股之人
,

心
。

这里不难理解
,

因开平矿务局创

办初的招商章程中有矿局司事要从股东中选充的规

定
,

所以管理矿务者
,

自应是有股之人
。

这里的有股之

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主要是商人
、

买办和有一官半职

之人
。

他们投资开平矿务局并在其中管理企业是章程

明文规定的
,

他们并非是张翼集团之人
,

所以我们不能

因为他们的政治身份而定其投资的性质
。

(二 )开平煤矿的近代化

唐廷枢设局后
,

根据开办章程需招股 80 万两
。

于

是唐廷枢四出招募股份
,

但由于当时的风气未开
,

裹足

不前
,

持观望态度者颇多
,

至 18 78 年 10 月的一年多时

间
,

只募得股本 20 万两
,

至 1 88 0年
,

实募 30 万两
。

但

开平媒矿的投资此时已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

唐氏认为
:

“

天下各矿盛衰
,

先问煤铁石质之高低
,

次审出数之多

寡
,

三审工料是否利便
.

四计转运是否艰辛
。

有一不全
,

均费筹画
。 ’

嚼于是矿局在引进新的技术
,

开设新的矿

井
、

修造厂房以及更新设备的同时
,

准备疏通河道
,

实

际耗费已逾 40 万两
,

为了不使矿局流产
,

唐廷枢垫资

10 余万两
,

另一方面又呈报李鸿章
,

请求予以接济
。

在

这种极为艰难的情况下
,

唐廷枢之所以不泄气
,

是因为

他凭借着自己的经验相信
,

一旦矿井出煤
,

有利可盈之

时
,

这一窘困之局面定会烟消云散
。
1 8 80 年过去了

,

翌

年给开平煤矿带来了生机
,

开始产煤了
, “

每日出至五

六百吨之多
’

喀
。

于是开平煤矿的声誉鹊起
,

招股亦容

易了
。

1881 年 n 月 8 日的《捷报》称
, “

矿局在上海已

集股一百万两
” ,

用于采煤
、

运煤等项设备
。

唐青铁路此

时也正式有机车曳引
。

到 188 2年
,

添购英国机车车辆
,



徐州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 92年第 1期

用费超过了 150 万两
。

但矿务局之煤业已外销
,

1882

年产煤 383 83 吨
,

运往天津销售的 8 185 吨
,

获利

36 833 两
。

虽然盈利不多
,

但它犹如启明星
,

预示着新

的一天的到来
。

利之所在
,

趋之若鹜
。

开平煤矿的股票

在市场上的价格亦有提高
,

面值百两的股票
,

涨至 154

两
,

到 188 3年春
,

股票持有者已拒绝 21 0 两之售价
。

从

开平股票的走俏亦可见开平矿此时的光明前途了
。

开平煤矿的发展趋势使股东们敢大胆投资经营

了
。

到 1891 年据薛福成统计
“

历年共费银二百三十

万
” 。 。

本重利优
,

开平煤矿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
,

产量

逐年上升
,

现列一简表来说明开平煤矿的发展
。

开平煤矿的产i 和外销 i ( 18 8 2一 18 89 年 )每

年年别别 产量 (吨 ))) 天津输出出 占产量的的

量量量量 (吨 ))) 百分比 ( %二二

1118 8 222 3 8
,

3 8 333 8
,

18 555 2 1
.

333

111 8 8 333 7 5
,

3 1 777 8
,

5 0333 1 1
.

333

111 8 8 444 12 6
,

4 7 111 1 3
,

7 3 111 1 0
.

999

1118 8 555 18 7
,

0 3 999 1 7
,

4 8 555 9
.

333

111 8 8 666 18 7
,

3 1 444 3 4
,

1 0 000 1 8
.

222

1118 8 777 2 2 1
,

7 0 555 」6
,

4 9 222 2 0
.

777

111 8 8 888 2 4 1
,

1 3 666 38
,

0 4222 1 5
.

888

111 8 8999 2 j 7
,

8 6 777 5 1
,

9 5 999 2 1
.

000

从表上的数字我们可以看到
,

开平煤矿前几年的

产量几乎是在成倍地增长
,

至 1887 年产量超过 22 万

吨
,

1 88 8 年则达 24 万吨
。

输出量与产量成正比
,

也在

逐年增加
。

这表明
,

开平煤矿的运输问题由于铁路的修

建己得到了解决
。

输出量的增大使企业盈利日多
,

从
1 88 2 年获利 368 33 两

,

至 188 7 年的 18 597 8 两
,

增至

1 89 2 年的 2 37 002 两
,

于是股东从 155 8年开始可以分

享红利
,

同年 7 月
,

开平矿务局在夭津办事处召开了股

东大会
,

通过帐目
,

分配六厘之年利③ 。

以后
,

年利越来

越高
,

到 1 893 年
,

年利达一分零五毫 , 。

在开平矿务局盈利的路上
,

我们不应该忘记李鸿

章的功劳
。

18 81 年在煤矿刚刚出煤之际
.

他即奏《请减

出口煤税片》
。

他指出
,

土煤每吨税收达一两有奇
,

而洋

煤每吨税银 5分
。

二者盈细悬殊至 20 倍之多
,

土煤何

能敌洋煤耶
”
? 其势若不改

, “ (开平 )煤必不能畅销
,

而

关税亦鲜有实获
” 。 “

与其税重而少所收
,

不若减税而多

所纳
” 。

原定的税收政策是
“

洋货税则过轻
,

土货税则较

重
,

以致华商疲累
,

难与洋商领顽 ? ”所以李鸿章奏请以

后引台湾煤之成例
,

开平煤每吨征收税银一钱
, “
以恤

华商而敌洋煤
’

噜
。

李鸿章所奏获允准后
,

开平煤矿无

形每年将增加 20 万两以上的收入
。

如果说开平矿务局之初因经费困难使采铁计划受

阻的话
,

那么到此时
,

唐廷枢的采铁计划应付诸行动

了
。

何况李鸿章对此也赞成
,

批示照办
,

并且李氏因考

虑到唐廷枢要兼营上海轮船招商局以及会办郑藻如政

务繁忙
,

遂于 18 81 年 12 月 17 日复派
“

老成干练
,

通晓

西语
,

亦擅矿务
”

的吴炽昌为会办
,

着手采铁
。

然而李鸿

章上奏朝廷请开铁矿后
,

不料礼部右侍朗祁世长以该

地为京徽之地
,

开铁有碍祖宗陵墓为由
,

坚决反对采

铁
,

以至矿务局的采铁计划一再拖延
,

最后是不了了

之
。

可见风水之说严重地阻挠着近代企业的发展
。

正在开平矿务局蒸蒸日上之际
,

唐廷枢于 18 92 年

不幸逝世
。

他的死给开平媒矿留下了难以弥补的损失
。

但他经营十有余年的开平煤矿至此时已经走上了近代

化的道路
,

我们不妨从下面几点来探寻其近代化道路

的轨迹
。

1
.

厂矿技术设备的近代化
。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

来
,

西方科技工艺的引进
,

使中国人开阔了视野
,

特别

是那些早年曾在洋行里混过事的买办阶层
。

唐廷枢作

为他们的代表
,

在实地勘察了开平土法开采后
,

建议用

西法开采开平煤矿
。

首先
.

他主张聘请一些西洋的矿学家
,

李鸿章也颇

为赞成
: “

其煤铁厂规条
.

须侯矿师到后
,

察看情形
,

审

时度势
,

… …以期经久无弊
。 ’

场于是在 18 76 年 H 月
,

唐廷枢就曾偕同英矿师马立师一起赴开平实地考察
。

矿务局成立后
,

唐廷枢又聘请了英国杰出的矿师柏爱

特
、

墨莱斯窝尔及金达等人
,

他们为开平矿务局的发展

作出了贡献
。

金达夫人也曾于 18 81 年 6 月 9 日主持过

中国第一辆机动火车— 中国火箭号 ( R oc ke t of

伽 na )的试车典礼
。

其次
,

在生产工具上
,

唐廷枢引进了抽水机
、

提煤

机
。

抽水机的引进保证了矿井的正常生产
,

摆脱了土法

开采时无法摆脱地下水困扰的局面
.

抽水机
“

有水即

提
” ,

使得矿下
“

路既干
,

灯既明
” ,

过去土法开采时的
“

锄愈深
,

水愈涌
,

非止路远
,

而且泥泞
”

的局面已大为

改善
,

便于开采了
。

提煤机的引进保证了矿下所产之煤

的提出
。

土法开采是人力绞动转护
,

用竹篮提煤
,

而现

在用机械的力量代替人力
,

无疑是一大进步
。

土法开采

时
,

开平矿的工人由于种种不利条件
,

每人每日采煤四

五百斤而已
,

而使用提煤机和其它开采工具后
,

每人每

日可出煤四吨多
,

悬殊之大
,

令人惊讶
。

抽水机和提煤

机的运用是用机械力代替人力
,

这是生产力进步的标

志
,

也是开平媒矿近代化的标志之一
。

此外
,

唐廷枢为开习习某矿的近代化
,

在采煤工具上

还运用了铁锤敲煤
,

使采出之煤大都为块煤
,

提高了煤

的售价
。

他为了保证工人的安全
,

还仿照西式开井之

法
.

在井底挖小井
,

使井底相通
,

保证了井底的通风
,

可

以降低瓦斯的浓度
。

同时
,

唐廷枢在井底还采用了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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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皆用玻璃密罩
,

不至火星触及瓦斯) 引起轰然之变
。

种种技术上的革新
,

使开平煤矿走出了土法开采的案

臼
,

朝着近代化的方向迈进了
。

2
.

运输的近代化
。

铁路是交通运输的最佳工具
,

亦

是发展经济的大动脉
,

西方工业革命的显著成就之一

便是火车的行驶
。

但在中国
,

火车的行驶就相当困难
,

那根深蒂固的风水迷信之说时刻在困扰着近代铁路的

诞生
。

188 0 年直隶提督刘铭传奏请修建清江浦至北京

的铁路
,

反对者们便竭力抵御之
,

御史余联玩说修铁路

有
“

五大害
” :

一害舟车
、

二害田野
、

三害根本
、

四害风

俗
、

五害财用 ;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说修铁路
“

不可行

者八
,

无利者九
,

有害者九嘛
,

内容尤属荒唐 ; 内阁大

学士徐致祥也给铁路列有
“

八害
” ,

说
“

祸国殃民
.

莫大

于是 ,’; 至于象内阁大学士文治
“

睹电竿而伤心
,

闻铁路

则掩耳
”

更是丑态百出
。

在顽固派的围攻和抵触下
,

清

江浦至北京的铁路敷修计划流产了
。

但滚滚长幻冰
,

毕

竟东流去
。

铁路的修筑已势在必行
,

顽固派们想挡住历

史的车轮宛如蝗臂当车
。

18 81 年
,

开平煤矿产煤后
,

唐廷枢就敏锐地感觉

到敷修铁路对于开平煤矿发展的积极作用
, “

若有铁路

运煤
,

便多开一井
,

心
,

于是唐廷枢察请李鸿章
,

建议修

筑铁路
。

关于敷设铁路之利
,

唐廷枢曾算过细帐
,

若没

铁路运输
,

开平煤运至上海则成本费合计每吨六两多
,

而用铁路运输只需成本费合计四两
,

两者成本费相差

银二两
。

厚利所在
,

李鸿章亦为之心动
,

于是决定修建

铁路
。

由金达一手主持
,

于 1 881 年 2 月兴工修筑青各

庄到唐山的铁路 15 里
,

于 6 月竣工
.

15 里的唐青铁路

与专运煤的从芦台镇东起到告各庄止的煤河相接
,

便

利于煤炭的外运
。

起初由于顽固派的反对
,

铁路只能用

骡马曳引车辆
,

但矿局的发 展容不得风水横行
,

于

188 1 年 6 月 9 日
,

即乔治
·

斯蒂芬逊百岁生辰
,

中国

的自制机车终于冲破了风水之说
,

开始运行在唐胃铁

路上了
。

机车的轰鸣犹如受屈巨人的怒吼
,

声声汽笛无

疑是向风水之说的挑战
。

至此
,

中国铁路史上著名的唐

青铁路在艰难中诞生了
。

它是中国自造铁路的滥筋
。

没有开平矿务的发展
,

绝不会有唐青铁路在那时

的敷设
。

唐胃铁路的修成其功绩不仅仅是中国铁路史

上的里程碑
,

重要的在于它宣告了风水之说的破产
,

中

国风气为之大开
。

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唐胃铁路的修建

而仍旧拘泥于风水之说
.

中国的铁路将于何时出现?中

国经济的发展又将依靠什么 ?

铁路的修建给开习刊某矿带来了广阔的前景
。

随着

产量的增加
,

外销量也 日渐增加
,

前表已有说明
。

以

18 94 年的外销量 14 07 9 6 吨计
,

由于铁路的兴建可节

省运费近 30 万两
,

对于一个矿一年来的收人来说
.

是

笔不小的数目
。

铁路之利使人注目
。

矿局的发展对铁

路又提出了新要求
,

18 8 6年矿局决定将唐青铁路扩至

芦台
,

并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
,

由伍廷芳为总理
,

集资

25 万元
,

于同年 n 月动工
,

翌年 5 月竣工
。

18 88 年 8

月
,

铁路又延至夭津
。

至此
,

开平煤可由铁路运送至夭

津煤市销售
,

增强了和日本煤争夺天津煤市的能力
。

18 89 年后
.

开平煤为了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影响
,

自己购买轮船
,

从天津把开平煤分运往旅顺
、

威海卫
、

烟台
、

上海
、

海口
、

广东等地销售
。

到 1 899 年
,

开平矿务

局已拥有 6 艘轮船
,

总吨位在 8 30 0 吨左右
,

专事运煤

外销
。

开始了争夺其他通商口岸煤市的活动
,

近代化的

交通运输设备
,

可以说是开平煤矿赖以生存的基础
,

它

为开平媒矿的近代化起了铺垫作用
。

3
.

经营方式的近代化
。

土法开采的煤矿虽多属民

办
,

但其规模甚小
,

资本菲薄
,

近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

式在这里无法诞生
。

只有到洋务运动以后
, “

制器之

器
”

的引进
,

大机器生产才得以发展
,

官办的军事工业

虽然未能使中国走上经济资本主义化的道路
,

但它作

为历史的衔接点
,

为官督商办企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

官督商办企业就明显地带有了资本主义的性质
。

就开

平矿务局而言
,

在其招商章程中就明文规定
, _

企业是官

督商办的性质
,

集资是面向民间的
,

企业的管理也有股

东参与
.

利润按股分成
.

这一切完全是仿照西方资太主

义的股份有限公司而经营的
,

它也成为开平煤矿走上

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

唐廷枢时代
,

开平煤矿经过 了从土法到西法开采

的过渡
,

使开平煤矿获得了新生
,

不仅使 日本人那
“

以

机器开采
,

每日约可采掘三百吨
”

的预言变成了现实
,

而且远远超出了这个数字
,

在 1881 年即有五六百吨
,

188 4 年 日产量超过了 9 00 吨乡
,

到 1 894 年
,

日产煤量

达 10 00 至 15 00 吨
多。

以后开平煤矿的发展更为捷速
。

三
、

开平煤矿的变化

开平煤矿在唐廷枢的主办下
,

十有余年
,

颇有起

色
,

不幸的是在 189 2 年唐氏本人却逝世了
。

其对开平

煤矿的经营可谓不遗余力
,

但煤矿的发展并非一帆风

顺
.

时常受到资本短缺的困扰
。

在开办之初
,

实募得 30

万两股本
。

188 1 年
,

唐氏赖其兄唐廷植的帮助在市场

萧条的情况下募得百万股银
.

实属不易之举
。

可见矿局

资金不足
,

势难免于将来厄运
。

唐廷枢死后
,

当时江苏候补道张翼继任开平矿务

局的督办
。

张翼
,

字燕谋
,

河北人
。 “

出身于醇亲王府侍

役
,

为奕 i爱夫妇所娶爱
。

其继室又与慈禧太后有瓜葛之

亲
。

故权缈亘赫
。

后投效北洋
,

为李鸿章所赏识
,

嗽 难

怪袁世凯说张翼是
“

起家寒微
”

了
。

张翼接办开平矿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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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经营
,

先后增开了西山新井和唐山第三号井
,

矿局

产量 日增
。

189 2 年年产量为 252 53 8 吨
,

到 18 96 年增

为 峨855 40 吨
,

1 900 年则达 7 7 52 40 你甘乡
。

产量的增加
,

使张翼欲大肆恢宏企业
,

矿局先后在各大城市设立 自

己的办事处
。

当时直隶总督王文韶害怕外人攫取秦皇

岛
,

与张翼商量决定自行修港
,

张翼同意
。

于 189 7 年开

始购买周围的土地
,

并决定从开平到天津铁路线上的

汤河车站修一条 5 英里长的铁路至秦皇岛
,

以便使秦

皇岛成为开平煤炭外运的重要港口
。

此事呈报总衙
,

总

衙上奏允准
,

并伤令总税务局赫德妥为办理
,

前任天津

海关税务局德璀琳也前往秦皇岛
,

为会办开埠事宜之

税务司
。

外国人的热心
,

使张翼受宠若惊
,

决心积极经

营
,

承担了修筑码头的工程
。

庞大的计划
,

惊人的耗资使开平矿务局无法承受
。

此时的矿局虽然规模较前恢宏
,

但资本所增无几
。

正在

一筹莫展之时
,

18 98 年英商墨林经德璀琳介绍与张翼

相识
,

墨林表示可借款 20 万镑 ( 1叨 万两 )以助开埠之

事
。

拟开平矿务局招商章程 》 : “

查股分一万两者
,

准派

一人到局司事
。 ”

于是张翼让墨林派一矿师来华任总工

程师
,

同时为其代理人和外国股东利益之监护人
,

于是

美人胡佛便取中文名胡华于 18 99 年 3 月携眷来华
,

居

住夭津
。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
,

势及直隶全省
。

八国联军随之

侵华镇压
,

张翼抱着可稗矿局免遭战火同时又可复增

洋股的侥幸心理
,

决定把矿局改为中外合办企业
。 “

将

唐山开平矿局
,

作为中外矿务公司呀
,

授全权于德璀

琳为开平矿务局总代理人
,

处理公司财产
。

德璀琳获得

此权后便与胡华一步步地攫取了开平媒矿的矿权达三

十余年之久 ( 19 01一 19 3 4年 )
。

开平煤矿从张翼接办后
,

中国资本所获利润就开

始减少了
,

中国资本的比重也减轻了
。

唐廷枢时代是量

资行事
,

而张翼则大肆扩充
,

每每负债
。

到 190 0年
,

开

平煤矿实际费用达 4 19 万两
,

而所招股本只有 150 万

两
,

负债达 269 万两
。

其中虽有中国资本
,

但绝大部分

是外国资本
。

到 1898 年夏
,

外资在开平矿权中所占比

例几达 50 %
,

矿局大权操诸洋人之手
。

英商又于 190 1

年攫取了整个开平矿权
,

于是他们大肆掠夺中国资源
。

19 01 年 已月 24 日开平矿务局电云
:

通过设备的改进
,

“

其所出煤斤
,

前两 日出五百吨
,

今则每日增出至一千

吨矣
” , “

每年获利一百万元啼
。

据 19 06 年 9 月 14 日

《捷报 》称
: “

目前每日产煤 3 00 0 吨
” ,

并且开平矿务局

利用自己所拥有的那支商轮队伍和雄厚的实力
,

使开

平煤
“

销路甚佳
, , 。

对此
,

英商仍不满足
, “

据经理告诉

我
,

工厂设备还要加以扩充
,

以期在 1908 年每日产煤

量提高到 50 00 吨嗜
。

日产量
、

年产量的提高
,

使矿局

获利增多
,

按 1901 年时每吨煤净利 3 元计
,

1 905 年
、

1 90 8年和 1 9 1 1 年矿局的获利分别是 25 0 万元
、

360 万

元和 43 0 万元之谱
。

但由于矿局的资本中外资已占一

半
,

中国资本所获矿局之利至多为一半
,

与矿局的发展

相比
,

中国资本的势力不能不说是衰败
。

更重要的是
,

矿局主权的丧失
,

使开平矿成了帝国主义掠夺中国资

源的有效手段
。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
,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的目的并非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
,

他们只是为

了掠夺中国的原材料和攫取中国的厚利
。

回顾开平煤矿的兴衰史
,

我们不应忘记李鸿章
、

唐

廷枢等人的功劳
。

尽管他们所代表的是清政府
,

但他们

凭藉着一颗中国人的良心
,

一个中国人的人格和一点

中国人的骨气
,

在外国侵略加深时
,

力主开办开平煤

矿
,

作为抵御侵略
,

保证国利的手段
。

事实上
,

开 j玲谋矿

在它的前半期确实做到了此
。

1 88 1 年开平出煤
,

18 82

年即开始向夭津运销
。

当时日本煤在夭津的标价是
:

广

岛煤矿的块煤每吨售天津纹银七至八两
,

三池煤矿的

块煤则为七两
.

而开平煤矿的块煤以每吨四至五两的

价格在市场上招揽生意
.

这便使日本煤在竞争中明显

地处于劣势
,

日本煤在夭津的销售量出现了萎缩现象
。

日后随着开平煤产量的增加
,

运输条件的改善
,

成本的

降低
,

在夭津市场上的比例开始了明显的转变
。

日本煤

迅速地减少
,

到 1 8 88 年
,

一度减为 120 吨
,

到九十年代

后
,

天津煤市就
“

不复有洋煤进口 了
’

咏
。

开平煤矿在唐廷枢时代的开办无疑是利国利民

的
。

时人论曰
: “

中国有利之矿
,

仅开习勺某矿耳
。 ’
哪此话

虽有偏谬之处
,

但不无道理
。

它为日后开滦煤矿的发展

奠定了基础
,

今天的开滦煤矿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

其功

劳尤为可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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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要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

李大钊重视农民教育的观点
,

主要有四方面内容
。

一是农民教育的重要性
。

他曾认为
,

地生夕寸农民
“

精神

上修养
”

的掠夺
,

比对他们的财富掠夺
“

更是可怕
、

更是

可恶
” 。

二是要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
。

由于帝国主义压

迫
、

封建主义统治
,

农村文化水准比较低
,

农民中存在

着大量的封建迷信
、

村落主义等落后意识
。

克服这些意

识要靠教育
,

要向他们讲解革命的原因
,

指明道路和方

向
, “ `

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
,

不是神仙亦不是皇帝
,

谁

也解放不了我们
,

只靠自己救自己
’

这类歌声
,

应常常

吹入他们的耳鼓
” 。
⑧三是要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

。

四

是农民教育要从农村实际出发
。

他建议
, “

到乡间去的

同志们
,

应知利用农闲时间
,

尤其是旧历新年一个月的

时间
,

作种种普通常识及国民革命之教育的宣传
” ,

课

本可用
“

图画及其他浅近歌辞读物
” .

李大钊教育农民的见解
,

今天看起来仍感其撼人

的力量犹在
。

提高农民的思想文化素质是变革农村
、

解

决农民问题的深层要求
。

当然
,

我们也应看到
,

李大钊

在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
,

把农村文化教育落后
,

归因于
“

知识阶级特别是知识青年不肯到农村去做教

育启蒙工作
” .

这反映出他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的不

足
。

应当指出的是
.

李大钊直接实践农运工作的机会

不多
,

加上 19 27 年就英勇就义
,

所以
,

他的农民观没有

得到展开并进一步系统化
。

这只能是历史的遗憾
。

他

已阐明的重视农民
、

发动农民
、

组织农民和教育农民等

观点
,

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重要渊源之

一
,

在中国农运史上
,

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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