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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李鸿章对唐山近代工业发展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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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积极倡导并开办实业以求强国之路，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影响深远，其

在唐山开办的实业开创许多“中国第一”，成就巨大，促进了唐山近代工业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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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世纪６０－９０年代，清王朝掀起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改良运动———“洋 务 运 动”。以 恭 亲 王 奕 䜣、曾 国 藩、李 鸿

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先后开办了一批近代军事、民用工业，试

图开启实业强国之路。对于中国北方，特别是唐山的实业开

办，李鸿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虽然史学界对李鸿章功

过是非褒贬不一，但 从 一 定 意 义 上 说，没 有 洋 务 运 动 就 没 有

唐山近代工业的兴起，没有李鸿章的倡导就没有后来的工业

重镇唐山。

李鸿章（１８２３－１９０１年），安徽合肥人，字渐甫或子黻，号

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道光二十七年

（１８４７年）进士，受业曾国藩，讲求经世之学。同治九年（１８７０
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参与掌管清政府的

外交、军事、经济大权，为清末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对西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 有 广 泛 认 知，以 其 智

慧和胆略致力于中国工业、军事的近代化，先后创办了轮船招

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他还大力创办各类新

式学堂，派人到欧美留学，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１８９５

年，李鸿章令天津武备学堂在唐山开平办校，广 招 学 员，培 养

军事人才。１８９６年５月，又将该校的铁路科迁至山海关，创办

了“山海关北洋铁路官学堂”，１９０５年该校迁至唐山，后来建成

为唐山交通大学（即今西南交通大学）。该校课程 齐 全，教 学

精良，人才辈出，蜚声中外，是中国最早的高等学府之一。

李鸿章与唐山 还 有 着 一 种 特 殊 的 关 系。他 为 小 女 儿 李

菊耦选中的乘龙快 婿、清 流 主 将 张 佩 纶（内 阁 学 士），原 籍 唐

山丰润县。张佩纶 学 问 渊 博 与 张 之 洞 齐 名，擅 长 奏 议，致 力

研究《管子》，著有《涧于集》和《涧于日记》。著名作家张爱玲

是张佩纶的孙女。

李鸿章与唐山丰润张家是儿女亲家，女婿张佩纶极力建

言他到唐山开办 实 业。李 鸿 章 后 半 生 在 唐 山 开 办 了 众 多 实

业，创造了四 个“中 国 第 一”，成 就 巨 大。正 是 由 于 洋 务 派 在

唐山创办的近代工业蓬勃兴起，唐山才能成为中国北方近代

工业的摇篮。

１　中国第一座西法采煤煤矿

随着国内军 用 和 民 用 工 业 的 兴 起，需 要 大 量 煤 炭 做 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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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当时所用煤炭，极 少 量 为 台 湾 土 法 小 煤 窑 所 产，绝 大 多

数来自英、澳、日，运 距 远 价 格 高，难 以 适 应 生 产 需 要。而 在

滦州的开平、古 冶 一 带，煤 炭 矿 藏 丰 富，有 的 煤 层 距 地 面 很

浅，当地人很 早 就 使 用 土 法 开 采 煤 炭，用 以 代 柴 做 饭 取 暖。

历代王朝恐泄山川之气，一直严禁开采，明永乐年间始“旋禁

旋开”，嘉庆年间为了征税则督促开矿。到清朝光绪年间，开

平、缸窑、马家沟、陈家岭、凤山、白云山、古冶等地，手工 采 煤

的小窑煤矿已有２０多 处。１８７５年 曾 有 外 国 人 来 此 勘 查，发

现煤层丰富、煤质优良，宜于开采，认定这样的大煤田在欧洲

亦为罕见。１８７６年，李鸿章命素以办理洋务著称的五品候补

道、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勘探、筹办开平煤矿。１１月，唐廷

枢从天津领英国矿师马立斯到开平实地考察，并带回煤铁矿

样。１８７７年９月，唐廷枢将矿样化验结果、办矿前景、需要解

决的问题及资金 筹 划 等 事 宜 上 报 李 鸿 章。李 鸿 章 批 准 了 唐

廷枢的报告，拟 定《开 平 矿 务 局 招 商 章 程》１２条。章 程 中 规

定：开平矿务局专营煤炭，总 投 资８０万 两，分 作８　０００股，每

股银１００两，以招 商 之 法，官 督 商 办，集 资 于 民，官 府 适 当 扶

植，诸事初具眉目。光 绪 四 年（１８７８年），李 鸿 章 上 奏 光 绪 皇

帝：滦州开平、古冶一带埋藏着丰富煤炭资源，可参用西法开

采，“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煤，不致远购于外

洋”。正式派天津道丁寿昌、津海关道黎兆棠、候补道唐廷枢

开办开平矿务局。１８７８年７月，开 平 矿 务 局 正 式 成 立，唐 廷

枢任开平矿务局总 办，向 外 国 订 购 机 器 设 备，在 乔 屯 买 地 盖

房。１０月，白内 特 等９名 矿 师 在 乔 屯 南 部（今 唐 山 矿 址）钻

探，至第６层１６３．４米（５３６英 尺），预 计 煤 炭 可 开 采６０年。

１８７９年，蒸汽绞车、风机、水泵等到货，开始打眼放炮、开凿井

筒巷道、砌 筑 井 壁，同 时 兴 建 机 器 房、工 厂、办 公 楼 等 地 面 建

筑。１８８１年秋，开平煤矿正式投产，产 量 逐 年 递 增。从１８８９
年到１８９９年十年间，赢利白银５００多万两，相当于 原 股 本 的

三倍多。年生产能 力 已 超 过８０万 吨，居 国 内 煤 炭 工 业 领 先

地位。

开平矿务局走“以 官 督 之 名，行 商 办 之 实”的 经 营 之 路，

是中国最早实行 股 份 制 经 营 的 企 业。开 平 矿 务 局 的 成 功 投

产不仅解决了当时民族军事、民用工业发展对国外煤炭的严

重依赖，对于促进民族军事、民用工业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其

对西法采煤技术、外 国 专 家 的 使 用 及 其 所 培 养 的 技 术 工 人，

对于中国煤炭工业的发展同样意义重大。直到今天，由此走

出的技术工人和专家仍遍布国内各大煤矿。

２　中国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

开平煤矿正式 投 产 后，大 量 煤 炭 要 运 往 外 地，为 解 决 煤

炭运输问题，需要发 展 铁 路 运 输。１８８０年，李 鸿 章 指 派 唐 廷

枢策划修建唐胥 铁 路。目 的 在 于 开 平 煤 的 外 运 和 煤 矿 今 后

更大发展。因为开平煤矿所产原煤主要销往天津，而唐山距

天津１２０千米，从陆地运往芦台后，改为水路，从大沽口到天

津。运量大，运费高，耗时长。如果唐山至芦台修建铁 路，用

火车运煤，能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

唐廷枢在１８７７年９月 请 准 开 矿 报 告 中，原 有 由 开 平 至

芦台修建５０千米铁路的计划，由于资金所限，拟先修建开平

至胥各庄的铁路。１８７８年上海发生了吴淞铁路伤人事件，顽
固派借口唐山靠近帝王陵寝，机车驶动“震动陵寝，喷出黑烟

有损稼禾”，引 发 了“阻 路”风 波，清 政 府 官 员 竟 为 此 收 回 批

文，铁路修建未 能 实 施。唐 廷 枢 只 得 放 下 修 路 之 事，筹 划 挑

河运煤，计划开挖东起丰润县胥各庄西至宁河县芦台河口阎

庄的一条运煤河，实施中又因胥各庄至唐山的地势为逐渐升

高，开河水浅难以行船，开河加深工程浩大，短期内无法运煤

而停工。李鸿章授意唐廷枢再次奏请修建运煤轻便铁路，申

明为免于震动 东 陵，采 用 骡 马 牵 引。李 鸿 章 为 此 积 极 斡 旋，

面见醇亲王奕譞特 别 禀 明：“铁 路 所 经 之 地，系 荒 域 不 毛，并

无坟墓庐舍，估 需 银１５万 两，招 集 股 本，不 动 官 币，不 借 洋

债，且开平煤矿日出煤八九百吨，北洋兵船、机器各局实赖此

煤应用，以敌洋产。遇事必当量予维持。察其所拟接修铁路

办法，尚 属 妥 洽，遂 准 其 试 办。”醇 亲 王 见 李 鸿 章 以 国 防 为 由

申请修铁路，且不用朝廷花钱，乐于助成此事，同意代为上奏

皇太后，批准 了 唐 廷 枢 扩 展 铁 路 的 计 划。唐 胥 铁 路 于１８８１
年５月１３日兴工，６月５日钉第一枚道钉，１１月 竣 工。唐 胥

铁路是我国第一条 标 准 轨 距 的 自 建 铁 路，东 起 唐 山，西 南 至

胥各庄，长９．５千 米，总 占 地 约１７公 顷（２６０亩），工 程 造 价

２５　０００两白银。采用英国进口的每码１３．６千克（３０磅）的轻

钢轨。１８８１年底投入使 用 时，因 需 遵 守 朝 廷 指 令，只 能 用 骡

马在钢轨上 拖 拽 煤 车，直 至１８８２年６月，开 平 煤 矿 全 面 投

产，终于 改 为 使 用 蒸 汽 机 车。以 骡 马 拉 轨 道 车 的“马 车 轨

道”，成为了中国铁路交通史上的独特一景。

随着开平煤矿的 发 展，唐 胥 铁 路 不 断 延 伸。１８８６年，在

李鸿章支持下成立开平铁路公司，招集商股２５万两，续建铁

路４５千米，由胥各庄西至 芦 台，１８８７年５月 竣 工。１８８８年，

续 建 铁 路 延 伸 至 天 津。１８９０年，唐 胥 铁 路 往 东 修 至 古 冶，

１８９３年，往东续建铁路 延 伸 至 山 海 关，津 榆 全 线 贯 通。１８９６
年由北京到山海关全线贯通，称为关内铁路。长９．５千米的

唐胥铁路作为中国铁路建设的伟大开端，在中国铁路建设史

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３　中国第一台蒸汽机车

１８７４年，李鸿章曾上奏 清 廷：“南 北 洋 七 省，自 须 联 为 一

气，方能呼应联 通，”“何 况 有 事 之 际，军 情 瞬 息 变 更，”“有 内

地火车 铁 路，屯 兵 于 旁，闻 警 驰 援，可 一 日 数 百 里，则 统 帅 当

不至于误 事。”可 见，他 对 铁 路 及 蒸 汽 机 车 重 要 性 的 认 识。

１８８６年，经李鸿章授意，开 平 铁 路 公 司 收 购 了 唐 胥 铁 路 和 修

理厂。李鸿章当初以退为进使用骡车运煤，为的是顺势利导

将蒸汽机车引入铁 路。１８８１年 底，在 李 鸿 章 倡 导 下，由 英 国

工程师金达绘图设计，中国工人用矿场的锅炉和从卷扬机上

拆下来的发动机，以 及 从 国 外 当 废 钢 买 进 的 三 对 动 轮，以 旧

井架的槽钢制成 的 底 盘、车 体，制 造 出 了 一 台 牵 引 力１００余

吨、时速５千米的 蒸 汽 机 车，这 是 中 国 自 行 制 造 的 第 一 台 机

车。开平矿 务 局 英 籍 总 工 程 师 薄 内 的 夫 人 仿 照 史 蒂 芬 孙

１８２９年设计的 著 名 机 车“Ｒｏｃｋｅｔ”号 命 名 为“Ｒｏｃｋｅｔ　ｏｆ　Ｃｈ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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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中国火箭”号。因参与制造的中国 工 人 在 车 头 两 侧

各镶嵌了一条金属刻制的龙，则又称之为“龙”号机车。“龙”

号机车 长 约５．７米，只 有 三 对 动 轮 而 没 有 导 轮 和 从 轮，轴 式

为０－３－０，轮式为０－６－０。金 达 不 动 声 色 地 让 机 车 行 驶

了几个星期，后被清 政 府 知 道 责 令 停 驶。１８８２年，由 于 开 平

煤矿的产量剧增，金达又重新设计和制造了第二辆机车。这

台机车设计规范、制作精良，远胜于第一台，可以和同时代的

外国机车相媲美。由 于 清 政 府 刚 刚 建 成 的 北 洋 舰 队 亟 需 燃

料，通过李鸿章和开 平 矿 务 局 的 上 下 疏 通，蒸 汽 机 车 始 得 正

常运营。

为了保障机车的 正 常 行 驶，开 平 矿 务 局 于１８８１年 始 建

了胥各庄铁路修车 厂。１８８６年，路 矿 分 营 后，修 车 厂 由 胥 各

庄迁至唐山西马路，改称矿属唐山修车 厂（俗 称“北 厂”）。后

关内铁路总局在唐山修车厂以南买地兴建新厂，旧厂陆续迁

至新厂（俗称为“南厂”）。

唐山修车厂是中国铁路史上第一个机车车辆厂，不仅制

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 汽 机 车，宣 告 了 铁 路 机 车 车 辆“中 国 制

造”的开端，而且在此后一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该厂又连续

创造了中国第一辆 轨 道 检 查 车、第 一 列 双 层 内 燃 动 车 组、第

一辆摆式客车、第一辆７０％低地板车、第一辆中低磁悬浮 工

程化样车等中国铁路发展史上诸多的第一，被誉为中国铁路

机车车辆的摇篮。可以说，唐山机车车辆厂为中国铁路交通

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４　中国第一家水泥厂

为了防止列强 入 侵，中 国 军 事 和 民 用 工 业 发 展 都 很 快，

对水泥（“ｃｅｍｅｎｔ”当时音译为“细棉土”或“士 敏 土”，俗 称“洋

灰”）需求量越来越大，当时国内没有一家水泥厂。水泥全部

靠进口，价钱昂贵、运输费高。依据市场的需求，唐廷枢报请

直隶总督 李 鸿 章 批 准，在 大 城 山 南 麓，占 地２．６７公 顷（４０
亩），于１８８９年建成 唐 山 细 棉 土 厂，这 是 我 国 第 一 家 立 窑 生

产水泥的工厂。聘请英国人鲍登·芬奇任总计师，生产出中

国第一桶水泥，为北洋海军的军事工程及开平煤矿运输铁路

的建筑工程提 供 水 泥。当 时 所 用 原 材 料 石 灰 石、粘 土，取 自

广东 香 山，海 运 成 本 高 昂，加 上 制 造 方 法 简 单，产 品 质 量 差，

经营初期亏损较大，１８９３年一度停办。１８９６年，李 鸿 章 任 命

周学熙为开平矿务 局 新 总 办，开 平 局 任 命 李 希 明 为 经 理，聘

请德国人昆德为技师，决定重开细棉土厂。昆德在唐山附近

找到了黑土和石灰 石，经 勘 采 证 明 是 制 造 洋 灰 的 上 等 材 料，

取材本土化，解决了 成 本 过 高 的 这 一 主 要 问 题。１９００年，经

李鸿章同意，周学 熙 将 唐 山 细 棉 土 厂 改 名 为 唐 山 洋 灰 公 司。

同年１１月起至次年７月，周学熙再招募商股１００万 两，投 资

入股的主要是周学熙、李鸿章、李士铭、卢木斋四大股东。周

学熙为总经理，从丹麦斯密斯公司购买设备。八国联军退去

后，英商霸占了开平 矿 务 局 产 权。１９０２年，开 平 矿 产 被 英 商

骗占一事被发现。１９０５年，清政府责成张翼赴伦敦向英国法

庭提起诉讼，以失败告终。耗费官银１２０万两开办的开平 煤

矿落入英商之手。细棉土厂作为开平煤矿的附属财产抵押，

也被英商强占。正直的德国技师汉斯·昆德凭着个人良心，

拒绝将细棉土 厂 档 案 交 出。１９０６年７月，细 棉 土 厂 回 归 中

国。在汉斯的帮助下，工厂恢复生产，洋灰质量提高，生产规

模扩大。１９０７年，周学熙 将 细 棉 土 厂 重 组 为 启 新 洋 灰 公 司，

将“狮子牌”商标改为“龙马负太极图”注册立案，简称“马牌”

洋灰。由于水泥质 量 好，被 全 国 重 大 建 筑 工 程 采 用，如 津 浦

铁路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的洛河铁桥，北宁铁

路的渭水铁桥，青 岛、烟 台、厦 门、威 海 等 地 的 海 坝、码 头，以

及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

北体育馆、上 海 邮 政 总 局 等 都 使 用 了“马 牌”水 泥。在１９１１
年都朗世博会、１９１５年 巴 拿 马 世 博 会 上 马 牌 水 泥 均 获 金 质

奖章，销量占全国９２％以上，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改变了过去

依赖进口的局面。１９１２年还销往美国旧金山，开创了中国水

泥出口的历史。１９１９年以前，启新洋灰公司为中国惟一一家

水泥厂。

唐山水泥厂的 建 成 生 产，不 仅 满 足 了 当 时 军 事 工 程、铁

路交通工程 和 重 大 建 筑 工 程 的 需 要，推 动 了 洋 务 运 动 的 发

展；而且改写了中国无水泥生产的历史，其生产技术、工艺和

人才的积累极大地促进了唐山乃至中国建材产业的发展，唐

山水泥厂在中国水泥发展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５　引进西方技术和管理人才

在洋务运动中，李鸿章重用通达治体、了解洋务、廉正精

明、重经世致用、有 谋 略 而 干 练 之 人 才。在 国 内 如 留 学 归 国

的马建忠、罗丰 禄、伍 廷 芳，以 及 冯 桂 芬、薛 福 成、郑 观 应、严

复、盛宣怀、唐廷 枢、周 学 熙 等。此 外，李 鸿 章 积 极 主 张 引 进

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人才，聘用外国专家和工程师担任技术

指导和管理工作。洋务运动中开办实业取得的成功，与尊重

技术、尊重人才是分不开的。历史事实证明一些外国人确实

为中国实业发展 带 来 了 先 进 技 术 和 管 理 理 念。在 唐 山 的 近

代工业兴起，他们做 出 过 努 力，也 发 挥 了 重 要 的 历 史 发 展 作

用。如：

胡华（Ｈｏｏｖｅｒ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Ｃｌａｒｋ今 译 胡 佛，１８７４－１９６４年）

美国人。１８９９年２５岁的 胡 华 接 受 墨 林 公 司 指 派 来 到 中 国，

出任开平矿务局总 工 程 师、煤 矿 总 办 张 翼 的 技 术 顾 问，清 廷

授予三品衔矿 务 右 侍 郎。胡 华 以 实 地 调 查，大 量 数 据，确 认

开平煤矿有着广阔的盈 利 前 景。他 在 报 告 中 说：“中 国 还 没

有一块煤田享有这样好的自然运输条件”，“这项产业一定值

得投资１００万英镑。这个企业绝不是一种投机事业，而是 一

个会产生非常高的 盈 利 的 实 业 企 业。”引 起 墨 林 公 司 对 开 平

煤矿的投资兴趣。胡华通过无能的煤矿总办张翼，完成了以

墨林公司控制开平矿务局，于１９０１年任开平矿物公司总 办。

９月胡华回到伦敦，仍担任开平矿务有限公司董事。

汉斯·昆德（Ｈａｎｃｅ　Ｋｅｎｔ１８７０－１９３６年），德 国 人，地 质

工程师，有物理化验 的 丰 富 经 验。１９００年，昆 德 由 天 津 海 关

总税务司德璀琳 推 荐 到 唐 山 帮 助 经 营 细 棉 土 厂。昆 德 经 过

勘察、化 验，用 大 城 山 的 岩 石、唐 坊 一 带 的 黑 粘 土，生 产 出 高

质量的水泥，降低了生产成本。１９０６年８月，（下转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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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

的服务”，“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

能力。”［５］４５５相反，对 必 然 规 律 的 无 知 则 是 不 自 由 的，“因 此，

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越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

然性就越大；而犹豫 不 决 是 以 不 知 为 基 础 的，它 看 来 好 像 是

在许多不同的和相互矛盾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

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

配”［５］４５６。因此，自由是一个历史 概 念，它 必 然 是 历 史 发 展 的

产物，“文 化 上 的 每 一 个 进 步，都 是 迈 向 自 由 的 一 步”［５］４５６。

那么，必然性如 何 被 认 识？这 并 不 像 黑 格 尔 所 说 的 那 样，纯

粹是 人 类 理 性 的 功 劳，毋 宁 说，正 是 人 类 包 含 着 理 性、情 感、

意志在内的整个生命活动的实践在面对自己的对象世界时，

不断提高着对必然性的认识、利用能力、不断创造着认识、利

用必然性的条件、不断提高着改造对象世界及改造人自身的

能力、从而不断地创造着人类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实践表征

着人的自由，这是一个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过程。

综上所述，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出发，人的现实自由，亦

即全面 地 理 解 的 意 志 自 由，乃 是 知、情、意 统 一 的、现 实 的 人

合理地、自由地选择他的预期目标，并在一定条件下自由地、

合理地认识、利用必然规律或为认识和利用必然规律创造条

件，从而自由地、合 理 地 改 造 对 象 世 界 或 为 改 造 对 象 世 界 创

造条件以实现其自由的、合理的预期目标。迄今为止的人类

历史表明，所谓人的自由，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过程：认识必

然规律的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从而利用必然规律改造对象

世界以实现人类自身预期目标的能力不断提高、条件不断成

熟的过程。由此可见，自由是一个历史的概念。自由无所谓

有或无，而在于自由的程度高低。而自由程度的高低取决于

人类认识、利用必然规律改造对象世界以实现人类自身预期

目标的能力及其 条 件 成 熟 的 程 度 高 低。作 为 整 个 人 类 的 一

种生存状态，自由是 一 个 程 度 由 低 到 高 的 发 展 过 程，从 而 作

为个体的自由也在这 种 程 度 由 低 到 高 的 过 程 中 获 得 了 更 多

的条件和更大的发展空间，直至达到人类获得真正自由的那

种社会状态：“将是 这 样 一 个 联 合 体，在 那 里，每 个 人 的 自 由

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６］２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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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８页）唐山细棉土厂更名为启新洋灰公司，汉斯·昆

德出任总工程师。１９２１年，启 新 公 司 利 用 老 厂 的 空 地 改 建

瓷厂。１９２３年，由德国引进球 磨 机、泥 浆 机、电 磁 压 机 等，成

为中国第一家使用外国先进设备以国产原料为主的陶瓷厂，

并生产出中国第一件卫生陶瓷。

此后，启新公司董事 会 决 定 瓷 厂 独 立 经 营，由 汉 斯·昆

德承办。昆德为全力办 好 陶 瓷 厂，要１９０３年８月 生 于 中 国

唐山的次子敖特·昆 德（Ｏｔｈｅｒ　Ｋｅｎｔ）专 门 到 德 国 窑 业 专 门

学校学习，以便管理 好 启 新 瓷 厂。敖 特·昆 德 接 管 后，经 营

企业有两个特点：一是注重品牌效应，产品只卖一等品，质量

达不到标准一律销毁；二 是 生 产 难 度 大 的 耐 酸 瓷 产 品，求 得

更高利润回报，增加花 色 品 种，开 发 高 低 压 电 瓷、化 学 瓷、卫

生瓷、铺地砖等。高压电瓷产品与德国西门子公司联销。当

然，敖特·昆德作为资本家，懂得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他尽

量保持手工操作 工 艺，靠 工 人 劳 动 强 度 增 加 盈 利。１９４８年

唐山解放前夕，昆德一家带着全部动产离去。

李鸿章对如何使用外国人是有认识的，他的一生中总是

与洋人打交道，又总是处于不利的地位。他在临死前说：“洋

人讲势不讲理。”“我办 了 一 辈 子 的 事，练 兵 也，海 军 也，都 是

纸糊的老虎，何 尝 能 实 在 放 手 办 理，不 过 勉 强 涂 饰，虚 有 其

表，不揭破，犹 可 敷 衍 一 时。如 一 间 破 屋，由 裱 糊 匠 东 补 西

贴，居然成一 净 室。即 有 小 小 风 雨，打 成 几 个 窟 窿，随 时 补

葺，亦可支吾对 付，乃 必 欲 爽 手 扯 破，又 未 预 备 何 种 修 葺 材

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 真 相 破 露，不 可 收 拾，但 裱 糊 匠 又 何

术能负其责？”在 封 建 王 朝 的 专 制 统 治 之 下，所 谓 的 洋 务 运

动，所谓的实业强国，李鸿章自己为之做了结论。

６　结语

历史是人民写的，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显然，这些创

造凝聚着劳动者的心血和智慧，但是，在那个历史时代，如果

没有当政者的倡导和决策，以及给予的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强

力支持，也将是难以有所作为、有所发明的。历史真实地记录

下了李鸿章的作为，也记录下了李鸿章对唐山近代工业的发

展所做出的贡 献。我 们 虽 然 不 能 将 这 些 成 就 完 全 归 于 李 鸿

章，但是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唐山近代工业在晚清洋务运

动中的兴起以及发展确实与李鸿章有着很大的关系，洋务运

动所开启的实业强国之路对于唐山具有“肇基立市”之功。

（责任编校：李聪明）

·８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