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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重建海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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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1 8 9 5年
,

北洋海军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

但是甲午战后
,

清政府再次致力于海军的建设
。

短短十余年间
,

战后的中国就拥有

了两支正规的近代化舰队
。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剧
,

清末的统治者也深刻地意识到
,

只有拥有 了强 大的海军
,

才能警醒国人现代 国防的重

要性
,

也才能在国际争端中捍卫 国家主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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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
,

大清帝国被推到了亡国灭种的边缘
,

而当时的国际 无疑会使众多的汉族官员与朝廷离心离德
,

也激化了满汉两族之间

形势和国内局势也更加复杂多变
。

伴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逐步衰落
,

的矛盾
。

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海军建设对于民族自信和国家地位的重要性
,

二
、

重建海军的意义

因此从众多有志之士都在疾呼重塑海军昔 日的辉煌
。

当经历了十几 海军对于一个国家而言
,

它不仅是主权独立与领土完整的坚强

年的艰难重建之后
,

军队的权力牢牢掌控在清廷贵族的手中
,

海军 捍卫者
,

也是一个民族国家综合国力的展现
。

因此
,

清政府重建海

的建制也更加整齐划一
。

国家军队的形成使得海军重建的意义逐渐 军不仅使得中国人初步具有了海权意识
,

更重要的是保障了中国海

显露
,

强大的海军也保障了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
。

疆的和平与安宁
。

一
、

重建海军的成就 (一 ) 提升海权意识

经过甲午战后十多娜良苦卓绝的努力
,

中国海军终于有了一定的 中国地大物博
,

幅员辽阔
,

拥有 l 万 8 千公里的海岸线
。

但是

规模
,

尤其是执行近海防御的能力更是毋庸置疑
。

更为 玲{硅的是
,

重 由于历史原因
,

中国历代王朝都将国防重点放在了西北边睡
,

而对

建后的海军是一支真正的国家军队
。

军队的统一和军权的集中对于一 于东南大片海域则缺乏主权意识
。

自鸦片战争以来
,

中国的经济重

个集权国家而言
,

则是上情下达和令行禁止的绝对保证
。

因此
,

从军 心东南沿海屡屡遭受外敌人侵
,

大陆文明的弊端逐步显现
。

与此同

队国家化到权力中央化
,

种种举措给清末政局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

时
,

众多的时代先驱也在为筹建海防
、

保卫海疆而奋斗不息
。

但是

(一 ) 海军建制由各地分散到全国统一 海权意识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心 目中
,

依旧是个陌生的概念
。

直到甲

在甲午战争中
,

南北洋近在咫尺却互不相援
,

以致北洋海军全 午战后
,

大清帝国的决策者们才开始逐步意识到海洋权利的重要性
,

军覆没
。

甲午战后的一段时期内
,

北洋
、

南洋
、

湖广等地区都相继 不惜倾尽国力发展海军
。

20 世纪初
,

随着海军重建步伐的加快
,

进行了小规模的海军建设
,

但仍旧属于地方行为
。

而在清末海军正 大量的西方海军著作的中译本也在政府官员中流传
。

其中
,

西方的

式重建之前
,

地方派系各自为阵
,

互不统属的现象尤为明显
。

直至 海权论鼻祖阿尔弗雷德 赛耶 马汉的海权论思想也伴随其著作开始

19 07 年
,

中央开始
“

厘定官制
” ,

兵部改名为陆军部
,

并在其内 传人中国
。

此时的中国人才真正认识到保卫本国的海洋权利及海上

设置了海军处
,

谭学衡出任海军处副使
。

宣统元年 ( 1 9 0 9 年 ) 载 贸易通道
,

就必须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舰队掌握制海权
。

受马汉海

洋主政之后
,

成立了筹办海军事务处
,

开始了统一全国舰队的工作
。

权论思想的影响
,

练兵处提调姚锡光在 《筹海军当议 》 序中说到 :

他先是将全国舰队整合为北洋
、

南洋两支
,

随后又正式确立为巡洋
“

方今天下
,

一海权争竞剧烈之场耳
。

古称有海防而无海战
,

今寰

舰队和长江舰队
。 “

自陆军部内设立海军处开始
,

不到两年时间
,

球既达
,

不能长驱远海
,

即无能控扼近洋
。

… …盖海权者
,

我所固

清政府不仅统一了全国海军
,

而且建立了海军领导机关
” 。 11]

宣统 有之物也
,

彼虽基我
,

焉能禁我之治海军 ? 遂乃巧为其辞
,

黝我购

二年 ( 19 10 年 ) 12 月
,

朝廷颁布上谕
“

所有筹办海军处著改为海 浅水兵船为海军根本
,

使我财力潜销于无用之地
,

而远洋可无中国

军部
,

设立海军大臣一员
,

副大臣一员
,

该大臣等务当悉心规画
,

只轮
,

于海权存亡
,

实无能系其毫末
。

… …夫天下安有不能外战而

实力经营
,

以副朝廷整军经武之至意
” 。 2[] 海军部成立之初

,

载询
、

能内守者哉 !
” 4[] 姚锡光的主张显示了清末国人海权意识的提升

。

谭学衡分别就任海军大臣和海军副大臣
,

萨镇冰则被任命为巡洋
、

此时的国人已经明白
,

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控制海权
,

不但远洋无

长江舰队统制
,

掌管海军整体事务
,

程璧光和沈寿堑分别统率巡洋 法控制
,

即使近海权益也难保证
。

舰队和长江舰队
。

至此终于结束了海军建制四散分离的局面
,

实现 (二 ) 捍卫领土主权

了全国的整齐划一
。

19 世界末
,

西方列强开始争相瓜分中国的沿海市镇与重要港

(二 ) 海军军权由分属地方到收归中央 口
。

18 9 9年
,

意大利也借机向清政府递交最后通碟
,

要求索借浙

从 1 9 0 9 年的统编全国海军开始
,

原有的北洋
、

南洋
、

福建
、

江三门湾
。

时任重组后的北洋海军的统领叶祖硅接受了
“

海天
”

舰

广东等地方水师相继被拆解整编为巡洋舰队和长江舰队两支常备海 管带刘冠雄的建议
,

在获得朝廷批示后
,

拒绝了意大利的无理要求
,

军
。

由于巡洋舰队负责防卫京瓷地区
,

因此舰艇在数量
、

吨位
、

航 并亲率新购的
“

海天
” 、 “

海折
”

等五舰出海迎敌
。

意大利见清政

速和火力等方面都要胜过长江舰队
。

此外
,

筹办海军事务处直接从 府态度强硬
,

且自诩海军实力不如中国
,

故而宣布放弃对三门湾的

本部派遣人员到沿海各地了解当地的民俗
、

习惯
,

划定专门的征兵 要求
。

面对意大利的挑衅
,

清政府是以海军实力为后盾
,

维护了国

区域
,

实施中央统一征兵的制度
。

而随着海军部的成立
,

使得海军 家的主权和尊严
。

的组建
、

调动
、

统率之权悉数归于中央政府
,

提高了军队的统一性 几年之后
,

大清海军终于恢复了元气
,

并为捍卫中国领土与主

和协调配合能力
。

但是不难发现
,

清政府所推行的所有政策几乎都 权率先垂范
。

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 日 ( 19 07 年 8 月 10 日 )
,

日本

是在有意加强中央的权力和满洲皇族的权力
,

同时逐步削弱地方的 商人西泽吉次在台湾纠集 120 余人登上东沙岛
,

并且拆毁海神庙
,

权力和汉族官员的权力
。

从海军的整编就可以看出
, “

湖广总督张 攫取岛上资源
。

宣统元年 ( 19 09 年 ) 春
,

两广总督张人骏和两江总

之洞花费数年时间锐意建设而成的湖北舰队… … 皆在这次整顿全国 督端方在详细调查之后
,

分别派遣
“

伏波
” 、 “

飞鹰
”

两舰赴岛调查
。

海军的过程中被改编
,

转而接受中央的统一管辖
” 。 3[] 这样的举措 后经过 l 个多月的艰难交涉

,

日本领事在中国方面证据确凿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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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不得不 承认东沙岛为中国属岛
。

同年/明二十八日( 10 月 11 日 )
,

署理两广总督袁树勋与 日本领事签订了收回东沙岛条款
。

H 月 19 日
,

中日双方完成的交接仪式
,

随后由候补知府蔡康遴派
“

司事 2 人
,

护勇 4人暂守该岛
。 ” l习

转年之后
,

蔡康遴又制定章程并委派专人

常年驻守
。 “

从此
,

中国政府正式开始对东沙岛进行经营建设
。 ” 协,

在中国收 回东沙岛之后
,

西沙群岛也引起了朝廷的重视
。

宣统

元年三月 ( 1 9 0 9年 4 月 )
,

两广总督张人骏委派谐议局筹办处总

办直隶热河道王秉恩
,

广东补用道李哲溶会同筹办经营西沙群岛事

宜
,

随后成立了筹办西沙群岛事务处
。

官员
、

商人
、

测绘学生
、

化

验师
、

工程师
、

医生等上岛工作人员均由
“

伏波
” 、 “

深航
” 、 “

广

金
”

等舰护送而行
。

工作人员还将各岛重新命名
, “

并竖旗立碑
,

向中外重申了西沙群岛为中国之领土
。 ” 7[]

(三 ) 宣扬大国威严

宣统三年 ( 1 9 1 1年 )
,

载询上奏朝廷
, “

英皇加冕
,

大阅兵舰
,

拟派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率
`

海折
’

号舰前往祝贺
。 ” 18]

清政府同

意了载询的奏报
,

决意派舰出访
。

于是
,

程璧光奉命率
“

海折
”

号

全舰官兵远赴英伦
。

在英国
, “

海折
”

号圆满完成了访问任务
,

也

成功增进了中英两国的和睦关系
。

访问结束后
,

程璧光率领
“

海折
”

号横渡大西洋到达美国
,

还按照惯例拜渴了美国第 18 任总统格兰

特将军的陵墓和纪念堂
。

在造访美国期间
,

程璧光接到朝廷电令
,

率领
“

海折
”

号军舰

赴古巴
、

墨西哥等国处理其国内爆发的大规模排华事件
。

同年 8 月
,

“

海折
”

号
“

往墨西哥
、

古巴慰问华侨
” 。 9[] 当地华侨看到祖国的

军舰
,

立即奔走相告
、

万人空巷
。

而古巴和墨西哥两国政府也慑于
“

海

折
”

号军舰的威力
,

只得向中方就排华事件赔礼道歉
,

并许诺将偿

付受害侨民的种种损失
。

自鸦片战争以来
,

西方列强所推行的炮舰

外交让中国人吃尽了苦头
,

而此次远航在整个晚清史上
,

都是中国

实施的一次成功的炮舰外交
。 “ `

海折
’

舰出访欧美
,

是在 甲午海

战十六年之后进行的
,

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注意
,

显示了中华民

族在世界海洋上的存在
。 ” 110] 这也再次证明了只有当中国拥有了

一支强大海军的时候
,

才能在茫茫大洋之上真正宣扬中国的国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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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古老民族都说远古曾有一次洪水
,

是不可抵抗的大天灾 ; 独

在黄炎族神话里说是洪水被禹治得地平天成了
。

这种克服自然
,

人

定胜天的伟大精神
,

是禹治洪水神话的真实意义
。 ” 9[] 两希的洪水

神话写的都是人消极躲避灾难
,

而最后不论是逃生还是再传的方法

仍然都需要依赖神的力量
, “

神定胜人
”

的意味明显
。

而我国的传

说则注重积极与自然作斗争
,

表达出人定胜天的意志
。

同时鲸
、

禹

治水的成败比较也启示了后人治水之法
“

堵
”

不如
“

疏
” ,

扩展到

对待自然的观念就是人不能以强力征服自然
,

必须和谐共处
,

成为

自然的一部分
,

以达到古人
“

天人合一
”

的最高理想
。

四
、

神话功能的差异

鲸禹神话的政治性意味显而易见
。

鲸因为私自窃取息壤治水不

成触怒尧帝而被杀
,

即便如此
,

其子禹仍然要背负父亲未完成的事

业继续治水
。

也恰是因为其治水成功而被后人称颂有加
。

父与子受

到的待遇反差如此之大
,

和他们的成败得失息息相关
。

这体现了自

古以来中国无限追崇
“

成功
”

的思想
。

同时
,

鲸的下场也在暗示后

人
,

皇帝权威的不可侵犯
。

尤其是后代统治者们通过强化治水英雄

的光辉形象
,

在推崇自立自强
、

吃苦耐劳的民族品格的同时
,

更突

出表现了圣君贤臣的封建等级序列下的美好图景以达到维护自身政

权稳固的目的
。

诺亚方舟的神话处处体现出浓厚的宗教意识
,

这一点不再累述
。

后来这种宗教思想也被统治阶级利用
,

为其统治地位神圣不可侵犯

的论调服务
。

它的功能从一般的笼络教众上升为统治者愚民政策的

一部分
。

而古希腊人在加工整理神话时
,

并没有把它政治化
,

而是遵循

写实原则
,

真实地记录这一切
。

他们并没有掩饰自己民族在蒙昧时

代和野蛮时代的淫乱和可笑
,

真实地反映了以宙斯为代表的统治者

的残暴
、

荒淫 ; 以普罗米修斯为代表的神为民除害
,

造福人民的献

身精神 ; 众多大自然化身的神给人民带来的痛苦
,

以及人民渴望征

服自然灾害
,

改善生存条件的强烈愿望
。 110] 体现 出希腊重视人的

自然性
,

以真为审美的精神特征
。

全世界的洪水神话数量庞大
、

研究者众多
,

俨然已经成为一个

世界性的神话母题
。

以比较研究的方法来剖析中西方的洪水神话的

文本内容及其包孕的文化内涵
、

民族精神及思想观念
,

有助于加强

我们对于东西方文化传统的认知和理解
,

也有助于在同异对 比中见

出各民族的特征和个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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