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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沧桑“永绩”号》

前言

　　“永绩”号军舰，从北洋水师时期一直航行到中国海军时期，它穿越了历史的河流。　　从1840
年鸦片战争，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从1888年北洋水师成立，到200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环球航
行；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1974年中越南海西沙之战；从1868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造第一艘蒸
汽动力兵轮（军舰）“恬吉”号，到1974年中国建造出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一从1874年江南机器制造
总局造出第一颗炮弹，到196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有了自己的舰载导弹“上游”号；从1911年辛亥
革命爆发，到2010年——“百年”沧桑。　　“百年”沧桑中，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从苦难、艰辛
、炮火、血泪中走向胜利、辉煌、骄傲、自豪。　　这条舰艇从1911年出生到1964年涅椠，服役中国
海军近60年，历经了大清政府海军、北洋政府海军、中华民国政府海军、汪精卫伪政府海军、中华人
民共和国政府海军，是名副其实的“五朝元老”。60年的苦难经历，“永绩”号折射出了中国海军在
百年苦难中曲折成长的艰难历程。　　在一个甲子的岁月里，它多灾多难，命运多舛，历尽坎坷，九
死一生。在这条多灾多难的军舰上，曾站立着一批经风沐雨、劈波斩浪、一往无前、百折不回的中国
海军军人。他们是：　　“永绩”之父萨镇冰；　　“永绩”号首任舰长任光宇：　　“青岛回归”
中的“永绩”号舰长蒋斌；　　武汉保卫战中的“永绩”号舰长曾冠瀛；　　第一个登上“永绩”号
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张序三；　　“永绩”号上的第一位政委陈雪江；　　“延安”号首任舰长戴
熙愉；　　“永绩”号的化名舰长钟延安。　　以上是几个“永绩”舰上的“领导干部”，让我们同
时也记住两个“普通工人”：一个是“永绩”舰的建造者李中，一个是“永绩”舰的“破坏者”孙增
善。当民族危亡、国家危亡之际，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中华民族就有这么一股浩然正气：宁为玉碎
，不求瓦全！这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工人向全世界宣示的中华民族时穷节现的悲壮丹青！　　领导中
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毛泽东，在总结中国近现代百年历史时
有过精辟论述：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无数先进的中国人，无数仁人志士，经过千辛万苦
，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但是都失败了，包括辛亥革命也失败了。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
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就是结论，这就是真理
。　　让我们通过这本书，记住这百年风浪中的一条小船——“永绩（延安）”号，让我们记住这条
船在火海中的苦难航程：北伐西征、东弹南压、抗战高歌、内战低咽、沿海作战、大海献身。让我们
记住在这条船上战斗过的、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　　从大清海军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海
军，百年的历史告诉未来：“向海而兴，背海而衰。禁海几亡，开海则强！”　　走向振兴的中华民
族希望拥抱一个博大的海洋！　　走向振兴的中华民族殷切呼唤一支强大的海军！

Page 2



《百年沧桑“永绩”号》

内容概要

《百年沧桑"永绩"号:从北洋水师到人民海军》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讲述了有一艘军舰名叫“永绩”
号，经历过大清政府、北洋政府、民国政府、汪伪政府，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在为中国海
军服役。“永绩”号为战争而生，与各个时期的风云人物、重大战役紧密相连。然而，就这样一位传
奇的历史见证者——“永绩”号，在档案馆内居然找不到一份有关他的完整资料。 通过《百年沧桑"
永绩"号:从北洋水师到人民海军》，记住这百年风浪申的一条小船——“永绩（延安）”号，让我们
记住这条船在火海中的苦难航程：北伐西征、东弹南压、抗战高歌、內战低咽、沿海作战、人海献身
，让我们记住在这条船上战斗过的、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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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圆明园、颐和园、海军衙门、北洋水师、朝鲜、日本⋯⋯这几个似乎互不相干的名词，在1894年
，因为一场战争一下子全联系起来了⋯⋯　　1894年5月23日（清光绪二十年四月二十六日），颐和园
万寿山上空的天上，飘着一层薄薄的轻云，昆明湖边，咸丰年间栽种的柳树，已有一抱之围。那恻恻
清寒剪剪风摇曳着刚泛鹅黄的柳枝，也吹皱了一湖涟漪。又一个春天来了！　　可是，慈禧老佛爷的
心情，却与这诗情画意的风景，怎么也联系不起来。　　慈禧习惯在二月初二龙抬头这一天驻跸颐和
园，到而今，已经两个多月了，明天就要移驾紫禁城了。本来，她想趁天好出来溜溜弯，因此特意选
择了西区。本来，她想看看耕织园，看看西堤，看看湖水，看看水操学堂⋯⋯本来，她今天心情还好
，可是，当她看到还在忙忙碌碌修园子的杂乱景象时，她立刻就游兴索然、雅趣无存，怒气也不打一
处喷发出来了。两个多好的园子啊！可惜，30年前被西洋夷匪一把火将圆明园烧了，一阵抢将清漪园
（1888年改名为颐和园）毁了。想到这里，慈禧心头更是隐隐作痛。　　一想起圆明园，慈禧又情不
自禁地想起来她那苦命的亲生儿子——载淳，也就是同治皇帝。载淳登基时才六岁，自然是她这个皇
额娘垂帘听政，这一“听”不打紧，竟“听”了12年。一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月二十六日，
同治皇帝才举行了亲政大典。为了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和感谢太后的“放权”圣举，同治在半年之后
的九月二十八日，就发布上谕，决定重修圆明园： “两宫皇太后保佑朕躬，亲裁大政十有余年，劬劳
倍诸，而尚无休憩游息之所，以承慈欢，朕心实为悚仄，是以谕令内务府大臣设法捐修，以备圣慈燕
憩用资颐养。”对儿子的回馈，慈禧自然是很欣喜的。可是，没想到皇帝的决定，竟遭到满朝上下一
致反对，理由是很清楚的：几十年来，清朝不断地割地、赔款，国库已经很空虚了。面对群臣反对，
同治仍一意孤行，意图也是很清楚的：一为“立皇威”：如果朕亲政后第一个圣裁就被否定，那今后
还有何威可言？！二为“尽孝道”：不把园子修好，不把老佛爷请出紫禁城，难道她还在我身后“垂
帘听政”？可是，无奈同治寿浅，在亲政后的第二年——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就病逝晏驾了。　　
“园子”的事肯定是先放下了，当务之急是解决“位子”——谁来“接班”当皇帝。刚到后台还没来
得及卸妆的慈禧，又粉墨登场到前台来了。因为同治无出，没有法定的继位人，这就为慈禧选帝留出
了大大的政治空间。她思前想后了一番，很快就将目光锁定在一个人身上，他就是咸丰亲弟弟奕□的
儿子——载湉。　　1875年1月，光绪（载活）皇帝登基，成了清朝历史上的第十代第十一个皇帝。　
　道光、咸丰年间，大清帝国两次吃亏后，同治刚登基时，朝廷真可谓是内外交困：外有夷匪犯境，
内有洪贼造反。外寇要银子，内匪要位子，洋人要她的银根，国人却要她的命根，孰可忍！于内于外
，得赶快建立大清朝海军，“借师助剿”很快成了大清朝廷的统一认识。“怎么快？”“买船最陕！
”从同治元年开始，大清政府就与英国政府谈购船，并很快签了购13艘军舰的合同。“没有人怎么办
？”“聘外国人！”结果稀里糊涂聘了个曾经两次打过中国人的英国军舰“狂暴”号上校舰长阿思本
。更糟糕的是，代表大清政府签合同的是任中国海关总税务的英国人赫德，结果是英国人跟英国人签
合同，自然考虑的是英国政府的利益。于是，舰队组建后，怪事就发生了：“管理公司”总经理阿思
本不听“业主单位”清朝政府的，只听“派出单位”——大英帝国女皇陛下的，这自然是弄不下去了
。于是，现有固定资产——军舰作价拍卖，“公司”注销，人员散伙。清政府为组建这支舰队，先期
支付了173.2万两银子，卖船所得106.8万两银子，这一进一出白交了近70万两银子的“学费”。　　既
然“引进设备”、“引进人才”都不行，那就还是走“国产化”的道路一自己造船吧。曾国藩不是造
出过“黄鹄”号吗？于是，从同治七年（1868年）成功建造第一艘兵轮“恬吉”号开始，江南制造总
局在以后的近20年时间里，造了“恬吉”、“操江”、“测海”、“威靖”、“海安”、“驭远”、
“金瓯”、“保民”等近十艘兵轮。有了船，还得有人呀，当时，与江南制造总局齐名的还有左宗棠
领导的福州船政局，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上奏朝廷，请求设立福州船政学堂，朝廷同意后于次
年正式开学。这是大清朝的第一所海军学校。后来闻名于史的清朝海军将领刘步蟾、叶祖硅、邓世昌
、方伯谦等，皆出于此。船也有了，人也有了；清朝海军该这样发展下去了。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一个突发事件，打乱了大清朝龙旗飘扬舰队的阵法。　　1873年3月，四个日本人在海中乘船时遇浪翻
船，后漂游到台湾岛登陆，当地居民不但善意地救了他们，还将他们完好地送回日本。可日本政府却
反咬一口，说四人在台遭劫，要去台湾“寻找”施暴者——慈禧是不知道了，60年以后，日本人又在
卢沟桥“走失人”啦，又在宛平城“走失人”啦，所以也循惯例要出动军队去“寻找”。一年舆论准
备后，1874年5月，一支日军海军舰队在台湾南部登陆。这时的日本海军装备中，除木质军舰外，已有
铁甲战舰了。　　而这一年中日本所做的一切，清政府竞一无所知，直到日本人登陆台湾后好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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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知道自家院子里进狼了。接下来的事就更匪夷所思了：为了把日本人“请”出去，中日两国政府经
过数番谈判，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北京专约》，又名《台湾事件专约》。等于承认了日本对琉球
的“保护”是合法的！要说慈禧不怒不气那不是事实，但她更知道非不战，是不能战也！ “明知彼之
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若战“自问殊无把握”。　　日本侵台，既刺激了清政府，也刺激了大清
海军。 “强大海军”已成朝野上下一致的呼声，自己造船，何年何月？赶快买船，时不我待。于是，
以李鸿章为首的北洋海军，以沈葆桢为首的南洋海军，都一窝蜂地向外国订购军舰。势逼情切，难免
病急乱投医，1875年到1880年左右，李鸿章花了150万两白银，一口气向英国买了ll艘小型炮艇“蚊子
船”。服役后，才发现这种近岸防守的小炮艇，速度慢，炮的口径小，根本不适用或不能用。150万两
银子，又打了水漂——银锭太沉，比重比水大，还漂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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