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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海澄疆（上下册）》

内容概要

本书是中国近代海军史的研究论文集，对晚清中国海军的创建、民国海军的发展以及抗战时期海军在
香港的表现等问题进行探讨，在世界海军发展的脉络中展现中国海军发展的历程。本书搜讨了大量学
者未予注意或难以见到的中外海军史资料，运用了海军的高科技知识，发前人所未发之覆。尤其是本
书收录了很多珍贵的舰只照片，以详细的舰只数据表格和型线图，直观展现舰只设计和特征，使人耳
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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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幼垣，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曾任美国斯坦福大学、台湾大学、香港大学等校客座或兼任教职，香港
岭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讲座教授。文史兼精，著作宏富，研究以中国古典小说和海军史为主，兼治
中西交通史。代表作有：《中国小说史集稿》、《水浒论衡》、《水浒二论》、《水浒人物之最》、
《景印两种明代小说珍本序》等；合编《中国传统短篇小说选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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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海澄疆（上下册）》

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除内容外，尚有待申说者，即此集何以取名《靖海澄疆》？这是一个具反讽意味的
选择。发展海防事业以靖海澄疆为最终目标，海军是海防的主干，所树目标要应如此。无论是清季“
师夷制夷”的标语，还是抗战时期的种种口号，总离不了靖海澄疆。可是自同治末年以来，哪一件与
海军有关的事确曾带出靖海澄疆的结果来？在自民元至卢沟桥事变的好一段日子里，海军经常充当沿
海军阀抢夺地盘的工具，形象尤更成问题。本集的副题标明以“新诠”为方针，用靖海澄疆为衡量尺
度去重评中国发展海军所走过的路当合新诠之义。 这些都讲过了，还得交代凡例。 开宗明义，海军
史文章自有其特色，与一般学术文章不尽相类。要在这里说明者有四事：（一）“舰只”指军事用途
，且多数有武装的“舰”和“艇”，所属单位不一定限于海军，可以延及海关、水警等组织。 “舰船
”则包括商用船只，不过由于本书叙事的性质，这名词很少用。（二）舰船首见时，用括号交代其排
水量和建成年份（一般海军史多用下水年份，我觉得选用建成年份意义较大）。舰的建成年代，一般
都能交代；船的建成年代，则多数尚找不到。（三）记钟点用二十四小时法，如1715是下午5时15分。
（四）记炮械用口径（尽可能采制造者选用的单位，不强求易为十进单位）／身倍，如6时／35代表炮
的口径是6时，炮管长度是6时的35倍。舰船的长宽吃水和排水量如原用英制衡量，同样不强求易为十
进法。（四）另有一性质类似的项目更应在此说明。十九世纪最后三四十年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海
军所用的小口径炮械（尤其是速射炮）恒按炮弹的重量来区分，如一磅弹炮（one—pounder）、三磅
弹炮（three—pounder）、六磅弹炮（six—pounder）⋯⋯意指整个炮弹（包括弹头、弹壳、火药、引
信等）约重一磅、三磅、六磅⋯⋯。在本集所收诸文里，多的是这种例子。如强易为十进法，就唯有
说三磅弹炮的炮弹约重1，3608公斤，准教人莫名其妙，无法明白为何称之为三磅弹炮了。这是庸人自
扰的做法。更有不明就里的人称上述炮械为一磅炮、三磅炮、六磅炮⋯⋯那就等于说那些炮械整门只
有一磅、三磅、六磅重了！这种混乱导源于治史者缺乏“名从主人”的观念，以致轻率作出无谓的改
动。简单地说，凡是英美（或仿英美）来源的舰只、炮械和物件都应用英制来记录，而不该平添麻烦
地易为十进法。这样做才符合“名从主人”的治史原则。治海军史者尤应铭记这一点。起码迟至二十
世纪五十年代，度量衡用英制是世界的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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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海澄疆（上下册）》

编辑推荐

《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套装共2册)》对海军史的叙述不是仅仅以人物、事件为中心，而
是紧扣海军这一高科技兵种的特点，以舰船为核心，以详细的舰船数据、炮械数据和舰只型线图，直
观地展示出中外海军的真实兵力书中在掌握大量国内外海军史资料的基础上，在世界海军史发展的整
体脉络中，重新评价中国海军发展史。例如通过对鸦片战争时侵华英军舰队的逐个分析，发现侵华英
国海军并非所谓的“船坚炮利”，实际上兵力相当低下，而中国的战败并非不可避免，而很大程度上
是策略错误从海军专业史的角度出发，不局限于民族情绪，对中国近代海军人物进行了中肯的评价。
例如辛辣地批评清代著名海军将领丁汝昌等人缺乏海军专业知识和政治常识，愚笨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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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海澄疆（上下册）》

精彩短评

1、海军史
2、看客观论述就好，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部分会让此书大打折扣
3、内容很一般，作者对很多历史书上的观点提出了批评，这是唯一的亮点，但是就这个观点，对不
起这书的价格，白买了，一晚上翻完就不用看第二遍了，还不如不买。
4、老师推荐的。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的心愿。学术思想厚重，作者客观分析很多有名的近代史学
术作品，很有意思。
5、马幼垣雄霸，可与何炳棣、黄彰健并称“海外史学三雄”。张荫麟、王家俭、唐德刚尽被数落。
对49年后大陆海军史研究更多有批评，老辈只肯定了戚其章，新辈则赞姜鸣注释清晰、能用西方罕见
史料，赞陈悦《北洋海军舰船志》图文并茂。
第一篇谈鸦片战争时的侵华英舰，他利用外文资料涸泽而渔，是其长处，这点茅海建都相形见拙。但
其议论却也多文人臆想，比如认为应待英舰近海时万舟齐发，“一旦靠近彼舰，即可飞索攀登，短兵
攻击。”这已是茅海建批评过的文人用兵。
马老多篇文章强调日本海军的软体素质（人才、训练、纪律等）优于北洋海军。典型即是，现在海军
史著能把黄海海战的过程讲清楚，就得益于日本海军留下的详细、且依行规作的记录（按分秒记录战
程，并附以照片和详确的海战进展图）。否则，单凭中方间接片段偏颇护短的记述，根本无法说清。
6、正如陈悦所说，《靖海澄疆》是中国海军史研究中的一部标杆之作。
7、史料是满分
8、我想转让。看不下去。
9、某些考证比较确实，但总体立论还是过于武断。
10、采用的材料范围无疑是令人叹服的，部分观点也颇有启发。但是主要成果集中于对于舰队的技术
层面考证，这种做法有多大意义？抑或这就是海军史的学科特色？另外无论历史或当代人物，其行动
的结果可以评估，但其个人品质却是不宜随意臧否的。以现今之标准衡量古人，将其尽数贬为蠢货，
非治史者当所为。
11、文章很严谨,但是不适合通史类的爱好者,是一部论文集.
12、上册上半年读完，下册11月最后一天读完。良药苦口
13、买了就闲置了，书的内容枯燥，非常不好看~
14、真是专业的历史研究啊。。。
15、翻译乱七八糟，观点太过主观。给面子才不给很不喜欢的评。
16、封底说马老对资料进行了竭泽而渔式的搜索，巧合的是 ，我的院长对我的硕士论文也是这样评论
的。。。
17、注重细节、材料翔实，，考据可信
18、海军迷推荐
19、看马老先生骂人真是痛快~~~
20、没怎么看懂，当年因为台版封面口水的。
21、近代中国海军史，就是民族的奋斗史、屈辱史、辛酸史。那些“公知”和青年学生应该好好读读
本书。只是该书分上下两册，一厚一薄，不太平衡。下册较薄，是民国海军部分，且后半部全是参考
书目和资料索引，内容上较为单薄，如能合成一册其实较为合适。定价较高，利用半价优惠时果断下
手。
22、火力全开
23、中国历史必读书，无他，作者水平太高
24、买太久了竟然还没看
25、牛逼书终于大陆出版了
26、刚收到，还没读多少，其实不好妄作评论。第一印象是作者做学问的精神值得肯定，现在可能很
少了。
27、从内容上说，堪与《龙旗飘扬的舰队》相比。从文笔上说，别有一番味道。从风格上说，强烈的
个人味道让人激情澎湃。作为讲述晚清海军建设的专著，难以回避地会写到当时的政权、社会。由实
看今，苦涩异常。值得一读，值得反复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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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海澄疆（上下册）》

28、搞文学的写海军史，靠谱否？
29、老爷子脾气挺大的。。。
30、不大懂，但看到了马泰来。。。
31、专业全面认真，偏重资料性质
32、原来看过，相当不错，现在收藏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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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海澄疆（上下册）》

精彩书评

1、《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诠》，马幼垣著，中华书局，2013年3月第1版。中国近代以来
，就没有做到过靖海澄疆这四个字，直到今天也没有。愈是如此，便愈发期待。看过书后，便觉得以
前当然全然不是，今后也前路艰难。作者研究近代海军五十年，是真做学问者，摒弃一切哗众取宠，
为学扎实，多有一页中注释多过正文者，故读来有些枯燥。不过，读书还是要读些扎实之著，少些快
餐式的，否则谬种流传。比如，我一直以为邓世昌是留英那批中的一个，实则不是；一直以为大东沟
那一战仍有胜机，实则不是。作者全书一直大骂上至李鸿章下至北洋海军诸将，赠其“愚勇”二字；
以至就北洋海军撰文有错谬者也一并大批，毫不留情面。北洋海军实是晚清缩影，体制不动而修修补
补，不过脸面上做得好看，仍经不得风雨。要来的终归要来，总有抽心一烂、土崩瓦解的那一天。上
册是晚清，读得细些。下册是民国以后，便匆匆翻过了。
2、早就知道研究《水浒传》的海外学者马幼垣先生还在台湾出过一本《靖海澄疆：中国近代海军史
事新诠》，而且学界评价不错。去年我在淘宝看到时，曾想买下，但300元实在太贵，也就忍痛作罢。
好在今年我们内地的中华书局出版了此书，于是急匆匆买来。该书600多页，篇篇精品，我花了6天读
毕，一句话：“快哉！ ”　　读完后的整体印象是——马幼垣雄霸，可与何炳棣、黄彰健并称“海外
史学三雄”。因为三人都脾气比较大，对自己的专业研究相当自信，而且在史料的掌握上涸泽而渔，
相当扎实。所以，在这本论文集中，不但李鸿章、丁汝昌、刘步蟾这些海军掌事者被马老骂作“废物
”，张荫麟、王家俭、唐德刚这些名家也尽被他数落。民国天才史家张荫麟的《甲午中国海军战绩考
》被他批评“长于资料挖掘但英语不够好，海军知识贫乏”。唐德刚论史亦庄亦谐，《晚清七十年》
里说“在下没钞票也没时间，若有机会也去伦敦住它个把月，我保证把这些个小格林威治的成绩单，
翻他个娄底朝天。”可刘步蟾、林泰曾根本没有在格林威治读过书，你去哪翻成绩单啊？因此被马老
斥为“大放厥词”、“不经大脑”。王家俭更被他讥为“经常作出伟大发明的王先生”，“乱说一顿
”，“文章遍布陷阱”， “清季的海校根本没有一所取名北洋水师学堂，一个研究中国近代海军三十
多年，著述丰富，享誉弥远的学者怎么会连这类基本常识也没有！”　　马老对49年后大陆海军史研
究更多有批评，老辈只肯定了戚其章，新辈则赞姜鸣注释清晰、能用西方罕见史料，赞陈悦《北洋海
军舰船志》图文并茂。 　　 第一篇谈鸦片战争时的侵华英舰，马老利用外文资料涸泽而渔，是其长
处，这点茅海建都相形见拙。但其议论却也多文人臆想，比如认为应待英舰近海时万舟齐发，“一旦
靠近彼舰，即可飞索攀登，短兵攻击。”这已是茅海建批评过的文人用兵。 　　而且，马老鄙夷林则
徐的无知，怎么却不知道“飞索攀登，短兵攻击”本是林则徐准备好的战法之一呢？对于这一战法，
茅海建在《天朝的奔溃》一书里列出的批评理由是：清船靠近必遭重大损失；难进入专对敌舰首尾的
斜向夹角；作扇面运动将导致阵法大乱；英舰多包金属材料，即使你靠近了，鸟枪、火罐、喷筒难以
得力；英舰高，战斗中攀爬不易⋯⋯我个人是赞同茅先生观点的。 　　第二篇谈奥意利萨海战，马老
强调作战态度，将领才干、训练素质，而不是奥军的横阵如何正确，进而对北洋海军在甲午海战中采
用横阵提出批评，认为是不晓世界海军大势。可我却倾向国内主流研究的观点。北洋舰队的“夹缝雁
行阵”是当时世界海军流行的乱战机动战术相配合的上佳阵型（尽管不如日本的先进）。主要靠舰首
火力和撞角战术取胜。在战斗一开始，丁汝昌采用这种阵型，意图很明显，就是要五个小队（两两一
队）从五个方向突破、截断日军的阵型，逼迫日舰进入混战战术。一旦进入混战，北洋海军在航速、
火炮方面的劣势，都可以通过近距离肉博一般的撞击战来略微弥补。海战打响约20分钟后，北洋舰队
终于与日本联合舰队的部分老旧军舰接近到足以发起乱战战述的距离，下午1时14分，从联合舰队本队
中央的位置，北洋舰队成功突击，扰乱了敌方阵地型，导致“比睿”、“扶桑”、“赤城”从本队分
出，陷入被北洋舰队围攻的态势，日本联合舰队的指挥也一度陷入混乱。以上说明，北洋舰队的“夹
缝雁行阵”并非一无可取，开始也是成功的。但要成功发起乱战术攻击，最关系的因素就是航速。可
北洋舰队的军舰老旧，锅炉接近报废，又用着劣质煤，竭尽全力也无法获得高航速，导致乱战术发挥
得相当有限，才在下半段的战斗中被高速的日舰围者打，最重败北。　　第三篇谈亨利代沪购美制舰
骗局，针对“亨利代购的舰62年秋曾赴沪”说，马老的驳斥相当精彩。亨利62年3月才离中赴美，按照
当时航速加上逗留时间，他怎么也要秋初才到美。而且，代购舰只最大航速才4浬，横穿太平洋风险
大，从欧洲回的话要5、6个月，所以，此说在逻辑和时间上都不可能。 　　对于甲午战败，马老师似
乎更强调软体，而不是硬件，所以，在后面的多篇文章里，马老都强调日本海军的软体素质（人才、
训练、纪律等）优于北洋海军。典型即是，现在海军史著能把黄海海战的过程讲清楚，就得益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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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留下的详细、且依行规作的记录（按分秒记录战程，并附以照片和详确的海战进展图）。否则，
单凭中方间接片段偏颇护短的记述，根本无法说清。 　　茅海建曾对他一个学生说：“一定要把英语
学好！然后，赶快去学法语！你想做上海史的话现在法文档案利用率很低。如果你想要弄国际关系的
话，去越南！中法、中美都在那里打过仗，但一直没人能做多国档案的比较研究，最好的方法是去越
南留学，学越南语！”马幼垣雄霸的原因有二：一是，外语好，他弟弟又先后掌理过芝加哥大学、香
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三校藏书特丰的东亚图书馆数十载，以至有对海外海军史档案涸泽而渔的客观
条件。二是，他将尽量网络海外刊物、档案视为必须的研究程序，以详尽交代细节和史源为责任所在
，遇到编辑经费不够要删减篇幅时，情愿不发表。这种固执与曾国藩“扎硬寨,打死仗”的战法何其相
似？而何炳棣、黄彰健、茅海建也都推崇过这种治史方法，又岂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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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靖海澄疆（上下册）》的笔记-刘步蟾和东乡平八郎——中日海军两主将比较研究四题

        注释79：甲午黄海之战时，中方诸舰艘艘速度慢得惊人，让日人可以像练靶般从容射击；⋯⋯这
是整支舰队长期忽视维修之害，那些十年八载一人固定管带一舰的舰长尽职至何程度，爱国至何程度
，还用多说。这批尸位素餐，祸国殃民之辈罪孽大极，今人却因他们多在作战时被击毙，或战败后自
尽而喜封这批败类为爱国将领和优秀军官！治史定要套上民族大义不可，而非以发掘真相为务，流弊
便是如此。

2、《靖海澄疆（上下册）》的笔记-第420页

        在近年出版的中国海军史论著里，每见日本因为汪海军部长之选聘数度难产，遂以移交修复后的
“宁海”、“平海”、“逸仙”三舰为饵，引诱前国府海军部海政司少将司长许继祥出任此职，后誓
言，而汪伪没有本领追究的说法。惟因未见有关的直接纪录，而目前所见的史料则记述颇异，故暂不
宜轻信。（注：拙作《海军与抗战》，页193，亦轻信此传闻之言。）作者对自己的著作也毫不回护，
治史态度严谨。

3、《靖海澄疆（上下册）》的笔记-第12页

        学界朋友经常有一疑问。我既是个杂家，有兴趣的行头毫无相连之处，我怎能每治一题目均可达
到网罗天下资料的境界。锲而不舍，触类旁通外，我还有舍弟泰来这特别法宝。他连接掌理芝加哥大
学、香港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三校庋藏特丰的东亚图书馆数十载。我能长期取材于这些大馆不是每个
学者都有的机会和方便。马幼垣先生的弟弟马泰来，博士学历，先后师承饶宗颐、何炳棣与钱存训三
位大师。从1971年起，以学生助理身份在芝加哥开展其图书事业，先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
馆长、香港大学图书馆副总馆长与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 

4、《靖海澄疆（上下册）》的笔记-第19页

        侵华英舰数目本已奇小，复以此等落伍炮械为主要武器，实力之弱，不必再表。中国守土者掌握
时空优势，以逸待劳，就算把来犯的英海军打败得落花流水，也胜之不武。林则徐辈采弃洋就河笨计
，以致无法御侮，竟被后人誉为英明果断，评论之颠倒乾坤当以此为极。

5、《靖海澄疆（上下册）》的笔记-第2页

        海军史是专门史，除了交代史事之外，还得充分照料海军作为高科技兵种特有的项目。涉及海军
的科技以舰只为核心，写海军史不从科技的角度去交代舰只就会论文重心失调的货色。试问不解管弦
，五音莫辨者怎样写音乐史？不懂方程式者能负责化学史的编著吗？不明白金融运作者去写银行史可
以不避重就轻吗？中国海军史的撰著有八九十年历史了，刊印出来厚薄不一的书数目也不算少，但哪
一本的作者留给读者他确实明白所涉舰只的情况？哪一本不是随意用些来历不明的数据编为若干点缀
一下的表格便算交代过舰只了？哪一本确曾提供舰只型线图以及主要舰只的主炮的射程、射界、炮口
能量、穿甲力、射速等详细数据？此等海军史基本上仅在串联史事，完全不明白海军是怎样的兵种者
恒以为只要办得到排列史事（包括将领履历，海军编制之类看似颇内行，其实不外排比史料的事项）
，写出来的便足称为海军史。这与不理音乐而只管音乐家生平的所谓音乐史有何分别？没有从盲目摸
索的路走出来者，表现很难超过这层次。
此段对海军史写作提出了一个很好的标准。既是对以往撇开舰只讲海军史的著作的批评，也恰说明了
本书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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