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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国孤海的共和抉择
:

辛亥年海沂舰易帜研究

贺怀错
,

冯巧霞

( 河南大学 历 史文化学院
,

河南 开封 47 500 0

摘 要 : 清朝末年海听舰黄龙旗下远航欧美
,

民 国元年五 色旗下 回航
,

从黄龙旗到五 色旗的 变迁反映的是对共

和与 专制的抉择
。

海听舰代表中国远航欧美
,

向世界展示 中国甲午战后海军重建后 的实力和形象
,

是甲午战后

海军洗刷 国耻的体现
。

辛亥革命后
,

异国孤海海听舰于英国 易帜
,

加入革命阵营
,

反映了当时中国共和的历 史

潮流
,

并产生 了 巨大的世界性影响
。

漂 泊的海听舰的选择
,

实质上就是当时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个缩 影
。

关键词 : 辛亥革命 ; 海听舰 ; 共和易帜 ; 程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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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加冕
,

大阅军舰
,

海沂 为当时清政府舰队主力
,

主要由几艘由外国定制的

舰代表中国海军前往英国参加典礼
,

并就近访问美 巡洋舰组成
,

长江舰队相对于巡洋舰队相差甚远
,

国
,

受到英王和美国总统的高度重视
。

海沂舰远航 主要由一些炮舰组成
。

向世界表明了甲午战后中国重建海军的信念
。

武昌 海沂舰是
“

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战舰
,

成

起义时
,

海沂舰尚在由美返英的途中
,

抵达英国后
,

为清廷重振海军的象征与骨干
” 6[] 426

,

定制于英国

得知辛亥起义的消息
,

立即顺应历史潮流
,

决然改 阿姆斯特朗船厂
, “

长 424 英尺
,

宽 46 英尺 8 英寸
,

旗易帜
,

参加革命
。

目前
,

学术界关于海军的研究 吃水 20 英尺
,

排水量 4 300 吨
,

马力 17 0 00 匹
,

航

论文与专著
,

几乎无人提及海沂舰海外起义易帜
。

速 24 节
”

52[] 52
, “

回国后
,

成为巡洋舰队旗舰
”

53[]
`。。

海沂舰作为当时中国海军舰队的旗舰却无人关注
,

甲午战争后
,

清王朝向英国订制了海沂舰
,

向德国

这至少是史学界研究的一个遗憾和缺失
。

关于海沂 定制了海天舰
,

两舰为同等规制的姐妹舰
,

但海天

舰其他时段的研究
,

也仅仅有几篇文章
,

而且全为 舰回国后
,

不久碰礁沉没
,

这样就只得由海沂舰一

通俗性文章
,

而非学术性成果
。

笔者拟在占有大量 舰独支海军主力
。

清廷派海沂舰往英国祝贺乔治五

的史料的基础上
,

钩沉史料
,

述清海沂舰异国孤海 世加冕
,

一方面是
“

以将敬意而敦睦谊
”

73[]
2 ,

另一

共和易帜的情况
,

不足之处
,

请学者指正
。

方面就是以海沂舰展示中国海军重建的成绩
,

向世

一
、

清末远航 : 海。 见出访欧 , 界展

需煞卞咒赢
自上海港出发

,

、 太平洋
、

宣统三年
, “

英皇加冕
,

大阅兵舰
” l[ 42] “ 。

英国 印度洋
、

大西洋
,

于 6 月抵达英国
。 “

海沂舰代表中

特邀中国参加典礼
,

清政府派
“

载振使英吉利贺新 国海军参加了盛大的加冕典礼
”

82[] 52
,

英王接见了

君
” 2[] `

002
,

令海军部
“

加派巡洋舰队统领程璧光率 中国代表团
,

并赠送了加冕银牌作为纪念
。

虽然当

领海沂舰前往
” 3[] 5 84

。

从当时中国的舰队代表团规 时的中国舰队无法与世界强国海军比肩
,

但就海沂

制看
,

清政府可谓极其重视
。

宣统元年
,

清政府改 舰而言
,

它算得上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巡洋舰
,

革海军军制
,

成立海军部
,

以贝勒载询为海军部大 代表中国出现于英国
,

就是向世界展示甲午战争以

臣
, “

尽收全国海军军舰于中央
,

统编为巡洋
、

长江 后中国海军重建的一个信号
。 “

礼毕
,

适墨西哥华侨

两舰队
”

45[] 39
,

同时
,

以
“

程璧光统领巡洋舰队
,

以遭拘留地官吏虐待
,

而频向清廷申诉
,

清廷因程

沈寿塑统领长江舰队
” 5[] 269

,

另设统管巡洋舰队和 璧 光在欧之便
,

命他 领舰前往 墨西 哥保护侨

长江舰队的统制处
,

由萨镇冰担任统制
。

巡洋舰队 民
”

l9[] 47
。

8 月
,

程璧光领海沂舰自英国起航
,

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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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抵达美国纽约
,

先对美国进行访问
, “

程曾至

白宫
,

渴美国 总统塔虎脱
,

并结交美国海军将

领
” l[ 。74] 。。

不久墨西哥虐待华侨事件平息
,

清廷取

消了海沂舰前往墨西哥的航程
,

改为驶往古巴慰问

华侨
。

海沂舰访问古巴后
,

经大西洋返航英国
。

清末海沂舰远航欧美
,

引起世界的关注
, `

旧本

某报云
,

海沂巡洋舰上年代表清政府赴英参列英皇

加冕礼后
,

即开往纽约
,

大为世人所注意
” l[ ` ]

。

海

沂舰的此次出航
,

既彰显了清政府敦睦谊的效果
,

受到英国国王和美国总统的高度赞许和欢迎
,

同时

又向世界展示了中国舰队重建后的风采
,

增强了世

界对中国海军的印象
,

开启了中国先进巡洋舰远航

欧美的先例
, “

中国海军至远西 自此始也
’ ,

l[ 242] “ 。

二
、

异域抉择 : 海折舰海外共和易帜

正当程璧光由美国返航英国的途中
,

191 1 年 10

月 1 0 日国内武昌起义爆发
,

湖广总督瑞微急电
,

加

派陆军劲旅与海军兵轮会剿
,

清政府为平定武昌起

义
, “

命荫昌督师赴鄂
,

讨伐革命军
,

命萨镇冰统领

兵舰
,

程允和统领长江水师同进
” [“ 69] “ 。

清末海军

中下级军官和见习生
,

都毕业于海军军校
, “

年少气

豪
,

思想纯洁
,

倾向革命
”

l3[ 62]
, “

故汉 口交绥
,

海

军军舰绝少开炮助清轰击
,

即不得已而发炮
,

亦有

意不使之命 中
,

各 兵舰旋纷 纷逃往 归 附革命

军
” l[ 46] 。 ` ,

驻沪海军首先起义易帜
,

不久萨镇冰统

领的海军主力巡洋舰海容
、

海深
、

海筹等舰于九江

起义
。

至此
,

清王朝于甲午战后重建的海军舰队 (除

旗舰海沂舰在外
,

尚未回国 )
,

基本全部易帜共和
。

海沂舰于 11 月 3 日
,

安抵巴罗
。

旋闻祖国光

复 [` 5 ]̀ 7“ ,

全体舰员就不得不面临一个
“

是坚守封建

专制
,

还是易帜共和
”

的历史性抉择
。

海沂舰能否

起义
,

在于两个层面
:
一个是上层高级军官程璧光

的态度
,

一个是中下层军官和舰员的态度
。

海 沂 舰
“

官兵 中 的一些人 早 已 参 加 同盟

会
” [ “̀ 25] 8 。

灿板三副黄忠暄在烟台海军学校期间
,

对丧权辱国的清政府深感义愤
,

就秘密参加了同盟

会
。

海沂舰抵达英国后
,

他得知武昌起义消息后非

常振奋
,

尤其了解到其叔叔黄钟瑛 (后来的南京临

时政府海军总长 )率舰队起义后
, “

立即在舰上展开

地下活动
,

争取事情就在海外易帜
,

扩大国际影

响
, ,

[̀ 76]
。

通过活动
,

黄忠暄
“

获得了舰上官兵的支

持
” [̀ 8 ]“ “ 。

额外副孟慕超和刘家浩
,

留学期间亲身

体会到西方共和民主制度的优越性
,

潜意识里就埋

下反清反专制的思想
,

认为
“

中国唯一的途径在于

推翻腐败的满清王朝
,

建立现代的共和体制
” [`916 3。

舰上官兵普遍达成共识之后
,

呼请统领程璧光率全

舰官兵易帜共和
。

国内海军各舰易帜阻力一般都来 自于各舰舰

长
,

海军高层军官
“

受封建官僚影响较深
,

甘为清

政府所用
” [̀ 7] `“ ,

但在共和的大势下
,

不得不顺应

潮流
,

赞成共和
。

然而
,

海沂舰却少有来自于高层

的阻力
。

统领程璧光与革命党渊源较深
,

程家
“

昆

弟四人
,

伯早段
,

仲恒征
,

叔恒启名璧光
,

奎光其

季也
’ ,

20[ ]62 29
。

程璧光四弟程奎光对清末丧权辱国义

愤填膺
,

有推翻清廷的想法
。

甲午战后
,

孙中山组

织兴中会时
,

程奎光便加入了兴中会
。

甲午战争爆

发时
,

程璧光任广丙舰管带参加大东沟之战
,

广丙

舰沉没
,

程璧光落职归粤
。

孙中山闻程璧光
“

郁郁

于乡
,

乃使奎光劝其兄参加义举
” ,

在程奎光的劝说

下
,

程璧光签署誓约加入兴中会 2[ ` ]`8 `
,

成了革命党
。

1905 年
,

革命党决定起义
,

程奎光负责水师之责
,

但由于起义泄露
,

最终失败
,

程奎光
、

陆浩东等被

捕牺牲
,

程璧光
“

避地南洋槟榔屿
,

得免株连
”

22[]
` 209

。

程璧光毕竟有革命的前身
,

又不满于清廷腐败无能
,

而且背负家仇国恨
,

故能毅然
“

同意领导全舰官兵
,

在海外易帜
,

支持辛亥革命
”

23[ 26] “ 。

“

中华民国
”

元年元旦
, “

海沂舰在英国巴罗因

弗内斯港举行易帜仪式
,

降下了代表清廷的黄龙旗
,

升起代表民国的五色旗
” l[ 8 ]“ “ 。

海沂舰的共和易帜

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
。

辛亥革命成功后
,

西方各

国对革命党人政权尚未认同
,

但海沂舰的易帜再一

次向西方国家彰显了中国革命的大势所趋
。

三
、

共和五色旗下海折舰回航

武昌起义后
, “

程璧光得不到国内的指令
,

滞留

英国
” 8[] 252

,

海沂舰全体舰员抵达英国后
, “

旋闻祖

国光复
,

恨无寸功
,

咸以为辱
” [24] ` 3 。

后来
,

伍廷

芳等电促回国
,

海沂舰并未立即归国
,

于是有些学

者断定他
“

迟疑不决
” ,

等待局势明朗后才归国
,

其

实这里有一个认识误区
。

节录海沂舰航海日志一则
,

就可知其中的真相
: “

十三日 ( 11 月 3 日 )
,

安抵巴

罗
,

船受风伤
,

入厂修理
。 ”

24[ 26] 可见
,

并不是海沂

舰舰员犹豫不决
,

而是迫于海沂舰舰体受损
,

入厂

修理
,

不能立即归国
。

民国元年
,

海沂舰应民国政府之命
,

5 月
, “

海

沂号巡洋舰
,

游历欧美结束
,

返抵上海
” 5[] “̀ 。

自此
历经一年多远航的海沂舰回航中国

,

后编入
“

中华

民国
”

海军舰队
,

并成为
“

中华民国
”

海军主力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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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沂舰高悬中国国旗远航太平洋
、

印度洋
、

大西洋
,

开创了中国军舰走向深海的先河
,

展现出了中国海

军洗刷国辱的勇气
。

尤其是于英国决然易帜
,

产生

了巨大的世界性影响
,

彰显了中国共和的历史大势
。

可以说
,

海沂舰易帜不再单纯地是一艘军舰的简单

易帜
,

它象征着当时整个中国海军和中华民族的形

象
。

海沂舰回国后受到北京政府的高度重视
, “

海沂

舰前往欧美各国
,

逾时一载
,

差竣回华
,

该舰员久

涉风涛
,

具见劳苦
”

25[ ]̀ 93
, “

民国肇造伊始
,

若非

量予奖叙
,

不足以资鼓励而策将来
” 2[] 669

。

北京政

府首先给舰员一个月的假期回家省亲
,

薪水按原薪

支付
,

并赏响一个月
,

共计三千六百五十九两九钱 ;

对于在此次航行中病故的四人
,

给予恤银五百元 ;

舰员仍候差遣
, “

程璧光给予二等文虎章
,

汤廷光
、

刘冠南给予三等文虎章 … …葛启昌给予九等文虎

章
” [2 ]6 7 2

,

授勋者多达几十人
。

四
、

海折舰共和易帜与历史潮流

海军学员极少
,

且满人海军学员的海军作战能力一

般
,

清政府迫于现状
,

只能先行撤换当时较大的巡

航舰海容
、

海深舰的管带
,

巡洋舰海筹因无满人海

军将才而未改动
。

海沂舰在外
,

也未有改动
。

因此
,

清政府在海军方面的集权
,

收效实际上并不大
,

反

而使满汉更加对立
。

“

鄂州起义
,

实愤于专制之流毒
,

故以民主相

号召
,

未及匝月
,

响应在十省以上
。 ’ ,

l9[ ]693 武昌起

义自陆军始
,

清末新建陆军因新式教育训练
,

革命

思潮风起云涌
。

相对新建陆军
, “

海军则不然
,

老成

持重的多
,

冒险急进者少
” l[ 416 93

,

尤其是在海容
、

海深等主力巡洋舰上
,

舰长为满人
。

随着革命声势

日益壮大
,

海军中下层舰队官兵的革命思潮被激发

出来
,

他们认识到革命绝不能
“

为几个满人管带
、

帮带所能压服
” [̀ 3 ]60

,

决不能逆历史潮流而行
,

于

是海军中下层舰队官兵达成共识
,

赞同革命
。

在舰

队中下层官兵革命情绪高涨的情势下
,

各舰舰长 (包

括海容
、

海深等满人舰长 )也不得不顺应历史潮流
,

赞同共和
。

在近代战争中
,

海军显得越来越重要
, “

海军举

足左右
,

动为全国重轻
”

24[ ]` 93
。

甲午战后
,

清政府

重建了海军舰队
,

虽然发展速度较缓
,

但大体恢复

了舰队建制
,

至辛亥革命前
,

清廷将海军划分为巡

洋舰队和长江舰队两支舰队
,

巡洋舰队 由巡洋舰海

沂
、

海容
、

海筹
、

海深
,

炮舰飞鹰
、

飞霆
,

练习舰

通济
,

鱼雷艇若干组成 ; 长江舰队由炮舰建威
、

建

安
、

江元
、

江利
、

江贞
、

江亨
、

楚同
、

楚豫等舰
,

练习舰镜清
,

运输舰南深组成
。 “

清王朝重建的弱小

海军以及新旧组成的混杂的水师
,

虽不足以对外御

辱
,

但是对内战争却是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
。 , ,

25[ 67] 8

当武昌起义爆发后
, “

( 除海沂舰在英国 )统计巡洋
、

长江舰队
,

其所属舰艇已尽数遣用
”

25[ 68] 9 ,

乃至于

荫昌认为
: “

今者海陆并进… …试问该匪其能持久

否 ?
”

26[ ]̀ 9`武昌起义初期
,

海军各舰驻守长江 口
,

确实给革命军带来了不少威胁
。

清末宣统继位以后
,

载洋监国
,

满清政府极力

加强满人的统治权力
,

对军队的控制达到了空前的

高度
。

1 9 11 年
,

清政府改革官制成立责任内阁
, “

内

阁总理奕助
、

陆军大臣荫昌
、

海军大臣载询
’ ,

27[ 55] 9 ,

陆海军权掌控于满族贵族手中
。

海军舰队
“

在革命

前也换了不少满人
” [` 970] “ , “

巡洋舰海容管带换为

喜昌
,

帮带换为吉升
,

海深舰管带换为荣续
’ ,

28[ 56]
。

本来清政府想尽量地将舰队军官换成满人
,

但由于

满人学过海军的甚少
,

昆明湖贵族学堂培养的满人

武昌起义成功后
,

海沂舰尚在由美国返回英国

途中
,

抵达英国后才知晓国内革命
。

当时国内海军

已基本共和易帜
,

当时有报刊预测
“

中国海军刻下
,

全已隶属国民政府
,

故咸谓该舰 (海沂舰 ) 将来必

反正无疑
” [“ ]

,

这种预判实质上是基于共和历史潮

流的预判
,

认为海沂舰在共和的历史大势下
,

必然

会选择共和一途
。

海沂舰于 19 12 年 1月 1 日
“

中华

民国
”

成立之际
,

在英国易帜
,

降下象征封建专制

的黄龙旗
,

升起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
,

在五色旗

下返航归国
,

其于海外易帜实质上是中国由封建到

共和转型的一个缩影
,

反映的即是共和的历史潮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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