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史 探秘

合
办

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
中 国 文 化 报 社

6
2010年8月17日 星期二本版责编 舒 琳 E-mail：ggkj2007@163.com 电话：010-64299522公共视野

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特别

是其间中国近代化军队的陆续组

建，清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外军

事采购。德国克虏伯公司成为清

政府军购的主要供货商之一。克

虏 伯 公 司 参 与 晚 清 军 事 采 购 活

动，使晚清的中国国防建设融入

了众多的克虏伯元素，对中国军

事近代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英制武器到德国装备

英法联军侵华、火烧圆明园

的惨痛事实，令晚清朝野越发意

识到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所带来的严重危机。于是，以“师

夷长技以自强”为口号的洋务运

动随即兴起，其中军事改革成为

最重要的部分。“坚船利炮”给洋

务派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使其

深感“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

第 一 要 务”。 正 如 李 鸿 章 所 言：

“ 中 国 欲 自 强，则 莫 如 习 外 国 利

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

之 器。”购 买 西 方 船 炮 等 军 事 装

备，以及引进相关的制造技术，成

为这场军事改革的重中之重。

清政府最初的军购对象混乱

不一，基本靠外国驻华使领引荐，

导致湘军、淮军最初的枪炮装备

制式各异、维护不便。在总税务

司、英国人赫德等人的推荐下，大

批英制枪炮兵舰纷至沓来。然而

这些装备耗资巨大、技术落伍、性

价比低。而当时的德国是军事工

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其武

器装备技术精良、质量过硬和受

聘 在 华 工 作 的 德 国 人 的 忠 于 职

守，给洋务派官员留下了良好印

象。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德国逐

渐取代英国，成为清政府军购的

主要对象，特别是德国克虏伯公

司的火炮，为清政府大量购买。

1811 年，弗雷德里希·克虏伯

（1787—1826）创办克虏伯铸钢厂，

开启了克虏伯家族企业兴起的大

幕。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经营范

围扩大到采矿、铸钢、军火生产等

领域，其制造的铸钢火炮性能精

良，在普法战争中“锋锐莫当”，行

销 40 多个国家，为克虏伯公司赢

得了“帝国兵工厂”的美誉。

德国军火输入中国始于 19 世

纪 60 年代，最早的途径是德商私

运。同治九年（1870），克虏伯公

司派员来华，受聘山东登荣水师，

操演他们所购置的克虏伯火炮。

这是克虏伯的产品和教官首次由

官方途径进入中国。其后，淮军

和湘军陆续装备克虏伯后膛炮，

组建炮营，在收复新疆和抵抗日

本侵台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火炮购置的两大渠道

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随着

克虏伯产品在华销量的激增，不

少洋行、公司纷纷争做克虏伯产

品的中介代理。德国军火商满德

最早任职泰来洋行，曾推销过克

虏伯产品，与清政府官员有过接

触，也曾代表英商怡和洋行做军

火生意。光绪十三年（1887），满

德在怡和洋行的支持下，倚仗更

有利的付款条件，击败与之竞价

的泰来洋行和斯米德公司，获得

向李鸿章兜售 16 尊克虏伯火炮的

资格。克虏伯公司为促成这单生

意，不惜额外给满德 3 厘回扣，用

来贿赂清政府官员。此后，满德

在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等人的帮

助下，获取了克虏伯高层的信任，

成 为 克 虏 伯 产 品 在 华 的 全 权 代

理。他所组建的信义洋行，也在

19 世纪 80 年代成为克虏伯产品在

华 的 独 家 经 销 商 。 光 绪 十 五 年

（1889），满德促成了克虏伯公司

20 年来在华的最大一笔交易——

价值 550 万马克的火炮装备，其中

43 万 马 克 定 金 用 于 贿 赂 中 国 官

员。正是这批装备，构成了北洋

舰队旅顺和威海卫炮台的基础。

由于清政府驻外公使们长驻

各国，了解各国情况，清政府也授

权驻外使节“就近查访”“采购外

洋 军 火”。 其 中，驻 德 公 使 李 凤

苞、许景澄、洪钧 3 人在采购克虏

伯火炮中先后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凤苞赴德任公使之前，曾翻译

过一些克虏伯炮学著作。赴德数

载，经过多次考察，他选定伏尔铿

船厂订购“定远”“镇远”“济远”等

主力舰，按照李鸿章“船坚还需炮

利”的思想，配备大口径克虏伯舰

炮，构成了北洋舰队的中坚。任驻

德公使时间最长的许景澄，较早提

出海军舰炮一律使用克虏伯产品的

主张，这一主张对当时的舰炮购置

产生了深远影响，购炮自克虏伯逐

渐成为各省督抚的共识。洋务运动

后期，一些学堂和舰船所雇的德籍

克虏伯厂技师，也多是出自许景澄

的引荐。此外，1887年至1891 年任

驻德公使的洪钧，将所有销往中

国的克虏伯产品的验收权牢牢控

制在自己手中。

洋行与驻德公使相互配合，

是所购克虏伯产品及时购运到位

的保证。但是，洋行与驻德公使

的合作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洪钧

看来，购买克虏伯产品时，应当保

证驻德公使具有订立合同的优先

权，他特别厌恶满德对销售合同

的控制。正因如此，光绪十五年

（1889），满德为威海卫购置了 16

尊克虏伯火炮，洪钧就拒不验收，

满德为此蒙受了不小的损失。

推动德国对华渗透和影响

关于淮军和克虏伯火炮之间

的关系，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值得

一提。光绪三年（1877）二月二十

四日，李鸿章奏请将淮军 114 尊克

虏伯火炮分为炮队 19 营，形成独

立的炮营编制。光绪六年（1880）

春，李鸿章对访华的克虏伯公司

全权代表卡尔·曼斯豪森承诺，淮

军今后将只采用克虏伯火炮。炮

兵地位的提升和火炮装备品牌的

统 一，当 然 有 助 于 提 升 战 斗 力。

以李鸿章苦心经营的旅顺、大连、

威海卫炮台和北洋舰队为例，至 l9

世纪 80 年代末，旅顺口已建 10 座

炮台，共 63 尊炮，其中克虏伯火炮

42 尊；大连湾已建 6 座炮台，共 38

尊炮，其中克虏伯火炮 26 尊；威海

卫已建 15 座炮台，全部装备克虏

伯火炮。显然，克虏伯火炮成为

19 世纪末清政府岸基防御的主战

武器。北洋舰队所有主力舰也都

装备了 2 至 8 尊克虏伯火炮。

克虏伯火炮的引入，对于提

升中国国防实力的作用是毋庸置

疑的。在进口大批火炮成品的同

时，洋务派官员也积极聘请德国

顾问，引进造炮技术，江南制造总

局、湖北枪炮厂逐渐具备了仿制

克虏伯火炮的生产能力。克虏伯

火炮的国产化，是中国近代军事

工业发展的里程碑之一。

克虏伯火炮的引入，也推动

了德国的对华渗透和影响。大量

德国教习进入中国的军事学堂，

大批克虏伯炮学书籍被译介到中

国，不少留学生前往德国学习深

造，大批兵工人员前往克虏伯公

司参观考察。这对中国军事教育

近代化，特别是晚清军事改革产

生了重要影响，使得清政府在军

事改革的思路上实现了由崇尚英

法到效仿德日的方向性改变。

引进克虏伯火炮的过程，也

是中国人对世界认识不断深化的

过程。至少，克虏伯火炮大量装

备海防炮台的事实证明，中国人

正在改变以内陆为主的传统国防

观念，海权意识正逐渐增强。

当然，在洋务运动过程中，军

事工业畸形发展，缺乏完整、自主

的工业体系，内忧外患的国内外

环境和封建制度的腐败，使得靠

军事采购装备起来的海军貌似强

大，却不堪一击；北洋舰队炮甲亚

洲，却 在 甲 午 战 争 中 全 军 覆 灭。

显然，这些社会政治问题不是单

靠军事采购就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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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海世博会的举办成

为海内外的一大盛事。时光倒流

百年，1910 年 6 月 5 日至 11 月 29

日，中国第一个博览会——南洋

劝业会在清末两江总督署所在地

江宁（今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

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影响均堪称华

夏“ 第一”，后人多有研究论述。

然而一分为二地理性分析看待，

首次举办如此盛大规模的商会，

尚存组织经验不足、科学发明展

品少、百姓因贫困而参观者少等

现象。

仓促筹办 开幕延期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

端方等人赴欧考察归来，两度向

朝 廷 奏 请 在 江 宁（今 南 京）举 办

南洋劝业会，“以振兴实业，开通

民 智”。 清 廷 允 准 后，遂 命 各 省

筹划本域产品参展，并委派南洋

新兵督练陈琪为劝业会总办，农

工部右侍郎杨士琪为审查总长，

太 仆 张 振 勋 为 会 长 。 宣 统 元 年

（1909 年）二 月 又 在 南 京 设 立 劝

业会事务所，具体负责会展筹办

事宜。

南洋劝业会原定于宣统二年

四月一日（1910 年 5 月 9 日）开幕，

展项内容包括教育、图书、科学学

艺器械、经济、交通、采矿冶金、化

学工业、土木及建筑工业、染织工

业、电气、农桑、园艺、卫生及医药

等 20 多个行当，累计 24 部 86 门

442 类，约有百万展品（项目）。由

于劝业会前后筹办仅有一年多时

间，举办方既要向海内外积极推

介会展，协调各地参展具体事务，

又要组织建设二三十个会展场馆

及其附属建筑设施，诸如牌楼、纪

念塔、喷水池、事务所等等，加上

当时运输、通讯、施工等客观条件

所限，工作量之巨大繁重、运作困

难程度，可想而知。因此临近劝

业会开幕时，仍有一些建筑工程

尚未完工，有的场馆虽已完工，但

内部布展仍在紧张进行，具体筹

办方因而不得不请示将劝业会延

期举行。

四月二十八日（1910 年 6 月 5

日），南洋劝业会正式开幕。尽管

比预定时间延期了 20 多天，但 20

多个展馆也仅有教育馆、工艺馆、

器械馆、武备馆、卫生馆、农产馆

和直隶陈列馆按期开馆，其余的

展馆以后才逐渐开馆待客。

政局动荡 影响会展效应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经济薄

弱，社会落后，民不聊生。南洋劝

业会虽为摇摇欲坠中晚清朝廷的

“新政”产物，欲以通过发展国民

经济追赶西方列强，巩固每况愈

下的统治根基，但因政治肌体早

已病入膏肓，仅靠举办一个盛会

就 想 挽 救 其 不 可 逆 转 的 灭 亡 命

运，显然是徒劳。

南洋劝业会汇集的展品大都

是各地的物华天宝，真正属于科

学发明创造性质的展品极少。尽

管吸引了约 30 万海内外客商、观

众前来，并且一些地方官员也借

机前来观摩取经，但所提倡的重

视工商发展等宗旨，却因封建观

念 束 缚 下 根 深 蒂 固 的“ 轻 商”习

气，并未得到较大改观。

在近半年的会展期间，偌大

的会场每日仅有几百人参会。当

时民众生活贫困，外地参会者多

以官贵、商人以及一些有钱人家

为主，普通百姓想要来往一趟，开

销大都难以承受。举办方想出不

少办法吸引人气，但百姓参会依

然并不踊跃，反而使一些流寇盗

匪想乘机骚扰，令官府不得不增

派兵员确保劝业会顺利进行。

由于官方筹办经费欠缺，不

得不采取与民商合作办展。如开

幕式当天，第 1 号入场券就是由旅

居南洋的华侨商人梁炳农出资一

万银元购得，此举实乃赞助劝业

会 之 意 。 另 据《江 苏 省 志·商 业

志》等 载，该 会 结 束 时 虽 经 统 计

“溢支银十万两”，不过“商本亏折

尤巨”；门券收入达五万银元，而

所征 700 亩土地建设会场，“地租

未有进项”。因此后来南洋华商

张 煜 南 又 以 捐 赠 十 万 银 元 的 善

举，再表支持这一盛事。

劝业会开幕以后，原本只有

二三十万人口的南京城，一度外

来人流陡增，柴、米、油、盐、菜、肉

等日用品需求量上涨，不少商贩

乘机哄抬市价，令普通百姓难以

承受。当时大街小巷中就盛传着

这样一个民谣：“公园赛会（指南

洋 劝 业 会），柴 米 大 贵 ，百 姓 受

罪，宣统让位。”果真没多久，清廷

便倾覆了。

雄姿风采今何在

南洋劝业会场占地 700 亩，共

有全国 20 多个行业、省份等分别

设馆参展，南洋群岛一些国家也

组织参展。劝业会上的馆舍建筑

汲取了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

荷兰、日本以及南洋等地风格，汇

集 在 一 起 宛 若“ 国 际 建 筑 博 览

会”，令人叹为观止，对民国时南京

建筑风格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推

动作用。场馆面积最大的是湖北

馆，其中不仅展出许多当地优秀物

品，甚至别出心裁地把黄鹤楼、赤

壁、古隆中、放鹤亭等著名景点的

复制品也搬进会场，吸引参会者。

这些馆舍原计划在以后举办

博览会时继续使用，但随着晚清

王朝垮台，中国陷入混战，会场馆

舍命运多舛，曾经作为兵营等使

用，动乱中受损严重，仅仅过了 20

年，“房舍已多废圮”。1931 年，人

们眼中的劝业会遗址“惟屋宇颓

圮难堪矣”。历经沧桑之后，如今

的劝业会故址早已面目全非，建

筑资料和遗物所剩无几，令人叹

惜。然而百年前举办南洋劝业会

的经验教训，却值得后人重视借

鉴。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

释词义的书，在《释宫》篇里有对

道路等级的分类与解释。书中的

道路示意图极有趣：方块图形代

表都邑或大城市，圆圈代表中小

城市，箭头代表道路。从都邑通

往中小城市，画一个箭头的是“一

达”，称为“道路”；一达里又岔出

一条，通往另一座城市的为“二

达”，曰“歧旁”；以此照推，如丁字

路的“三达”叫“剧旁”，

像十字路的“四达”谓

之“ 衢”，“ 五达”谓之

“ 康 ”，“ 六 达 ”谓 之

“庄”，还有“七达”“八

达”直至“九达”。

在古代，能有通达

四地的交通已经很可

观，于是冠之以“通衢

大道”，而五六达就是

“ 康 衢 大 道”“ 康 庄 大

道”。比喻有美好光明

前 途 的 成 语“ 康 庄 大

道”，大概就是这么来

的。确实，有了宽阔平

坦、四通八达的大路，

就会人员滚滚、财源滚

滚。汉代桓宽的《盐铁

论·国疾》在描述西汉社

会时就说“康庄驰逐，穷

巷蹋鞠”。但情形若相

反，就会亡国。《国语·周

语》里记载的一则故事

很说明问题：公元前601

年，周定王派大臣单襄

公出使楚国，途经陈国

时，单襄公看到道路破

败，长满野草，难以通

行，回来便和周定王说，陈国会灭

亡的。果然，不出3年，楚军攻入，

陈国亡。单襄公一语成谶。

但是，通衢大道与康庄大道

并不是想有就有的。一是必须有

地位，比如西周都邑镐京，通往各

诸侯国的路就是四通八达；二是

必须有实力，比如战国时期的魏

都大梁（今开封）、赵都邯郸、齐都

临淄，都是富裕之都，而这些国家

的路况无一不是畅达繁忙。史

载，魏国“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

夜行不绝”，大梁与陈、郑之间更

是“马驰人趋，不待倦而至”；邯郸

号称“四轮之国”；而临淄则道路

上车多到凸出车轮子的车轴都会

相互碰撞。

如果既没有地位又缺乏实

力，那就要有意识，比如秦国。原

只是为周王朝养马的秦人，偏居

西方一隅，却心怀称霸中国的宏

图，励精图治。秦国是如何强大

的？方法之一就是修路。修一条

穿越秦岭、连接关中与汉中的褒

斜道，再沿金牛道直抵成都，拿下

巴蜀，将西部两个富饶之地牢牢

掌握在手中，于是粮丰、国富、兵

强、马壮。即便统一中

国后，秦始皇也依旧不

忘道路建设，将国道铺

向一切势力可及的范

围。有个统计数字：包

括前代所修道路在内，

秦时的干线道路总里程

达到 29670 里，约合为

今天的12387公里。其

中还有高标准的、宽约

69 米的驰道 17920 里，

占总里程的一半以上。

从秦朝到汉唐乃至

各朝代，道路无不是以

首都为核心延向四方。

这种辐射、连通、开放的

道路特征，是为了保证

政令畅达、货物畅流、文

化畅播，无意中也培养

了都城的中心意识——

首善之区。都城因此成

为万众向往之地。

陕西有关内和关外

之分。所谓关，就是秦

汉时的函谷关。关内属

于首都圈，因此很是令

人向往。但是当时有严

格的户籍制，人们不能

随意迁徙。汉武帝时，一位家住

关外新安县的将军杨仆立了功要

受赏，他宁愿不要封赏，只想做关

内人。怎么做呢？把函谷关向东

迁徙，搬到新安县以东即可。于

是为了一个人的这么一个愿望，

函谷关搬家了。

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也是人

们耳熟能详的谚语。如秦驰道一

样，罗马帝国也有自己的罗马大

路，当时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

大路修到哪里，形成纵横交错的

网络。于是，在欧洲大陆，条条大

路都通向罗马，使罗马最终成了

帝国中心，外省人也是趋之若鹜，

争做首都人。

（选自《中华遗产》2010年7月）

19 世纪 70 年代后，号称“帝国兵工厂”的德国克虏伯公司走进了晚清洋务官员的视线中。淮军和湘军陆续装备克
虏伯后膛炮，组建炮营；至 l9 世纪 80 年代末，旅顺口有克虏伯火炮 42 尊，大连湾有 26 尊，威海卫则全部装备克虏伯火
炮；北洋舰队所有主力舰也都装备了 2 至 8 尊克虏伯火炮。同时，克虏伯火炮的国产化，也是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发展
的里程碑之一。

晚清国防建设中的克虏伯元素元素
唐 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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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中国第一个博览会—南洋劝业会
周安庆 张 宏

德国克虏伯兵工厂

清末南京南洋劝业会明信片

1890 年冬，李鸿章（坐轮椅者）拜访克虏伯家族时的合影。

厦门胡里山炮台一门巨炮的相关资料

克虏伯兵工厂创始人弗雷德

里希·克虏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