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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权视角下马江海战致败因素分析及其现实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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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甲申中法马江海战是中国自有新式海军以来的第一次被迫对外作战ꎬ也
是清朝统治者实行避战求和的妥协政策以及因为落后而挨打的一个典型败仗ꎮ 虽被贴

上了“惨败”的历史标签ꎬ但马江海战对中国近代海军发展、中国近代史发展均产生了独

特而深远的影响ꎮ 在新一轮以海权竞争、海岛争夺、海洋开发为主旋律的海洋世纪的大

背景下ꎬ以海权的视角全面分析和解读马江海战的致败因素ꎬ对我当前打造蓝水海军、
推动海洋强国战略具有强烈的现实启示意义ꎮ

〔关键词〕海权ꎻ马江海战ꎻ致败因素ꎻ现实启示

一、引　 子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３ 日ꎬ由中国华艺广播公司主办的“纪念马江海战 １３０ 周

年———海权意识与民族复兴”研讨会在福州马尾马江海战古战场遗址举办ꎮ〔１〕

二十余位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与澳门的学者汇聚一堂ꎬ就如何加强当代中

国的海权意识与海上维权进行了热烈讨论ꎮ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ꎬ晚清史研究者

往往单纯地将马江海战作为中法战争的一场战役或一个阶段来研究ꎬ〔２〕 不足以

凸显其在中国船政史、近代海军发展史甚至中国近代史上的独特地位和影响力ꎮ
实际上ꎬ马江海战及其参战主体福建水师〔３〕 与中国近代海权意识萌芽(始于鸦

片战争后期)、清末洋务运动(始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福州船政的创建和发展

(始于 １８６６ 年)、近代新式海军的建立与发展(始于 １９ 世纪 ６０ 年代)等均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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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多或少的因果联系ꎬ甚至与 １８９４ 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也存在着密切的相关

性ꎮ 同样ꎬ在马江海战史研究上ꎬ当前国内文史界依然存在诸多争论ꎬ如战斗持

续了多长时间〔４〕、法军是“偷袭”还是“公然挑战” 〔５〕、法舰队司令孤拔是否在海

战中受伤〔６〕、法舰队是零伤亡还是小程度损伤〔７〕、福建前线将领张佩纶、何如璋

等人的战败责任认定及历史评价〔８〕 等ꎮ 不难看出ꎬ由于新史料的不断发掘ꎬ马
江海战史的相关研究至今仍方兴未艾ꎬ很多疑点和观点仍期待充分且真实的史

料来印证和总结ꎮ

二、马江海战对中国近代史发展进程的影响

马江海战一役ꎬ福建水师全军覆没ꎬ结局令人扼腕叹息ꎬ历史教训万分沉痛ꎮ
它直接影响着中国近代史的发展进程ꎬ尤其是对近代海军建设、海权萌芽都产生

了极大的促进作用ꎬ甚至对当代海权维护、海洋经略、海军建设也有着不少警示

和启示ꎬ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ꎮ
一是马江海战的失利促使清末社会强化对海防和海军建设的重视程度ꎬ是

近代海军建设步入良性发展的转折点ꎮ 马江海战后ꎬ福建水师损失殆尽ꎬ马尾造

船厂惨遭毁坏ꎬ东南沿海和台湾海峡的控制权落入法国之手ꎬ台湾军民抗法斗争

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地ꎮ 这些失败的苦果令清政府悔恨无比ꎬ慈禧颁布了“当此

事定之时ꎬ惩前毖后ꎬ自以大治水师为主”的上谕ꎬ要求朝廷就加强海防建设再

次进行讨论ꎬ最终形成“以精练海军为第一要务”的共识ꎮ 同时ꎬ清政府正式设

立海军衙门ꎬ〔９〕并为北洋水师订购德国钢甲舰和哈奇卡斯机关炮ꎮ 至 １８８８ 年

秋ꎬ北洋水师正式组建成军ꎬ舰艇总数达到 ５０ 余艘ꎬ计 ５ 万余吨ꎬ达到近代中国

海军海防事业发展的一个顶峰ꎮ 马江海战之败ꎬ唤醒了清末全社会重视海防、精
炼海军的意识ꎬ是近代海军建设的重要转折点ꎮ

二是马江海战是中法战争的决定性战役ꎬ它的失败直接导致清政府陷入

“不败而败”的尴尬境地ꎮ 马江海战的失败标志着清政府在中法战争东南沿海

战场的彻底失败ꎬ法军占领澎湖ꎬ进攻基隆ꎬ封锁台湾ꎬ以此为“质押”逼迫清政

府就范的战略目的已经达到ꎬ尽管此后清政府在陆路战场取得了镇南关大捷等

胜利ꎬ仍无法改变不得不与法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中法新约»的结局ꎮ 在战后商

议划界时ꎬ慈禧曾痛心疾首地说:“此番立约ꎬ实系草草了事ꎬ朝廷吃亏在无水

师”ꎬ〔１０〕并总结道:“陆路各军屡获大胜ꎬ尚能张我军威ꎻ若水师得力ꎬ互相援应ꎬ
何至处处牵制ꎮ” 〔１１〕印证了包含马江海战在内的东南沿海战场是决定中法战争

胜败的关键所在ꎮ
三是马江海战的失败客观上刺激了日本对清朝的觊觎之心ꎬ为日后甲午海

战的爆发埋下了祸根ꎮ 壬午兵变后ꎬ日本与清朝对立加剧ꎬ且日本处于力量对比

劣势ꎮ 这一时期ꎬ日本国内民权派积极要求实行对华强硬外交政策ꎬ〔１２〕 但日本

内阁和军部尚无法确认其军事力量是否能够比肩清朝ꎮ 而马江海战对日本来

说ꎬ却是一个弄清清朝军事实力特别是海军实力的良机ꎮ 在开战的第二天ꎬ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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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士官固寓泽就租船至马尾观察战况ꎬ带领日本留学生仁礼敬之等在主战场

进行实地调查ꎬ获取了详细的战报ꎬ绘制“清法两军海战示意图”ꎬ于战后一个月

呈交日本内阁ꎮ〔１３〕日本海军将官东乡平八郎甚至还专程参观了参加马江海战的

法舰ꎮ〔１４〕１８８８ 年ꎬ日本海军参谋本部编写出版了«清法海战纪略»ꎬ对战争原因、
军备对比、战斗经过、法军制胜策略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释ꎮ〔１５〕

四是马江海战的失败刺激了清末开明官僚和进步人士对政治变革的渴求ꎬ
催化了清末立宪新政的产生及辛亥革命的爆发ꎮ 马江战后ꎬ受福建水师全军覆

灭的打击ꎬ洋务派官僚、两广总督张树声临终前上奏朝廷ꎬ批评“中体西用”式的

“假革新”ꎬ提出要引进西方的议会制ꎮ 在中国引进西方议会制的观点究竟可上

溯到何时姑且不论ꎬ但张树声的事例表明通过中法战争所显现出的劣势ꎬ一部分

开明官僚和民间知识分子已开始认识到国家的强弱并不仅只取决于军事力量ꎬ
还应包括政治制度等ꎮ 洋务名士郑观应在马江海战失败后潜心著述完成了«盛
世危言»一书ꎮ 该书认为ꎬ国际关系就是“商战”和“兵战”ꎬ即处于“战”的常态ꎮ
在这样的国际关系之中ꎬ曾经可以约束外国列强行动的“万国公法”已不适用于

中国ꎬ中国自身必须富强起来ꎬ其中心课题之一就是开设议院ꎬ借此实现强国、
“制夷”、御侮的使命ꎮ 这些新思想引发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论战ꎬ最终催动

了立宪新政的实施以及辛亥革命的爆发ꎮ
此外ꎬ马江海战的历史教训和致败因素反思对当前海防海军建设具有借鉴

和启示意义ꎮ 在战略上ꎬ清政府坚守对外妥协退让方针以及避战求和政策ꎬ实施

被动防御军事战略ꎬ授敌主动ꎬ坐失先机ꎻ在战役指挥上ꎬ前线将领盲目轻敌ꎬ战
备松弛ꎬ以至于战时临阵失措ꎬ舰队失去统一指挥ꎬ战局大乱ꎻ在战术实施上ꎬ前
线将领违反海战规律ꎬ船集一处沦为炮靶ꎬ未能有效统筹海陆两军协调配合等ꎬ
这些贯穿战前战中的战略失误、指挥失当、作战失策致使马江海战结局惨痛ꎬ教
训深刻ꎬ也是为当前海防海军建设提供了警示和启示ꎮ

三、马江海战致败因素分析

马江海战的江面战斗仅持续半个小时ꎬ福建水师 １１ 艘舰船 ９ 艘被击沉ꎬ２
艘重伤自沉ꎬ阵亡将士近 ８００ 名ꎮ〔１６〕 而法舰队仅 ５ 人死亡ꎬ１５ 人受伤ꎬ军舰伤 ３
艘ꎮ〔１７〕战争结果的巨大反差ꎬ自然昭示着其中的不寻常ꎮ 实际上ꎬ战前ꎬ中法两

军各自拥有自己的有利条件ꎮ 法国舰队虽在装备和技术上占据优势ꎬ但福建水

师属于主场作战ꎬ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等优势ꎮ 若福建水师战略思路正确、
作战指导无误、作战部署得当ꎬ较好地组织和发动军民群众ꎬ则完全有可能改变

战局ꎬ甚至取得胜利ꎮ 但遗憾的是ꎬ历史没有如果ꎬ只有结果和苦果ꎮ
(一)海权意识淡薄、战略思维落后是马江海战失败的首要原因

一是传统陆权观念和“中体西用”思维严重制约清末海权意识的萌发ꎮ 中

国传统的国防思想重陆轻海ꎬ其核心是“拒止于水不如拒止于陆”ꎬ即视陆上安

全为首要考虑ꎬ海防从属于陆防ꎮ 虽然清末洋务运动已经显现出海权意识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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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ꎬ但受腐朽的封建制度所限ꎬ清朝统治者的观念难以转变ꎬ在马江海战之

前并未给予海军足够的重视ꎮ 同时ꎬ洋务运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

则严重阻碍了中国与世界思维的接轨ꎮ 其本意在于不触动封建制度、封建思想

的前提下ꎬ仅在应用的层面借鉴西学ꎬ为我所用ꎮ 李鸿章等人盲目乐观地认为

“中国文武制度ꎬ事事远出西人之上ꎬ唯独火器万不能及”ꎮ〔１８〕 “中体西用”理念

实质上是封建社会“重道轻器”文化的变体ꎬ而其反映在军事上ꎬ则变成过于重

视以谋略制胜ꎬ轻视武器装备的研发ꎻ重视外交上的合纵连横ꎬ轻视靠自身的军

事实力取胜ꎮ〔１９〕一言以蔽之ꎬ中国近代海军自诞生以来就处于重重限制之中ꎬ从
来就没有与发展海权相联系ꎬ仅仅是对西方列强炮舰政策的一种本能反应而已ꎮ

二是坚守避战妥协的防御性军事战略ꎬ致使有船不坚有兵不利ꎮ 虽然洋务

运动自我标榜“自强”和“御侮”ꎬ但当清朝统治集团陷入对外交涉、面临战争威

胁时ꎬ惯于选择退让妥协的军事策略ꎬ寄希望于委屈求“全”ꎮ 同样ꎬ马江之憾ꎬ
也正是由清朝统治集团战和犹豫不定的妥协心理造成的ꎮ 按当时的国际惯例ꎬ
外国军舰驶入别国口岸ꎬ数量不得超过 ２ 艘ꎬ时间不得超过 ２ 周ꎮ〔２０〕 另外ꎬ在中

法已经实际互为交战国的情况下ꎬ清朝统治者放任敌国舰队深入本国军事要地ꎬ
滞留 ４０ 余日ꎬ不能不算是中外战史上的奇闻ꎮ 美国历史学家马士评价认为ꎬ
“孤拔的来临使得清政府束手无策ꎮ 这并不完全是他们的实力薄弱ꎬ而是因为

在处理有关国际法的问题上ꎬ他们不知如何去做ꎬ诸如怎样叫孤拔退出港外ꎮ 这

就使船政局和所属军舰直接处在法国大炮的威胁之下ꎮ” 〔２１〕 正如西方军事家约

米尼所说:“一支军队假使采取绝对的守势ꎬ则无论它的形势是如何有利ꎬ实力

是如何坚强ꎬ终究还是被敌人赶出阵地以外去ꎮ” 〔２２〕

(二)综合国力羸弱、海军战力落后是马江海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马汉在«海权论»中认为ꎬ海权应包括海上军事力量和非军事力量ꎮ 前者包

括所拥有的舰队ꎬ包括附属的基地、港口等各种设施ꎬ后者则包括以海外贸易为

核心的ꎬ和海洋相关的附属机构及其能力ꎬ也就是国家海洋经济力量的总和ꎮ 从

物质形态上来说ꎬ海权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在海洋层面上的综合国力ꎮ
中法在综合国力和海军战力上悬殊ꎬ是马江海战之败的物质原因ꎮ 一是在

综合国力上ꎬ法国处于强势ꎬ清朝处于弱势ꎮ １９ 世纪五六十年代已完成了产业

革命的法国ꎬ不仅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ꎬ而且有着先进的军事工业ꎬ尤其是造船

工业ꎮ 马江海战前ꎬ法国已经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大强国ꎬ是钢壳甲军舰

的主要生产国和出口国ꎮ 而清朝受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所限ꎬ近代工业和交通

运输业才刚刚起步ꎬ１８６６ 年才开始建立新式造船厂ꎬ早期只能生产木壳兵轮ꎬ至
１８７７ 年才开始制造铁木合构轮船ꎬ马江海战前不具备制造钢壳甲军舰的能力ꎮ

二是参战舰队军事实力对比悬殊ꎮ 一方面ꎬ水师舰队武器装备与法军差距

大ꎮ 参加马江海战的法国舰艇总吨位为 １. ５ 万吨ꎬ超过福建水师总吨位近一倍

(法军最大的军舰排水量在 ４０００ 吨左右ꎬ而清军只有 １４００ 吨)ꎻ其动力设备均为

复合机ꎬ但水师舰船配置的是陈旧的立机、卧机ꎬ二者最大功率的差距在三至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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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之间ꎻ从火力配备看ꎬ法国舰队共有火炮 ７７ 门ꎬ多为后膛来复线炮ꎬ而水师共

有 ４５ 门火炮ꎬ除 ２ 门是大口径火炮外ꎬ其余均为小口径炮ꎬ主要是前装滑膛炮ꎬ
射程近ꎬ精度差ꎬ打击力弱ꎮ 实际上ꎬ马江战前ꎬ福建水师的技术装备较法国舰队

要落后几十年ꎮ 另一方面ꎬ福建水师兵役制度与兵员素质也较为落后ꎮ 新式海

军诞生后ꎬ受体制干扰ꎬ始终未能建立起与之相配套的近代兵役制度ꎮ 福建水师

一直实行临时募兵制度ꎬ既难保证兵员数量ꎬ更难保证兵员质量ꎮ 同时ꎬ水师平

时训练应付了事ꎬ军纪较为涣散ꎬ“船散在各省ꎬ嗜好赌博ꎬ百弊丛生ꎬ各省用以

应差转运ꎬ养而不教”ꎮ〔２３〕

(三)战役判断失误、坐失战争先机是马江海战失败的主要原因

清政府坚守避战妥协的军事外交策略ꎬ不仅不根据实际情况ꎬ指导前线扬长

避短ꎬ反而接连否定福建前线将领们提出的御敌之策ꎬ拱手将战争先机以及开战

时机的选择权让予敌方ꎮ
一是弃险不用ꎬ拒绝“塞河”阻敌御敌建议ꎮ 从闽江口到马江ꎬ全程约 ４０ 公

里ꎬ尤其是在闽江入海口处ꎬ地势非常险要ꎬ长门炮台和金牌炮台南北对峙ꎬ江面

仅宽 ３８７ 米ꎬ均在两炮台的覆盖范围之内ꎮ 守卫住该要冲ꎬ“则虽铁胁ꎬ亦难飞

渡” 〔２４〕因此ꎬ张佩纶与当时驻守长门的福州将军穆图善曾屡向朝廷请示塞阻河

口阻敌于闽江之外ꎬ但均被清政府以“和战未定”、“群疑众难” 为借口而搁

置ꎬ〔２５〕以致于门户洞开ꎬ放任敌舰队深入闽江腹地ꎮ 中法两军对峙时ꎬ张佩纶等

再次建议塞阻河口以绝敌后援ꎬ但也被清政府无理拒绝ꎮ
二是不许先发ꎬ授敌以主动权ꎬ坐失战争先机ꎮ 法舰队进入闽江后ꎬ清政府

军机处专门指示福建将军督抚ꎬ“倘有法军前来按兵不动ꎬ我亦静以待之”ꎮ〔２６〕对

此ꎬ张佩纶等都提出了不同看法ꎬ他在给总署的电报和奏折中多次强调只有“先
发”才能“制胜”ꎬ船政大臣何如璋也提出了“彼此兵船衔尾相拒ꎬ万一决裂ꎬ先发

制人ꎬ后发即为人制ꎮ 以法人横肆性成ꎬ临事必图狡逞ꎬ使各船静以待变ꎬ深恐为

敌所乘” 〔２７〕的意见ꎮ 在距开战一个月前的 ７ 月 １７ 日ꎬ张佩纶再次呈递奏折ꎬ认
为“熟审彼己利钝之势ꎬ不在敌强而我弱ꎬ实在敌狡我迁ꎬ既让以要害ꎬ复让以先

机ꎬ彼处处攻心ꎬ我种种掣肘ꎮ 兵机止争呼吸ꎬ臣固非一良其船炮之坚利而实惜

我虞备之让ꎬ谋断之歧也”ꎬ〔２８〕 对朝廷过于控制前线指挥表达不满ꎮ 但是ꎬ清朝

统治集团醉心于通过外交途径向法国妥协求和ꎬ指示张佩纶等“须奉旨”ꎮ 这就

等于彻底剥夺了福建水师根据战场态势时机发动先发制人打击的权利ꎮ
可见ꎬ在塞河与先发问题上ꎬ福建前线将领与清政府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

歧ꎬ曾发生过往返多次的争执ꎬ它实际上反映了战与和、抵抗与妥协的矛盾ꎮ 最

终ꎬ这些矛盾都不得不统一到清政府制定的总的对外方针、政策上去ꎮ 这也就是

马江海战的悲剧所在ꎮ
(四)不谙海战规律、战术处置失当是马江海战失败的直接原因

虽然张佩纶、何如璋等前线将领提出了一些可行性较强的御敌之策ꎬ其中不

乏或可改变战争结局的正确主张ꎬ但这并不意味着张、何等人就不应该承担马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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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败的责任ꎮ 相反ꎬ马江前线将领在具体的战役战术决策处置上出现的失误和

错误ꎬ才是致使水师舰队全军覆没的最直接原因ꎮ
一是盲目轻敌ꎬ违反海战规律ꎬ船集一处与敌对峙ꎮ 孤拔舰队孤军深入闽

江ꎬ处处谨慎、小心翼翼ꎬ而此举却被张佩纶等解读为法军畏惧胆怯ꎮ 不谙海事

的他们便错误地将近代陆战中军队数量多少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的规律

生搬硬套到海战上来ꎬ认为舰船多少即可决定海战的胜负ꎮ 张佩纶等判断ꎬ“彼
(指法舰)深入ꎬ非战外海ꎬ敌船多ꎬ敌胜ꎮ 我船多ꎬ我胜ꎮ” 〔２９〕 遂将原本分散各地

的水师舰船调集至马江ꎬ与法舰队对峙ꎬ以图打击法军气焰ꎮ 殊不知ꎬ在法军眼

里ꎬ“这些木制舰船ꎬ没有护甲ꎬ质地脆弱ꎬ加之船上没有机关炮和机关枪ꎬ威胁

不大ꎬ只能算是一些炮靶罢了ꎮ” 〔３０〕

二是重要军情处置迟缓ꎬ延误作战准备ꎮ 战前ꎬ张佩纶等忠实执行清政府妥

协求和路线ꎬ为避免引起法舰误会ꎬ“严禁各军舰ꎬ战期未至ꎬ不准发给子弹ꎬ并
不准无命自行起锚”ꎬ〔３１〕 不作任何战备ꎬ并禁止港内福建水师舰只移动ꎬ自缚手

足ꎮ 接到法国的开战通知后ꎬ张佩纶、何如璋等仍半信半疑ꎬ不是及时把这重大

军情向各舰下达ꎬ却还想派人打听确实消息ꎬ甚至荒唐地派人请求法军改期开

战ꎮ 最终各舰只能仓促断锚应战ꎬ被动挨打ꎬ终致满盘皆输ꎮ 福建水师与法国军

舰相持一月有余ꎬ没有理由推说不及筹备ꎻ１１ 艘军舰ꎬ另有水雷、各种小型舰只

与两岸陆营ꎬ更无理由推说“无兵、无船、无械”ꎮ〔３２〕

三是拒绝军民参战请愿ꎬ未能形成军民抗战合力ꎮ 孤拔舰队进入马江后ꎬ福
州“居民震动”ꎬ群情激奋ꎬ抗战意愿极为高昂ꎬ但无奈均被前线将领所压制ꎮ
“马江下流三十里尚干乡聚数万人上书制军请战ꎬ谓自备糇粮ꎬ杀得法人若干ꎬ
官再发赏ꎮ 制军怒斥其书ꎬ遣官镇压ꎬ谕勿乱动ꎬ动者以军法从事”ꎮ〔３３〕 “制军既

不许战ꎬ复投幼帅力请ꎬ幼帅虽不拒ꎬ亦不从ꎮ” 〔３４〕 据称ꎬ当时民众建议派人乘夜

潜水凿破敌舰ꎬ或用木筏和麻绳钩投到敌船上去ꎬ使敌船车叶子受绊ꎬ困住敌舰ꎬ
但均被张、何等否定ꎮ 同时ꎬ张佩纶还刻意压制福建水师官兵的请战激情ꎬ甚至

“严谕水师ꎬ不准先行开炮ꎬ违者虽胜亦斩”ꎮ〔３５〕

四是临阵失措ꎬ畏敌脱逃ꎬ未能组织有效反击ꎮ 炮声响起后ꎬ船政大臣何如

璋并未亲临前线指挥战斗ꎬ而是立即离开距离马尾造船厂不远的船政衙门ꎬ仓皇

出逃ꎬ当天逃至马尾以西十余里的快安ꎬ次日逃到鼓山ꎬ２５ 日逃到福州城ꎮ〔３６〕 同

样ꎬ战争爆发后ꎬ张佩纶在开战后也ꎬ惊魂失魄ꎬ弃师退至彭田ꎮ 而负责舰队实际

指挥的副将张成也在开战后跳水逃命ꎬ〔３７〕各舰失去统一指挥ꎬ不得不舰自为战ꎬ
战局顿时大乱ꎮ

(五)海军指挥体系缺失、福建水师单独迎敌是导致马江海战失败的重要因素

清政府在打造新式海军时ꎬ坚持“中体西用”原则ꎬ只重视造船“造器”能力

的提升ꎬ忽视海军战略战术思想的更新、漠视近代军事制度和指挥体系的建立ꎮ
以致于马江海战前ꎬ清政府尚未有统一的指挥机构对北洋、南洋、福建和广东四

支水师进行管理和调度ꎬ因而四支水师互不统领ꎬ派阀之间勾心斗角ꎬ均以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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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力为首要ꎮ
开战前ꎬ张佩纶等认为ꎬ如果南北洋和广东水师前来马尾助战ꎬ与福建水师

形成前后夹击之势ꎬ定可破敌ꎮ 他在给陈宝琛的书信中写道ꎬ“敌入内港ꎬ若水

陆夹击ꎬ截其后路ꎬ实可一胜”ꎬ〔３８〕又致函黄再同称:“法船在中国者仅二十余艘ꎬ
若南北师船联络一气ꎬ视敌所向而尾缀之ꎬ即吾船不敌法船ꎬ而与炮台陆军相依

附ꎬ是我三而当彼一ꎬ主客劳逸之势相较ꎬ则彼气沮而吾之理可伸ꎮ” 〔３９〕张佩纶等

前线将领也因此多次致电朝廷ꎬ要求及时调拨南北洋和广东水师的舰船前来马

尾助战ꎮ 朝廷纳奏ꎬ向南北洋大臣下达了援闽旨令ꎮ
但遗憾的是ꎬ南北洋大臣悲观地认定ꎬ中国舰队以弱舰敌法军强舰ꎬ无异以

卵击石ꎬ竟均找借口拒绝派船援闽ꎬ以保存实力ꎮ 总理衙门就援闽一事奏报朝

廷:“法兵船现已深入福州ꎬ张佩纶等迭请南北洋、浙、粤酌派兵轮策援ꎬ以为牵

缀之计ꎮ 而南洋电复:以兵轮不敷守口ꎬ实难分拨ꎮ 北洋电复:以现有兵轮较法

人铁甲大船相去远甚ꎬ尾蹑无济ꎻ且津门要地ꎬ防守更不敢稍疏ꎮ 浙省亦以船少

尚难自顾电复:均系实在情形ꎮ 惟粤省拨去两船ꎮ” 〔４０〕 也就是说ꎬ清政府几乎全

盘认可了南北洋水师拒绝援闽的理由ꎬ未作进一步的强制调遣ꎮ 实际上ꎬ近代海

战中有一个规律ꎬ即在一般的情况下ꎬ弱舰应该避免与强舰对敌ꎬ南北洋大臣可

能或多或少懂得这个道理ꎬ因而不肯将他们手中的弱舰派来与法方的强舰对峙ꎬ
以图保存实力ꎮ

四、现实启示

“以史为鉴ꎬ可知兴替”ꎮ 历史不会重复时间和情节ꎬ但却会重复规律和教

训ꎮ 只有能够从失败历史和屈辱历史中汲取教训、正视问题、善用启迪的民族才

能够洗刷屈辱、不断进步ꎮ 马江海战的致败因素ꎬ为当今中国海权战略发展、军
事思想创新等提供有益启示ꎮ

(一)强化海洋观、海权观的教育宣导ꎬ塑造全民族海权意识

马江海战之败充分体现了海权思维对陆权思维的绝对优势ꎮ 自明清开始ꎬ
中国的海权意识已经落后西方国家近百年ꎬ时至今日ꎬ依然未能达到其应有的程

度ꎮ 当前ꎬ以海权竞争、海岛争夺、海洋开发为主旋律的新的海洋世纪正在形成ꎬ
海权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 １３０ 年前的清末ꎮ 中国作为

一个传统的内陆民族ꎬ在步入新的海洋世纪时ꎬ需要的不仅仅只是先机的船舶和

技术ꎬ更为重要的是具有海洋战略思维的决策精英和高效率的执行人才ꎬ而这些

精英人才必须产生在了解海洋、熟悉海洋、热爱海洋的民众之中ꎮ 因而ꎬ如何进

一步摒弃固守陆权的传统思维ꎬ塑造具有时代特征、符合中国国情的海权意识成

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ꎮ
一是从学校基础教育和公民生涯教育入手ꎬ塑造全民全社会海洋意识ꎮ 在

海洋教育观念上坚持破旧立新ꎬ官民教育机构应大力推动海洋及海权知识的普

及教育ꎬ阐释我在海域划界、资源开发等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ꎬ逐步纠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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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在传统领土面积教育上的观念误区ꎬ推动 １２６０ 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概念写入

各阶段教科书ꎬ走进各阶段课堂教育ꎬ成为烙印在普通民众心目中的常识ꎮ 同

时ꎬ进一步完善海洋知识教育体系和学科结构ꎬ提升近代海战史和海军发展史教

育比重ꎬ让学生清楚理解“向海而兴ꎬ背海而衰”的深刻内涵ꎻ继续举办面向普通

民众的海洋教育活动ꎬ如海洋日活动、航海日活动、海军舰船开放日活动等ꎬ指导

出版海洋系列科普读物ꎬ创设海洋论坛和海洋网站、摄制海洋主题影片等ꎬ进一

步丰富学校教育和公民教育素材ꎮ
二是将海洋发展战略融入民众日常生活ꎬ将海洋文化发展纳入沿海城市建

设规划ꎮ 强化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阐释和普及ꎬ对其进行具体化、通俗化、卡通

化处理ꎬ使之成为群众看得见、读得懂、谈得来的身边事ꎬ将海洋经略态势与民众

日常生活ꎬ如汽油、燃气的价格波动相关联ꎬ从物质层面提升群众对海洋发展的

敏感性、积极性、主动性ꎮ 同时ꎬ还应将海洋文化发展策略纳入沿海城市建设规

划ꎮ 海洋文化具备开放开拓、崇尚流动、不守常规、敢闯敢拼等先进文化因子ꎬ吸
纳、融合、贯通这些积极因子ꎬ有助于提升和开拓一个城市面向海洋、守护海洋、
经略海洋的意识与视野ꎮ 沿海城市应依托海岸、海岛、海港等天然优势ꎬ充分挖

掘和激活其中的历史文化积淀ꎬ将海洋文化塑造成为城市文化、市民文化ꎬ融入

到城市发展规划和市民生活体验中去ꎬ以此带动全市民众海洋意识的提升ꎮ
此外ꎬ还应强化涉海洋事务的内外宣导ꎬ营造有利内外舆论环境ꎮ 应综合利

用多种媒体形式强化对海洋工作的内外舆论宣导ꎬ将议程设置的重点放在我国

所处海洋安全态势、重点海洋项目的规划和建设、海洋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等ꎬ在
展示我坚定不移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强决心的同时ꎬ及时全面地向国际社会阐释

海洋纠纷的实质ꎬ消弭国际舆论误解ꎮ
(二)增强管控海洋的整体实力ꎬ提升造船与“造器”能力

一是打造一支能打仗、打胜仗的蓝水海军ꎬ提高控制海洋的整体实力ꎮ 中国

近代每一场战争基本上都是从海战开始的ꎬ海军被重创或者歼灭ꎬ制海权丧失ꎬ
最终只能吞下割地赔款的苦果ꎮ 究其原因ꎬ就是因为清政府忽略了海军建设ꎮ
“有文事者ꎬ必有武备”ꎮ 当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难以奏效时ꎬ军事行动将成

为解决海洋问题的保底手段ꎮ 在面临新的海洋世纪时ꎬ我必须加速建设基于信

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ꎬ在侦察预警体系、指挥控制系统、电子对抗能力、防空反

导和反潜能力建设上下功夫ꎬ切实提升海军的战略威慑力和远洋作战能力ꎮ 同

时ꎬ还应强化海战场的规划和建设ꎬ加紧推进相关岛屿机场、港口等重大工程建

设ꎬ加强海洋气象、水文等基础环境调查测量ꎬ为未来海上维权和军事斗争提供

有力支撑ꎮ
二是构建科学合理的海洋国防工业体系ꎬ提升国家总装造船能力ꎮ “制器”

和“造船”是晚清海军近代化努力中最为重要、也最见成效的一环ꎮ 起初ꎬ这种

器物层面的努力似乎收到了较为明显的成效ꎬ然而ꎬ由于工业基础薄弱、科技水

平低下、外部环境扼杀等因素ꎬ洋务派的“制器”始终难以形成自主创新能力ꎬ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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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了“落后—挨打—模仿—追赶—落后”的恶性循环ꎮ 在世界新军事变革加速

发展的今天ꎬ我们应牢牢抓住培养高素质新型国防科技人才这一建设核心ꎬ把握

好国防科技自主创新这一战略基点ꎬ把国防科技和武器装备建设的薄弱环节作

为主攻方向ꎬ并努力在前瞻性、战略性领域实现创新ꎬ探索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

新机制、新模式ꎬ打造一批具备世界顶级造船技术、可用能用好用的海洋国防龙

头企业ꎮ
(三)推动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创新ꎬ适应信息化战争模式

一是在坚持后发制人军事战略情况下考虑先发特殊情况ꎮ 自古兵贵神速ꎬ
取胜之道在于抢占先机ꎮ 马江海战爆发前ꎬ中法当时已经互为交战国ꎬ福建水师

本可以趁闽江退潮之时首先开战ꎬ取得战争的先机和控制权ꎬ但清政府和前线将

领一味坚持“不开第一枪”原则ꎬ将战机和有利形势拱手让给敌方ꎬ最终葬送了

海权复兴的大好机会ꎮ 况且ꎬ彼时的孤拔舰队已经违反国际法ꎬ视我内河如无人

之境自由出入ꎬ在此情况下ꎬ可不再考虑“打第一枪”所带来的舆论被动问题ꎮ
当前ꎬ随着精确制导导弹等高精尖武器装备的普遍使用ꎬ在现代战争模式下

抢占先机、先发制人往往能给敌方造成很大损失ꎬ甚至能“瘫痪”敌方军事通信

和指挥系统ꎬ使其很难组织有效反击ꎬ尤其是在现代海战模式下ꎬ迟一步可能就

意味着满盘皆输ꎮ 自 ２００３ 年美国对伊拉克打出其第一例先发制人战争后ꎬ美国

本世纪所打的每一场战争无不采用先发策略ꎬ瘫痪对手指挥中枢ꎬ使其丧失还手

之力ꎮ 同时ꎬ日本也在考虑发展先发制人打击能力ꎬ保卫“西南诸岛”ꎮ〔４１〕 因此ꎬ
在当前反恐战争等新的战争模式中先发与后发界限愈加模糊的背景下ꎬ我国今

后是否可考虑在坚持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原则、坚持“人不犯我ꎬ我不犯人ꎬ人
若犯我ꎬ我必犯人”之外ꎬ适当对先发问题进行研究ꎬ使其成为有益的补充选项ꎮ
如果针对在何种条件何种态势下可以打“第一枪”以及对打出“第一枪”的后续

行动能做出明确ꎬ在涉及我重大国家利益或一些不适用后发制人的关键时刻ꎬ可
据此亮剑出鞘ꎬ用实际行动表达决心和意志ꎬ维护国家利益ꎮ

二是培养与锻炼前线指挥官的临机处置能力ꎮ 马江海战中ꎬ清政府不顾前

线指挥将领张佩纶等对敌我形势的描述和判断ꎬ无理拒绝其塞河和先发的请示ꎬ
并对前线指挥进行严格的限制和干扰ꎬ致使水师在战役尚未开始时即陷入完全

被动ꎬ最终导致错失战机ꎬ饮恨马江ꎮ 诚然ꎬ根据上级指挥机关预判战争形势ꎬ下
达作战部署和决心命令ꎬ是常规战争必须坚持的作战程序ꎮ 但现代战争中战机

稍纵即逝ꎬ很多具体的命令和指示需要由前线指挥员根据现场情况临时下达ꎮ
尤其是未来信息化战场瞬息万变ꎬ因天气、地理环境等变化带来的武器装备性

能、人员适应能力等战斗力因素变化ꎬ更加不容忽视ꎮ 因此ꎬ只有在平时进行有

针对性的训练和锻炼ꎬ使临敌指挥员面对危局能够勇于担当ꎬ做到因地制宜、随
机应变、灵活应对ꎬ从而在战场上把握主动、赢得先机ꎮ

三是进一步提升基于信息系统的体系作战能力ꎮ 马江海战中ꎬ除水师 １１ 艘

舰船外ꎬ还有岸防陆营 ２０ 营参与战斗ꎬ但由于水陆各军缺乏统一指挥以及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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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的周密计划ꎬ在水师战斗失利的情况下ꎬ陆营并未积极组织岸上防御ꎬ致使

法国海军陆战队登陆成功ꎬ不仅抢走罗星塔岸上的三门克虏伯大炮ꎬ还破坏了闽

江出海口的沿江各炮台ꎮ
时至今日ꎬ人类战争形态已经发生巨大改变ꎬ未来战争是体系作战ꎬ交战双

方竞争的是作战要素集成能力ꎬ作战能力一体化运用能力ꎮ 在此情况下ꎬ我们只

有敢于扬弃旧的思维方式ꎬ摈弃机械化战争中陈旧过时的作战思想和理论ꎬ摈弃

以陆军为主的平面作战思维ꎬ确立陆海空天电五维一体的立体思维ꎬ改变合同作

战的小协同作战思想ꎬ确立联合作战整体协调的作战思维ꎬ充分运用信息化指挥

平台ꎬ让各种协同作战行动打破时域空域的节点界限ꎬ真正实现各兵种各单位间

互联互嵌互融的体系作战模式ꎮ 因此ꎬ进一步提高部队体系作战能力ꎬ并建立与

之相应的指挥体系和训练体系成为当务之急ꎮ 今后ꎬ我既要在更高起点、更大范

围、更深层次上推进联教联训创新发展ꎬ又要在联合背景下、联合环境中、联合平

台上培养指挥人员的联合思维和联合作战指挥能力ꎮ
四是加紧探索军民融合新举措、新模式ꎮ 从马江海战的经过来看ꎬ张佩纶等

前线将领若能积极组织早已群情激愤的马江两岸民众参与抗战ꎬ或者是采纳乡

勇有关乘夜潜水凿敌舰、塞江口阻挡法军退路等建议ꎬ即便无法改变战局ꎬ但法

国舰队绝对不会胜的如此轻松顺利ꎮ 归根到底ꎬ是封建统治者天生害怕发动群

众ꎬ或对群众有着天然的轻视心理ꎮ
当前ꎬ走在新军事变革前列的国家ꎬ普遍重视军民兼容、军民结合ꎬ不断推动

军民兼容、军民结合向广度和深度发展ꎮ 美国的“军事采办”模式、日本的“以民

掩军”模式、以色列的“以军带民”模式已经较为成熟ꎬ其共同点是:高度重视把

国防和军事需求融入国家建设总体布局ꎬ在装备研制、人才培养、军队保障、基础

设施建设、信息化建设等方面实现军民兼容发展ꎮ 实现军民融合ꎬ应切实落到实

处ꎬ如探索构建军民融合式油料保障体系、军民融合式装备保障体系等ꎬ能由地

方承担的就让地方承担ꎬ能共享地方资源就共享地方资源ꎬ这样一来ꎬ军队就可

以集中精力抓训练和作战ꎮ 未来ꎬ我应加大对适应未来战争模式的军民融合方

式的探索ꎬ走出有中国特色的军民融合发展模式ꎮ
(四)制定合理可持续的海洋人才政策ꎬ加大海洋人才培养力度

海洋人才是发展海洋事业的第一资源ꎬ也是实施海洋强国战略的根本保障ꎬ
尽管我国近年海洋人才队伍建设已初具规模ꎬ〔４２〕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ꎬ在数量储

备和专业素质上仍有不小差距ꎬ与我国海洋强国战略和当前快速发展的海洋事

业对海洋人才的需求ꎬ也存在很大的距离ꎮ 因此ꎬ我应认真总结历史教训ꎬ充分

认识我国海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ꎬ立足我国的海洋发展现实需求ꎬ研究学习

发达国家在制定海洋人才政策时运用的理论、技术ꎬ使对海洋人才政策的决策与

制定越来越科学、合理ꎬ逐渐完善我国的海洋人才政策体系ꎬ为海洋强国战略提

供人才支撑ꎮ
一是树立大海洋人才观ꎬ政府主导强化海洋人才队伍建设ꎮ 国家海洋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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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将推广大海洋人才观作为一项战略任务ꎬ强化各界对海洋人才队伍建设的重

视ꎬ着力打造重点海洋人才工程ꎬ通过这些工程来起到引领、示范、带动作用ꎬ营
造良好的海洋人才工作氛围ꎮ 实施海洋人才系统工程ꎬ重点抓好海洋科技人才

队伍、船员队伍、国际组织人才队伍建设ꎬ加强海洋科技领军人才、优秀青年人才

的选拔和培养ꎬ打造优秀海洋科研团队ꎮ 继续做好公派留学工作ꎬ为培养科研骨

干和国际组织后备人才打下基础ꎮ 同时ꎬ综合利用多种媒介平台ꎬ强化海洋人才

工作宣传ꎬ吸引和招揽优秀人才投身海洋事业ꎮ
二是制定科学合理有效可持续的海洋人才顶层规划ꎮ 海洋人才政策就是国

家和各级政府ꎬ部门机关为了满足海洋事业的长久持续发展ꎬ根据我国的人才政

策和海洋政策ꎬ对涉海类人才的现状及供需情况进行分析ꎬ制定的海洋人才引

进、培养、使用、流动或激励等的政策ꎮ 我应重点分析和研究美国、日本和台湾地

区为代表的沿海国家或地区的海洋人才政策优缺点ꎬ根据我海洋事业发展和海

洋人才需求实际ꎬ从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现有的海洋人才规划ꎻ从过程层

面要明确、统一海洋人才政策的制定者、完善海洋人才政策的执行漏洞和制定建

立海洋人才政策的评估体系ꎻ从环境层面要全力营造海洋人才政策的人文、法制

和市场环境ꎬ予以全面保障ꎮ 只有在科学合理有效可持续的海洋人才顶层设计

指导之下ꎬ才能真正促进我国海洋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建设一支满足海洋事业需

求的人才队伍ꎮ
三是构建政府支持、高校培育、社会协作、军民结合的四位一体的海洋人才

能力提升模式ꎮ 政府支持主要体现在加强宣传、政策倾斜、增加专项资金等ꎬ从
而为海洋人才提升自身能力提供政策、资金等多方面的支持与鼓励ꎮ 高校培育

是提升人才能力的主要措施ꎬ加强师资队伍建设ꎬ合理的课程设置以及积极的与

国外高校加强交流合作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海洋人才的能力得以提高ꎮ 社会

协作主要体现在社会氛围的良好形成ꎬ民间资本的投入ꎬ服务性机构的建立等方

面ꎬ如设置社会性的研究机构等ꎮ 军民结合指的是在船舶操纵、维修保养等方面

培养可通用、可互转的复合型人才ꎮ 海洋的社会性研究机构可以为海洋人才提

供最新的海洋知识ꎬ各国海洋产业的发展动态、我国海洋开发现状以及不同的海

洋人才所需具备的不同能力ꎬ为海洋人才不断提升自身能力提供可靠的信息和

依据ꎮ
(五)探索两岸携手维护海洋祖产、守护海洋利益的新途径、新模式

沈葆桢巡台、马江海战以及百年海防建设史ꎬ构建了海峡两岸无法分割的经

脉、纽带和桥梁ꎮ 两岸有共同的海ꎬ有共同的海上基业ꎬ有共同的海上利益ꎬ有共

同的权益和义务ꎮ 维护海洋祖产、开发和利用海洋资源是台海两岸同胞的共同

诉求ꎮ 由于两岸当前的特殊政治现状ꎬ在两岸探索共同用海、护海、守海的方法、
途径和模式的过程中ꎬ应按照“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步骤ꎬ从经济性、事务性

议题做起ꎬ推动两岸涉海军事互信的早日建立ꎮ
一是破除两岸合作壁垒ꎬ打开在维护海洋利益、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方面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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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局面ꎮ 虽两岸携手维护海洋利益具有很强的现实性、迫切性和可操作性ꎬ但距

离真正实现合作仍有相当大的差距ꎮ 只要两岸政治对抗和政治对立依然存在ꎬ
只要两岸没有和平统一与维护整个中华民族利益的基本共识ꎬ两岸在东海、南海

问题上的合作就会面临诸如利益分歧、意识形态对抗、政治上的不能互信ꎮ 因

而ꎬ两岸应打开新局面ꎬ逐步推动两岸关系向纵深发展ꎬ在非敏感领域上实现实

质性跨越ꎮ 如在油气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海上搜救和渔业生产管理等方

面ꎬ可先进行民间层面的交流与合作ꎬ待时机成熟后再推广至政府层面ꎮ
二是以协防南海为基础ꎬ尽快建立两岸涉海层面军事互信ꎮ 两岸在南海上

的默契与合作早有先例ꎮ １９７４ 年中越西沙海战ꎬ我军东海舰队两艘驱逐舰途经

台湾海峡前往支援南海ꎬ在蒋介石的指示下ꎬ台湾军队不仅没有开炮ꎬ反而打开

探照灯ꎬ让大陆驰援军舰顺利通过ꎬ甚至还打出了“祝共军兄弟凯旋”的条幅ꎮ〔４３〕

１９８８ 年大陆南海舰队编队收复被占的赤瓜礁途中ꎬ在台湾太平岛守军的默许

下ꎬ在太平岛停留一周时间进行补给和了解敌情ꎮ〔４４〕 在两岸关系紧张的往昔尚

能如此ꎬ在两岸关系得到显著改善的今天ꎬ两岸携手维护海洋利益大有可为ꎮ 今

年 ３ 月ꎬ越南武装巡逻艇两度接近太平岛ꎬ台湾海巡署在进行驱离时ꎬ遭对方鸣

枪挑衅ꎬ台方随后也开枪示警ꎮ 尽管台军方称针对目前南海局势将加强南沙群

岛太平岛的军备物资ꎬ但如果越南来犯ꎬ台军依托现有的武器装备以及现有的驻

岛守军仍难以应对ꎮ 但只要有大陆的坚强后盾ꎬ越南一不敢轻举妄动ꎬ二即便胆

敢试水也难以讨好ꎮ 因此ꎬ在当前南海诸岛主权和资源遭外国觊觎的严重态势

下ꎬ两岸更应该携起手来ꎬ充分发挥“太平岛协防模式”的导向作用ꎬ排除美、日
等域外国家的重重干扰ꎬ尽快建立涉海层面上军事互信ꎬ共护祖产ꎬ共御外敌ꎮ

五、小　 结

汲取历史经验教训ꎬ把握当前海权竞争规律ꎬ是我们面临新海洋时代的必然

选择ꎮ 无论在培育全民族海权意识上还是在创新军事思想上都需要有超越自我

的胆略ꎬ只有勇于摒弃那些不合时宜的老经验、老做法ꎬ自觉坚持解放思想ꎬ更新

观念ꎬ才能在海权竞争中谋得先机、走得更远、收获更多ꎬ否则就会被大洋时代的

潮流越甩越远ꎬ甚至面临被淘汰的命运ꎮ
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丁一平曾说ꎬ失败历史就像一面雪亮的镜子ꎬ可以照出

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心态ꎬ也可以照出一个国家、民族的自信心、责任感和忧患

意识ꎮ 在马江海战落幕的 １３０ 周年的今天ꎬ我辈应穿越重重历史壁障ꎬ以前无古

人的决心、勇气和意志ꎬ义无反顾地走向深蓝、经略深蓝ꎬ昂首阔步走具有中国特

色的海洋强国之路ꎬ实现中华民族夙愿百年的海权梦、强国梦ꎮ

注释:
〔１〕目前学界对甲申中法马江海战的海战性质仍持争论态度ꎬ不少学者认为称之为马江战役或马江

之战为好ꎮ 本文采用福建学者陈贞寿在«中法马江海战»(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ꎬ２００７ 年 ７ 月出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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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说法ꎬ认定其海战性质ꎬ一是因为马尾是一个海港ꎬ二是因为作战主体是中法两国正式海军ꎮ
〔２〕普遍认为ꎬ从 １８８４ 年 ５ 月«简明条约»签订前后法军攻击基隆起ꎬ到 １８８４ 年 ８ 月马江海战结束为

止ꎬ为中法战争第二阶段ꎬ主要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ꎬ越南北部陆上战争也在继续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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