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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洋海军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其创建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也是中国走向军事近代
化的重要标志。
它最后的全军覆没，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从此清王朝进一步走向沉沦。
所以，北洋海军的历史实际上是晚清海防建设近代化历程的一个缩影。
丁汝昌则是领导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的一位提督，与北洋海军的发展相始终，故对于丁汝昌的研究
也就成为研究北洋海军乃至甲午战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在北洋海军与晚清海防建设的过程中，有不少事件和人物的情况尚不甚明朗，给后人留下了许多
谜。
还有些问题长期存在争议，迄今仍莫衷一是。
因此，对于丁汝昌与北洋海军进行深入研究是十分必要的，也是甲午战争研究领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
组成部分。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一般项目：北洋海军与晚清海防建设：丁汝昌与北洋海军》依
据大量的中外史料文献，吸收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通过正反两方面材料的对比考证，力求从不同角
度、多层面地进行考察，使原本模糊的事件或人物的脉络基本清晰起来，以期做到还历史的真面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一般项目：北洋海军与晚清海防建设：丁汝昌与北洋海军
》共分六章，以丁汝昌与北洋海军为基本线索，从探讨丁汝昌早年经历及身世之谜入手，再到海防议
初起至北洋海军初具规模，丁汝昌督操北洋到北洋海军成军统领北洋海军，长崎事件的发生到北洋海
军第二次访日，洋员的聘用到琅威理辞职风波，师期暗泄到丰岛遭袭，黄海鏖战到北洋海军覆没等方
面进行全面论述，揭示清政府在北洋海军与晚清海防建设近代化发展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制约发展
的原因，以及北洋海军从创建、发展走向衰败的曲折历程。
　　在晚清海防近代化建设中，丁汝昌与北洋海军的创建和发展从始而终，关系密切。
通过对丁汝昌与北洋海军的研究，可以更全面地认识这段历史，科学地总结其经验教训，对我们改革
开放的今天仍然有着深刻的启迪意义。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洋海军与晚清海防建设>>

作者简介

戚海莹，山东威海人。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本科毕业、1992年起，师从戚其章先生沿史。
现为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已出版专著两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安徽史学》、《东岳论丛》、《学术研究》等
报刊上发表论文和评论多篇。
参与国家、省课题多项。
并负责国家课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中的《中国近代史·中日甲午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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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俗话说得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对于陆军来说如此，对于海军来说更不能例外。
特别是在海军训练与教育刚刚起步的晚清，一般兵舰的官弁水手得来已经是不容易的了，至于既受过
完整的新式海军教育，又有统率舰队经验的高级将领，则更是难以寻求。
李鸿章由军旅起家，对此自是体会深刻。
因此，他在物色高一级的海军将领人选时，曾多方地向有关人士请教和寻访合适的人选。
最初他任命督操的是直隶候补道许钤身，后来又想启用马建忠。
 许钤身（1840—1890年），字仲韬，亦作仲搜，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
其父许乃普，历任编修、江西学政、贵州学政、吏部尚书。
咸丰九年（1859年），许钤身奉旨内用，捐升郎中分工部行走。
咸丰十年（1860年），许钤身任知府，分发陕西，以劳绩保戴花翎道衔改省江苏，派办洋务、河工。
同治十一年（1872年），奏调来直隶，以劳绩保加三品顶戴，补缺后以道员用。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兴兵台湾，李鸿章委派许钤身赴总理衙门禀商一切，许钤身有办洋务的
经历，能操西语，熟悉中外法律，因而为文祥等所赏识。
光绪元年（1875年），总理衙门奏请预储熟悉洋务人才，许钤身是保举堪任出使人才之一。
七月二十八日（8月28日），经李鸿章推荐，许钤身奉旨加二品顶戴，派充出使英国副使。
后因中英马嘉理案交涉，未能赴任，因而许钤身留在国内协助李鸿章处理马嘉理案。
 马建忠（1845—1900），字眉叔。
江苏丹徒（今镇江）人。
出生在一个天主教徒家庭，自幼受到西学的熏陶，还学习了英文、法文和拉丁文。
同治九年（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倡办洋务，马建忠经哥哥马建勋介绍人其幕，开始投身于
洋务运动。
光绪二年（1876年），李鸿章派马建忠赴法国留学，兼做中国英法大臣郭嵩焘的随身翻译。
他在法国人巴黎政治大学学习，专攻法律、政治、外交，各科成绩优异，深得导师的嘉奖，并参加博
士学位考试，成为第一个获得法国语言学位的东方人。
两年后归国，成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主要幕僚之一，在为帮办李鸿章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
 由此可见，将这两位作为海军将领，李鸿章认为都不是理想的人选。
尽管许钤身有过办洋务的经历，但此人既五军旅经历，而且为人做事常常遭人议论。
曾有人指出许钤身行为不检点，尤其是在烟台谈判马嘉理案期间曾经泄密：“烟台之役，都人籍籍，
传说谓其漏言媚敌。
佩纶初不深信，久之佐证益多。
黄子寿（黄彭年字子寿）丈偕公同行，言及许道，至于切齿。
”自非适当人选。
接着，又命马建忠出任北洋营务处，负责督练海军事宜。
马建忠虽在法国留过学，对现代海军略有认识，但也非科班出身，更未参加过战阵，也难担当此职。
其后，他又曾一度考虑过刘铭传，但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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