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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克虏伯与晚清火炮》

内容概要

《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德国克虏伯与晚清火炮 贸易与仿制模式下的技术转移》系一部研
究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德国克虏伯技术向中国转移的学术专著。在考察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
自强运动、军事变革等宏观问题的同时，重点分析了李鸿章等人主导的晚清军火贸易以及建立在仿制
基础上的兵器工业发展的得失成败，以及贸易、仿制与技术转移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全书从历史背
景、军火贸易、书本知识的输入、技术的引进与消化吸收、装备与运用等方丽，综合论述了德国克虏
伯与晚清技术转移的过程、路径及影响因素。《技术转移与技术创新历史丛书：德国克虏伯与晚清火
炮 贸易与仿制模式下的技术转移》适合科学技术史、军事技术史、中西交流史、科技政策等领域的研
究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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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烈，理学博士，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近现代技术史、传统工艺和科技战略
的研究。出版《制造一台大机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万吨水压机的创新之路》等专著，发表论
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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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火炮社会史的著作。
2、准确的说是3.5星之作（可能我的标准有点严苛），缺点在于：本书是博论，不可避免的带有较多
天朝博论惯有的略带粗放的结论式语句，特别是第六章结论部分，过于理论化，与结论的大段理论化
陈述相比，前面的技术分析就显得零散、单薄和不够深入，特别是没有我最感兴趣的技术背后的科学
理论基础的阐述。本书优点，开篇历史进程回顾颇有新意，克虏伯工厂的成长历程以及与清朝官员之
间的互动过程介绍的很详细，用了心；已经有了初步和一些较为深入的技术分析与对比，虽然分布零
散、还欠继续的深入，但总比没有的好，同时也看得到作者具备相关知识背景；对翻译书籍的考证分
析、评价是本书的第一亮点。驳斥了传统结论；对黑火药、栗色火药、无烟火药技术的引进、消化与
仿制的研究很有趣，颇有启发意义；在书中最后结论部分作者也点出了问题关键，可谓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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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本书其实是一部火炮社会史的著作，并不是单纯的火炮技术史。书中关于火炮技术性能和加工工
艺的描述确实有一些，但是并不多，不是本书的重点。本书的写法和同系列的《16~17世纪西方火器
技术的转移》正好相反，虽然同样都是火器技术转移，作者却把精力放在了转移本身的过程上，从而
将晚清学习制造克虏伯火器的过程徐徐道来，让我看到了清末中国社会的一个又一个弊端。我们知道
，中国从近代以来就落后于西方，那么，中国究竟在哪些方面落后了？首先，是科学技术，尤其是跟
军事有关的方面，因为这是最直观、最容易的一点，当时的人就意识到中国军队在武器装备上落后于
西方，所以才会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但是，落后的难道仅仅只有科技吗？当然不是，中
学历史教材一直在教导我们，科技的落后只是表象，是制度的落后才导致了这一切。但是这些不负责
任的教材却从来没有打算认真告诉我们：中国究竟是哪些制度上的落后导致了军事科技的落后，只会
空谈民主和宪政之类的。而本书则告诉了我真正的答案是什么：中国在从军事制度到军工生产管理、
武器装备采购一系列方面都远远落后了西方，所以近代以来中国的军事科技才会发展成那个样子。不
妨考虑一下，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比方说美国，要研发和采购一种新式装备，请问：美国军方会怎么
做？首先，是要考虑清楚，自己究竟需要一款什么样的装备，要采购这种装备的兵种或者是军种会根
据自己当前的战略定位对自己的能力提出要求，再根据这些要求对武器装备的性能参数做出具体的规
定。然后，军方会跟军火公司进行商谈，军火公司根据军方的要求进行预研，判断研发和大规模生产
这种武器装备在技术上有多少可行性、需要花费多少资金来研制、维护和保障有什么难度、大量装备
以后它的全寿命周期费用又是多少。军方往往会同时跟多个公司进行谈判，开展竞标，通过不断地比
较各个公司方案的优劣，最后选定一家公司的产品。而这些东西，我大清都没有。这是让人非常寒心
的一件事情，即使是那些最开放的洋务派，他们的思维也仅仅停留在“向西方购买火炮和火炮的制造
机器，再通过仿造使自己拥有制造这些火炮的能力”这个层面上，这跟两百多年前明朝那些向学习西
方火器技术时的想法没有太大的区别。新式武器的研发这种概念在他们头脑中是不存在的。而19世纪
下半叶，恰恰是军事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如果仅仅停留在仿造已经商业化的火炮上，那么即使仿造
成功，当新一代的火炮研发出来后，你就有一次落后了。如果不搞研发而仅仅只是仿造，差距会越拉
越大。清末的那些兵工厂最后的结果，确实证明了这一点。上述的例子只是一个缩影而已，还有很多
很多的例子让人无奈：洋务派多青睐克虏伯的火炮，可是为什么？纯粹只是因为克虏伯的名声大，克
虏伯的火炮更闻名而已。他们没有今天那种通过自己的需求制定参数标准，再据此认真比较各种火炮
的优劣的想法。很多武器的采购只是根据上级的意愿，而上级的意愿往往又被各种洋行和他们的推销
员所左右。而又由于这些上级往往缺乏对西方火炮技术的了解从而上当受骗。有些时候甚至会买回来
一些二手的火炮。在江南制造局仿造克虏伯火炮这块儿，问题也不少。江南制造局后来成功仿制出来
克虏伯75mm野战炮，按理说仿制成功了就应该大量生产然后装备部队。可生产速度就是上不去，一
年产量也就20门左右，只有原定年产量50门的一半。根据后来到工厂参观的西洋人士的看法，主要原
因出现在生产管理上，中国工厂的机器是非常好的，但是由于管理水平太差，所以生产效率很低。至
于说军方根据自己的需求向兵工厂反馈这种东西，毛都没有。当时的中国根本就没有引进德国的军代
表制度，火器生产出来后说不定就不符合需求而废掉了。类似的问题很多，最让人恼火的，还是那些
技术资料的翻译。中国仿造克虏伯的火炮，其实是中国的单方面行为，并未得到克虏伯的授权，类似
火炮的设计图纸这种东西那是一点都没有。中国只是买了克虏伯的火炮、机器和一些技术资料而已，
而这技术资料的翻译也出了不少纰漏。不是说翻译质量有多低劣，而是从一开始翻译的目标就弄错了
。江南制造总局设立翻译馆，目的就是为了翻译大量有利于生产的技术资料。可负责翻译的李凤苞和
金楷理却翻译了一堆火炮的验收、使用、维护和保养之类的资料。这些资料对火炮的生产作用很低，
甚至可以说没有。翻译馆于1867年创立，于1912年被裁掉。当时有人不服气，向上级抗议，说不应该
裁掉翻译馆。上级的回复也很直接：翻译馆不需要，翻译的兵书对生产也无益处，当然得裁掉。吐槽
了很多，最后说一句：大清的官僚不是蠢、不是笨，而是他们的思维还停留在过去，他们无法适应近
代军事制度的飞速发展，他们更无法胜任将原有的传统军事制度变革到现代军事制度的任务，他们甚
至可能连这个概念都没有。大清最缺的，其实还是人才，只有拥有了一群对现代军事体系有充分了解
的人，才能完成这一重任。PS:本书还有一些地方没展开细讲，晚清那些兵工厂的生产管理到底落后在
何处？为什么生产效率很低？如果能把这些地方讲透彻，这书就真的完美了。PS：不是说民主和宪政
之类的政治制度对军事和军工没有影响，而是那些制度本身属于制度中最高级的层面，比较难以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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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合适的方式是从那些跟军工生产直接相关的制度出发，通过对问题的不断剖析，层层递推，逐渐
推进到顶层制度的设计。可惜此法委实太难，所以现在最好还是先从底层制度入手。把底层做好了再
逐步往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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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德国克虏伯与晚清火炮》的笔记-第198页

        第三章很有意思，198到199页
1.李、张两个买炮，是想把制造的问题一起解决了，但是近现代的火炮哪能依样画瓢模仿就能制造，
翻译的书，基本只是使用、验收手册，系统性极其有限，和体系化的兵工制造无关（其实翻译出来后
使用的人看不看得懂都成问题，所以少不了外国顾问），主要还是靠金楷里和李凤苞翻译的，前者是
传教士。
因此对兵器工业甚至兵器使用的帮助不大（打几位大佬的脸）
2.翻译局的徐寿译书又是什么书都译，和创立翻译局的直接目的无关，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传教士，所
以后来直接被北洋给取消了

这一仿制方式带来的困扰，和现在我手边的工作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现有的处理方式也类似，应该说
天朝在100多年之间进步也是艰难和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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