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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

前言

经常有人问我，何时起对北洋海军和甲午战争的历史发生了兴趣，我也经常会讲述一段中学时代挥之
不去的记忆。    在将近20年前的靖江县中学，历史课上到了《甲午战争》一课，当天历史老师因故缺
席，由一位别科的老师代课。中学的历史教育，基本属于照本宣科。特别的是，在讲完书本上这课的
全部内容后，代课老师说起了老电影《甲午风云》。在那时，同学们对于甲午战争的直观印象，无疑
都来自于这部电影。不过这位老师说得不同寻常，大意是说电影中的很多情节都依据自当时北洋海军
里一位外国人事后作的回忆录，而这类回忆录所述真实与否，其价值需要通过研究才能判断，同学们
如果有兴趣，将来不妨寻找原文自己分析云云。    说者可能无意，听者有心。这一席话，让我记住了
有本北洋海军洋员写的回忆录。同时，对历史研究的方法，以及对史料的追寻，产生了懵懵懂懂的最
初印象。    这本回忆录，就是戴乐尔所著的PuLLING sTRINGS IN CHINA（直译《在中国牵线》）。    
戴乐尔（William Ferdinand Tyler），1865出生于英国，青年时作为后备军官随英国“中国舰队”来华
，后转入赫德主持下的中国海关，长期在缉私舰船上服务。1894年受雇进入北洋舰队，亲历了黄海海
战、威海保卫战等重大事件。北洋舰队覆灭后，戴乐尔重回海关任职，此后一直为中国服务到1920年
才最终回国，期间又经历了诸如辛亥革命、孙中山二次革命、中国参加一次世界大战等等重大事件
。1928年，戴乐尔在故乡默默去世，生前所作记录在华经历的PULLING STRINGS IN CHINA一书
于1929年正式出版。    几乎是第一时刻，这本书便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注意。以古代史研究见长的青年
学者张荫麟留学美国期间读到了该书，对书中记述的甲午往事发生浓厚兴趣。1931年，张荫麟将书中
涉及甲午战争的部分进行节译，刊载于国内出版的《东方杂志》，正式介绍进中国。归国后，张荫麟
又以戴乐尔回忆录为主要参考材料写成学术论文《甲午中国海军战迹考》，1935年初在《清华学报》
发表。该文是目前所知的甲午战后中国第一篇关于这段历史的学术论文，一经问世便引起了颇大关注
。    晚清创建的北洋海军，是中国近现代化海军的渊源之初，其兴衰成败在近代史研究上处于热点位
置。但自北洋海军甲午之战覆师后，几乎所有幸存的中方人员都对这支舰队过往的故事三缄其口，惟
有的一点点回忆性史料多来自于当时担任顾问、教习等职务的外籍人员。然而这些史料又多是单篇的
文章，不仅数量少，篇幅也较短。因而，借着张荫麟的介绍，在北洋海军中曾任重要职务的戴乐尔回
忆录，立即在国内学术圈中声名洋溢。    1957年，中国史学会主编的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出
版，张荫麟节译的戴乐尔回忆录被冠以“泰莱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的篇名列入其中。《中日战争》
丛刊是甲午战争史研究的基础性史料汇编。由这套书传播，张荫麟节译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甲午战争
史学界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影响甚至直达于电影银幕。不过囿于种种原因，涵盖了三十年中国往事
的戴乐尔回忆录，在国内学术界始终只是被关注其中涉及甲午战争的一段。而学界又多使用张荫麟的
节译本，原书则鲜有人注意。    2006年，海外著名海军史学者马幼垣先生不惮劳烦，将戴乐尔回忆录
原版全书分三次陆续复印，从万里之遥的夏威夷寄来威海，使我得以首次一窥戴氏回忆的原貌，终于
圆了年少时的梦想。    从夏威夷大学荣休的马幼垣教授，治中国海军史以善将中西史料融会贯通、对
比印证而著称。马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因为翻译的时代局限和译者当时的功力问题，张荫麟节译
的戴乐尔回忆录存在有误译、漏译等诸多问题。    当时正在孜孜以求考证中日黄海大海战战场细节的
甲午战争研究者张黎源先生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迹象，勇于担起重译戴乐尔回忆录中甲午部分的重任
。2009年，北洋海军成军一百二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威海召开。会议间隙，我与张黎源先生以及北京
大学硕士研究生吉辰先生再度聊起戴乐尔回忆录，提议不以张荫麟当年所译的范围为满足，而将戴乐
尔回忆录全书译出。此后两位译者在忙碌的工作、学习之余，利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在2010年完成了
全书的翻译，此时距离张荫麟节译版的传世已近80年。    翻译过程中，张黎源、吉辰先生展现出了严
谨的学术风格和扎实的西文功底。戴乐尔本人缺乏良好的初级教育，所写的文字语法较为混乱，很多
段落文意模糊。他们往往为核对一句话的含义而费劲思量，反复讨论，对戴乐尔回忆录中涉及的大量
专业名词、人名、地名等，均做了仔细的考校、确认。为使该书更易阅读，两位译者还做了大量的注
释工作，贡献良多。《戴乐尔回忆录》中译本无论在内容完整性还是学术性方面，都已大大超过了张
荫麟的前译。    《戴乐尔回忆录》中译本出版，使得这本并不易得的著作有了一次在作者第二祖国普
及的机会。因为是完整版全译，这本书将不局限于甲午战争时代的故事。戴乐尔亲身经历的其他重大
史事，都历历可见地呈现到了今天的国人面前。我们可以通过一位英国人的眼睛，去观察那个时代中
国的方方面面。    同时，对于学术界而言，《戴乐尔回忆录》中译本的出版无疑是一桩史料整理的新
成果。可以预期，这本书的面世，将会对甲午战争史的研究产生一股推动力，并给近代史学者提供若

Page 2



《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

干参考。    再次感谢张黎源、吉辰先生的工作，同时也感谢文汇出版社慧眼识英，让这本书得以顺利
出版。    最后，谨借此纪念那位北洋海军的洋员戴乐尔。    陈  悦    2010年11月14日于山东威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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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

内容概要

《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1889-1920):戴乐尓回忆录》内容简介：从1889年来华到1920年的三十年里，戴
乐尔在中国亲历了大东沟海战、威海卫之围，接触过从达官显要到民夫海盗等各色人物。在这本回忆
录里，他有话直说，将在华的所见所闻一一道出，从一个置身事中又游离于利害之外的角度，发表了
对当时军方、官场，以及民间人和事的看法和理解。是一份对当时中国社会难得的独立观察，其对甲
午海战的记述，成为上世纪以来海内外研究甲午战争的重要史料。《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1889-1920):
戴乐尓回忆录》是戴乐尔回忆录的首次全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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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

作者简介

戴乐尔(William Ferdinand Tyler，1865-1928)，1 889年随英国“中国舰队”来华，旅居中国三十余年，
长期9供职于中国海军和中国海关，见证了中国海军的创建和早期发展，并亲身参与中日黄海海战以
及威海保卫战。1929年，其生前所作记录在华经历的PULLING STRINGS IN CHlNA一书出版，成为研
究甲午战争的重要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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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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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我不记得感到过害怕，或许是寒冷、阴湿——有一面舷窗被撞破了——和极度口渴的
折磨让我无暇多想。痛苦让我们把手放在我朋友的《圣经》上发誓，再也不出海了。就在那时，在海
浪咆哮和残片撞击的响声之间，传来了锚缆断裂的声音。我们没听到第二根锚缆的断裂，是大副在首
楼上尖厉的喊声让我们知道的：“到船尾来，你们这些该死的混蛋，十分钟之内我们都得去见上帝！
”我们在挨揍之前跑到了船尾，这时船已经随波逐流了，而且船里进了一点水。然后，我们在沙洲上
搁浅了。浪头把我们抬高放低，就像是我们自己跳高十英尺左右一样。我们现在都在饭堂里。大伙儿
嚷嚷着要喝酒，但是没法弄到。斜眼的大副以渎神的口吻发誓，如果这次得救的话，一定要过更好的
生活。船长挂念着他已指挥过多年的船，念叨着：“可怜的老姑娘！可怜的老姑娘！”船每次发生撞
击，那个引水员就给我们“打气”，说这些流沙已经葬送过太多船只了。不过天佑或者说好运终于降
临到了我们头上。涨潮开始后，我们被托离了流沙的脊。到了黎明，我们出乎预料地发现自己有救了
。同时，我们还看到在海湾里有些小黑点，或许那是一打失事海船的残骸。有记载说，沉没的船只枕
藉相望，其上的人员损失也很严重。这是一场很著名的风暴，1884年大风暴。当风暴平息后，我们坐
一艘救生艇上了岸。到了晚上，我们徒步走到了几里路之外的南港。我们知道，第二天早上涨潮时，
我们的船会被抬高。于是我们雇了一辆双马拖曳的货运马车，在拂晓时赶到了那里，以便赶在打捞人
员到达之前追回我们的损失。有个说话客气、穿着体面的男人说可以替我们找个住处，结果他把我们
领到了一家妓院。我们一时被这里惊呆了，一回过神来，我们便逃离了那个危险而令人厌恶的地方。
在日记里，我发现了这段记载：“我们被带进了一家饭馆，但是没发现我们想要的，就离开了。”—
—这真是一段轻描淡写的奇文，一段斯斯文文的记录，很明显，它出自一位维多利亚时代早期的青年
之手。然后，尽管我们衣冠不整——穿戴的是套头毛衣、工装裤和高筒橡皮靴，没有大衣和帽子——
我们还是大胆地在晚餐时分走进了皇家旅馆，并且受到了热情的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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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

后记

案头的这本书终于译毕，我们总算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这本出版于1929年的著作，其实在问世两年
之后就有了中文节译本。当时，史家张荫麟先生正在美国留学。他将本书中讲述北洋海军与甲午海战
的第二章一部分与三、四两章译出，题为《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8卷第6号
（1931年3月出版）上。此后，这篇译文一直被国内学者视为研究近代海军史、甲午战争史的重要史料
，多见引用。但是，张先生由于对海军并不晓畅，再加上采取了较为古雅而简洁的笔法，其译文中颇
有妨害原意之处，且有一些漏译和错译。因此在2006年，译者之一的张黎源开始重译这一部分，作为
研究的参考。2010年夏，经由北洋水师网站站长、海军史研究会会长陈悦先生的提议，我们两人开始
翻译全书。具体分工为：吉辰负责第一、二、八、九、十、十四、十五章与附录B—E，张黎源负责第
三、四、五、六、七、十一、十二、十三章与附录A，最后由吉辰统校全稿。    应该说，这本书并不
好译。首先，戴乐尔并未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他的文字并非典雅的英文，往往有表意不清、晦涩难
懂之处。而且，书中有多处涉及航海知识、海关制度等十分专门的问题，更不必说需要落实一系列史
实、地名与人名了。在翻译时，我们总是一边译一边查证，其繁琐辛苦可想而知。    在此，我们愿意
向读者报告一下本书的几个翻译原则：其一，为了便于查核，书中出现的外国人名、地名、船名、书
名除个别之外，均附上英文原名。其二，对于外国人名，尽量使用本人自订汉名或当时使用的汉名，
以符合名从主人的原则。其三，书中的清朝官衔军衔，作者一般使用西方名词，如“上尉”（Captain
）之类。对此，我们尽量还原为中文原名，并注出原文。    同时，我们做了一些必要的加工工作：在
原注之外，我们又做了一二百条译注，以便读者理解；原书没有配图，我们搜集了数十张相关图片，
以便提高阅读的趣味；我们还搜集了一些有关作者戴乐尔的中文史料，列为“杂录”附于书后，以便
更加全面地了解戴氏其人。    还有几处需要说明的地方。戴乐尔（William Ferdinand Tyler）的汉名，
张荫麟先生最初译为“泰莱”，但此名并不见于中文文献。近年来，学界一般使用“戴乐尔”之名。
以译者所见，此名用于戴在北洋海军任职期间，而在其他一些场合，一般写作“戴理尔”。为了方便
，本书仍然写作“戴乐尔”。    另外，当时还有一位外国人的汉名叫作戴乐尔，并且与本书作者一样
曾在中国海关工作。此人的英文名是Francis Edward Tylor，请读者注意不要混淆。    戴乐尔在书中所述
，多可得到其他史料的证实，但也不免有夸大其词或歪曲事实的时候。譬如，在记述任职顺直水利委
员会的经历时，戴乐尔宣称自己一直担任委员会的主席。但查阅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可以发现，主席一
职是轮值的。因此，本书在作为史料时应多加甄别。    本书的翻译，承蒙众多友人热情相助。陈悦先
生始终关心这一工作，屡屡帮助我们解决困难，提出了许多良好建议，并提供了部分配图；海军史研
究会的其他同好也提供了不少帮助；文汇出版社北京分社副总编萨苏先生为本书的出版贡献良多，在
此一并致谢。还应说明的是，张荫麟先生的节译本尽管有不如人意之处，但仍有颇多地方值得参考借
鉴，文笔之优美更令人赞叹不已。我们翻译在相关章节时，也参照了这一版本。说不定，我们使用的
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那本原书，就是张先生故后流出的藏书。谨以此书向前辈的工作致敬。    由于译者
水平有限，书中定有不少错误，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译者    2010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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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

编辑推荐

《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1889-1920):戴乐尓回忆录》是由文汇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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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

精彩短评

1、⋯我得以瞥见一口沸腾的大锅，将整个国家各种不协调的因素蒸煮在一块——上层人士的自私和
有趣，国家大厦将倾时的恣意寻欢，对知识分子阶层的集体催眠，以及金帐汗国遗传下来的狂热和盲
从。而此大锅中的汤料则是反社会环境的彼此憎恶，就好像是玻璃上的水银一样。不同的厨子搅拌着
这锅女巫的魔法汤——每人都有一把印有其自身的无知的勺子——然后这锅浑水发生了爆炸，产生了
一股毒烟，谓之布尔什维克。（引自《我在中国海军三十年1889-1920——戴乐尔回忆录》文汇出版社
2011年7月版）

2、看到这本刷不出封面的书，我很激动。因为听到了来自不同角度的声音。买这本书以前，网上有
人质疑该书的准确性，认为有捏造的情节。但是我觉得不论有没有，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一种心态，一
种外国人对我们中国的心态。

毫无疑问，北洋水师绝对是中国近代海军发展的里程碑。无论从吨位、战斗力而言，在洋人所谓的远
东地区屈指可数。冯小宁导演当年倾情拍摄的《北洋水师》感动了很多人，现在又在拍摄相关的电影
。相信效果一样震撼。在这个国际团队里面，一个外国的下级军官，用他的眼睛证实了这个海军的发
展历程，然后亲口告诉我们，这不好吗？至于对错，我想读者都不是傻子，自会判断。

而且从本书我也知道，在北洋水师纵横于黄海的时刻，不少外籍军官也勇敢的加入了战斗，他们的功
劳自然不会泯灭，看到这些资料我很感动，因为中国海军，我虽然不知道你是不是灵魂附体，但是我
可以肯定的是，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3、我发现有关北洋水师的很多有价值的史料都是外国人写的。可见外国人也很关注这段历史。最近
很多出版的几本关于辛亥革命的回忆录也是西方人写的，希望有志之士更多地在国外搜寻，让更多在
西方的有关中国近代重要的史料得以出版。让国人能更深切地了解这段历史。
4、一本回忆录性质的中国海军海军战史
5、刚拿到手，还没有读。关于北洋海军和中国海关的史料，当事人亲历，鉴于清朝资料本身缺乏，
此书的价值可想而知了。
6、甲午重要史料
7、相比80多年前，张荫麟版只算是摘选了部分内容的选译版，而且因水平所限，翻译错谬之处很多。
这次新版，属于中文翻译的原文完整版，两位年轻作者均属于资深近代史研究爱好者、军事爱好者、
精通英语的高学历学者，因此翻译水平明显更专业和准确。看到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又取得了新的成
绩，很感谢他们让我又获得了一本高质量的参考资料。
而那些领着国家的工资，却没做出多少实绩的历史专业学术工作者们，看到民间业余爱好者们日渐丰
硕的研究成果，你们是否觉得惭愧？
8、回忆录这种东西最好还是有比较扎实的历史基础再读才比较好....否则真是不知所云..水手先生的文
笔糟糕的很，连续的几个句子经常主语颠来倒去，非常难受。
9、作为回忆录，难免有些琐碎，但作者提供了有关甲午海战、拳乱、辛亥革命鲜为人知的见闻，给
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他对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官僚习气和贪污腐败的深入观察。
10、很好的视角，民国部分的记录较详实，名字改成在华三十年更好
11、关于甲午海战和北洋海军非常难得的史料，可以换一个角度，从洋员的回忆中了解这些历史事件
！值得收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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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此书的史料价值要远远大于文学价值。　　作者是水手出身，书写得让人无法恭维。有许多
章节不知是作者原则（不评价没去世的人），还是确实水平有限，不忍卒读。　　但史料价值相当重
要。原来电影《甲武海战》的主要情节都由此书中。其他人要么未写死亡，要么不敢写。基本缺乏。
书中写的人物评价，信号旗错误，还是弹药缺乏都令人叹息。不过以清政府的腐败，这些也不足为奇
，只是对一个外国人来说不能完全理解罢了。其实到后来他也理解了。因为在中国呆了三十年后，终
于知道了“中国国情”。正如书中所说：每个中国官员都把经手的钱要“扣”下一部份。好坏人的区
别只不过是超不超过一定的界限。读来真令人难忘又令人暗叹不已。
2、看到这本刷不出封面的书，我很激动。因为听到了来自不同角度的声音。买这本书以前，网上有
人质疑该书的准确性，认为有捏造的情节。但是我觉得不论有没有，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一种心态，一
种外国人对我们中国的心态。 毫无疑问，北洋水师绝对是中国近代海军发展的里程碑。无论从吨位、
战斗力而言，在洋人所谓的远东地区屈指可数。冯小宁导演当年倾情拍摄的《北洋水师》感动了很多
人，现在又在拍摄相关的电影。相信效果一样震撼。在这个国际团队里面，一个外国的下级军官，用
他的眼睛证实了这个海军的发展历程，然后亲口告诉我们，这不好吗？至于对错，我想读者都不是傻
子，自会判断。 而且从本书我也知道，在北洋水师纵横于黄海的时刻，不少外籍军官也勇敢的加入了
战斗，他们的功劳自然不会泯灭，看到这些资料我很感动，因为中国海军，我虽然不知道你是不是灵
魂附体，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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