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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陈悦先生是我密密通信不下八年，而尚未谋面的忘年交网友。
他热情、真诚、勤快，言无不尽，说必坦然，喜分享资料，更乐于协助同道。
他俨然成了中国大陆上海军史研究活动的组织核心，串连各式人物（特别是最年青，尚在求学的一辈
）和资料，这现象的产生正是他的成功的表征。
    这尚不足解释我们何以能够长期维持越洋电邮的往还，我基本上是个独学无侣的研究者，所以如此
，部分原因是环境使然，在我转换多次的教研地区里，从未遇到对海军史的研究历久不渝地以行动支
持兴趣，既勤于发掘新资料（不以解说普用资料为满足），并视舰只和武器的追探为海军史研究的核
心部分（行头内不辨舰船和武器者充责，此二病还经常同见一身），复不甘受传统看法所困（人云亦
云，对人物和史事只识瞎捧盲吹是此行的通病），而务以揭露真相为职志（尽管真相说来并不感人，
难收政教之效），这诸多我敢以为自勉的条件会在其身上呈现的同道。
甫和陈悦接触，便发觉此等条件他全具备，这就是我们通信多年，愈谈愈起劲的原因。
新资料、新意见，在我们的信件中比比皆是，层出不穷，互励互进，双双长期丰收是很自然的结果。
    我们的看法，从月旦古今人物，评价史料，至析释事件，可说百份之九十五以上是同一口径的。
当然我们毕竟是独立的研究者，取向、选题和风格始终各异，而且我们尽量避免工作的重复，以求善
用群力去积聚行头的总成绩。
纵使如此，互助之迹还是经常能看得出来。
我判定沈葆桢像真伪的过程就处处有陈悦的贡献在，我能顺利完成美舰队两访厦门史事的追查，陈悦
的帮忙同样重要。
    说完这些背景话，就让我转往正题，向读者介绍这本绝不该错过的《清末海军舰船志》。
    陈悦的书，我本本都有，但早已说不出总数了。
他用力的范围虽恒易，选择的路线还是够明显的。
从甲午开始，而不以甲午自限，很快便能脱颖而出，不滞留其间。
继即锐意舰船自同治末年下迄今日的发展，更横涉各有关时段的人物和事件，尽数网罗，从来没有研
究者敢放眼如此长久兼宽广的领域。
    陈悦的舰船专书，前已有《北洋海军舰船志》（有分别殊大的先后两版）和《近代国造舰船志》，
这是第三本，各本范围分划的准则均够明显。
这本讲自甲午战争期间至清鼎将革时所添置之舰（包括入民国后始建成者），其中外购舰占大多数。
这些舰所以重要并不尽在它们反映清廷在甲午惨败、北洋海军整体熸师之余，力图重建海军的奋斗，
更因它们是治民国海军史者所必须认识的。
自民元至抗战终结，添舰有限，这些清遗舰多数都十分活跃，甚至出现左右沿海政权动向的情形。
种种细节，让陈悦向读此书者慢慢解说吧。
    读陈悦的书恒常会产生迅即续有新作的预期感，这次我相信陈悦依然不会让读者失望的。
                                                     马幼垣[1]                                                     2011年10月31日                                                     
于檀岛东郊宛珍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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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末海军舰船志》所做的实际是对清末海军军舰系统研究的一次初探，仅仅只是掘开了覆盖在
这段历史之上的一层浅浅浮土，初步勾勒出了这些军舰的面貌轮廓。
每型军舰的技术、建造背景、服役经历都值得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挖掘，有关这些军舰的中外档案也
需要进一步地挖掘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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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悦，1978年生，江苏靖江人，现居山东威海。
专注于中国海军史、舰船史、近代战争史的研究，著有《北洋海军舰船志》《沉没的甲午》《近代国
造舰船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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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887年6月30日，福建船政大臣裴荫森就为两广协造军舰一事专折上奏，援引南洋
水师在船政协造军舰时的先例，申请将“广”字甲、乙、丙、丁4艘大舰，以及当时同步计划以每艘3
万两银协造的“广庚”等4艘浅水炮舰的造舰总经费一并在福建船政报销款项。
按此申请，如果清廷批准“动用工料总数仍归船政报销”，则船政为协造两广军舰所垫支的费用将从
国家下拨的船政经费额度内报销。
如得到批准，那么两广仅仅支付了少量协款的这批军舰，最大的买单者实际成了清政府。
 奏上后，裴荫森意图变相由清政府来付款建造新舰的企图被户部窥破，户部以两广协造军舰的协款是
出自两广自筹的各界捐款，与两江动用官款协造南洋水师的情况在性质上完全不同，遂驳回了船政的
申请。
要求“造船价银，该大臣既与粤省自行定议，将来即由该大臣与粤省自行清算，不得于官款内先为垫
付”，成船所用的所有经费应由两广负担。
意即清政府中央财政不为两广建造军舰担负任何资金支出，倘若造舰过程中有用款不敷需要船政垫付
的，事后也因由船政自行去找两广总督解决这部分资金，与国家无涉。
 对户部的此种态度，裴荫森极为不满，此后连番上奏清廷，要求更改户部的决议，曾动情地解释福建
船政和广东的此次合作实际事关国家海防大局，并不应视为是地方上的私相授受，“粤省协造兵轮八
艘，原与外洋购买合同订价者不同，虽日捐款而成，船均为公家防海之用，与通商口岸鸠资造船、装
货贸易者更自有别，既于闽厂可资周转，复于粤洋有裨巡防，事属一家，计为两得”。
 然而最终结局是户部不为所动，事后裴荫森忿忿称“司农有意作梗”。
为何在广东协款造舰问题上，户部会做出如此表现，如果细究两广总督张之洞的北派清流出身，以及
时任户部尚书翁同稣的南派清流背景，则不难觉察到清流南北两派之间长期形成的巨大矛盾在此事中
的微妙影响作用。
当时闲居福州的清流人物陈宝琛对此事一眼看破，即看似是户部在刁难船政，实则是“难粤”。
 1888年2月13日，裴荫森致电张之洞请求援手。
一心想要为国家海防添造新舰的裴荫森，已经明了在此局面下“除非由粤筹给全价，改协为代，算无
良策”，即“广”字军舰只能采取全款代造的模式，否则无法在户部过关报销用款。
考虑到两广无力凑集购造“广”字舰的全款，裴荫森拟定了一个巧妙的处理办法。
即将“广甲”、“广乙”算作是福建船政全款建造的军舰，受两广的商调而调拨广东水师使用，如此
则2舰的造价全额申请从船政经费中报销当无问题。
此前两广协造4艘大舰的36万两银，则作为找船政全额代造“广丙”、“广丁”的造价，按照每舰20万
两银的造价总数估计，再由两广添加4万两经费，该二舰便可理直气壮由两广向户部申请报销。
其余的“广庚”级浅水炮舰，裴荫森也提议张之洞照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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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末海军舰船志》所做的实际是对清末海军军舰系统研究的一次初探，仅仅只是掘开了覆盖在这段
历史之上的一层浅浅浮土，初步勾勒出了这些军舰的面貌轮廓。
每型军舰的技术、建造背景、服役经历都值得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挖掘，有关这些军舰的中外档案也
需要进一步地挖掘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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