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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尔弗雷德·塞耶·马汉是美国杰出的历史学

家、地缘政治理论学家与海军战略理论家，海权论的

创始人。他在1890年出版了第一部关于海权的著作

《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首次正式提出“海

权”理论，在世界范围内广受欢迎，先后被译为俄语、

德语、日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等多国文字。20世纪初

期，海权论传入中国，并引发时人讨论与关注，用以

唤醒国人海洋意识，这就是“中国在20世纪对海权论

的第一次大发现”。遗憾的是，由于诸多因素影响，

海权重要性遭遇忽视，以至于“对海权论的发现这一

事实本身都已被遗忘”。①

进入21世纪，海洋问题无论是在国家战略层面，

还是学术研究层面，均引起较高重视。清末海权问

题重新受到关注，研究成果相继问世。②不过，仅有

少数研究者对大众传播媒介在海权论传播过程中的

作用，予以重视。③但就实际而言，以《亚东时报》《申

报》《新闻报》《时报》《清议报》《游学译编》《北洋官

报》《新民丛报》等为代表的新式报刊，译介和援用海

权论，讨论海军建设，维护海洋主权，报道南海海岛

纠纷，有力推动海权观念在晚清社会的传播，并带来

深刻影响，成为媒介推动近代中国海洋知识转型的

典型案例。基于此，深入考察清季报刊对马汉海权

论的引介、传播、接受和使用，不仅可以理解近代报

刊如何传递新知，亦可探究近代报刊传递了何种新

知，进而以知识和报刊作为凭借，观测近代中国知识

与制度转型。

一、译介海权论

近代中国人首次接触“海权”概念，是驻德公使

李凤苞在中法战争时期翻译《海战新义》，曾提及“凡

海权最强者，能逼令弱国之兵船出战”。但该书没有

界定“海权”的内涵和外延，也没有产生大的影响。④

严格意义上的海权理论，来源于马汉，核心内容是

“争夺海上主导权”(即“制海权”)，将海权视为国家乃

至世界命运的决定性因素。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

响(1660-1783)》问世后不久，严复即明确提及“往读

美人马翰(即马汉)所著海权论诸书”，但其传播范围

和社会影响有限，远远不如大众传播媒介。⑤为此，

多数研究者将中国人第一次接触马汉的海权理论，

追溯到《亚东时报》。⑥

1898年 6月 25日创刊的《亚东时报》，最初是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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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会的“机关杂志”，后转为东亚同文会的言论机

关。在第6号改版之后，该报有相当数量文章涉及海

外时讯和当时流行的教育学、理财学、军事学、国际

法等著述译介，这些内容借异域之眼反照中国，又包

含编者自身独特的关照，呈现出鲜明的“西/东学”的

“新闻化”面向，是理解近代西/东学如何汇入中国的

第一手资料。⑦1900年3月，《亚东时报》的创刊者山

根立庵，以“剑潭钓徒”为化名，在该刊第20号“军事”

栏目发表《海上权力要素论》一文，这是中文报刊第

一次译介海权论。《海上权力要素论》集中反映了马

汉海权论的基本观点，肯定通商海路对于商务贸易、

国家实力的重要作用，“往昔欧洲列国普遍民贫国

弱，唯独荷兰以雄长闻”，缘由则是荷兰利用滨海优

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享受海洋利益，以致国家富

强。其次，该文明确主张发展海军，以保护商船，“海

军之设为商船，故国无商船，无所事军舰”，军舰数量

应和商船成正比例，最大限度维护商船，免受盗贼与

外国的侵害。再次，文章提出“推广海军，称雄地球

上”的方针，建议在海外增设“商船寄泊之口”或租借

口岸，平时用作商务根据地，战时作为军事基地，可

谓一举两得。最后，《海上权力要素论》最主要的观

念是，海上权力不仅“随海军强弱而消长”，还与商务

航海“大有干系”。不过，古今历史证明，海上权力主

要缘于六大要素：地理、地形、广袤、人口、民性、政

府。⑧这就是海权理论的中心思想，与中国传统海防

观念存在极大区别。不过，《亚东时报》是据日文版

转译，因此对原文漏译、误译、错译的情况较多，并且

译文的文言色彩浓重，较为晦涩难懂。尽管如此，

《海上权力要素论》毕竟使中国读者第一次了解到海

权论这一全新思想，因而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⑨

随即，《亚东时报》试图逐一引介马汉对各种要

素的分析。1900年 4月，该报第 21号在“军事”栏目

连载《海上权力论：论地理有干系于海权》，以英、法、

荷、美、西等国“海上成例”，论证“地理有干系于海权

之消长”。相对于大陆国家，以英国为代表的岛国可

以集中精力，“总揽海权”，发展海军，这是英国海权

强于荷兰、法国的关键所在。文章以英国为例，阐释

“锐意推广海军”不仅可以防备外来侵略，而且能够

捍卫殖民地，使海上权力位于列国之上。但“英国为

海军之国”，不独“其为四面环海”，亦由“其地位占形

势之区”，拥有显著地理优势，“地理利于英而不利于

法者”不一而足。西班牙则是反面典型，一度依赖地

中海和大西洋交通枢纽的地理优势，“坐拥制海之

权”，成为海权强国，后因失去直布罗陀海峡，导致

“海军孤立一方”，其势“自是不振”。而意大利海上

权力之不振，同样是因为“其地势不利于制海”。⑩作

为一种册报形式的政论性杂志，《亚东时报》致力于

疏通中日“国民之心志”，敢言一般中文报刊所不敢

言，并得到梁启超的高度评价。由于该报时常对中

国时局大加评论，刊载政治、军事、法律、教育等方面

的论著和译述，鼓吹维新变法，有多篇日本人撰写的

军事论著，汇译有关日俄、欧洲列强的政治近况和军

事动态，在中国知识界产生广泛影响，连载《海上权

力要素论》显然在情理之中。

在纳入东亚同文会之后，山根立庵因人事和立

场冲突，回到日本，导致《亚东时报》在1900年4月停

刊。尽管该报最早汉译海权论，但仅仅概述了马汉

海权论的基本思想和地理因素，没有详细介绍其他

要素。即便如此，这一理论还是引起中国报界的普

遍重视。《清议报》《经济丛编》《游学译编》《新民丛

报》《申报》等新式报刊，相继发表相关文章，宣扬海

权理论，关注海权发展情形。1900年 10月，梁启超

主持的《清议报》发表文章，探讨英、俄、法等三国海

权竞争情况，比较英国舰队和俄法联合舰队，进而指

出英国与俄国抗衡，“舍海军必无他道可取”。1902
年，华北译书局发行的《经济丛编》曾刊发消息《竞争

海权》，简要介绍日本政府拟发行国债，在欧洲各国

订购多艘军舰，扩张海军，竞争海权。同年，《申报》

在相关报道中，多次出现“海权”一词：《浙学观风》提

及“中国积弱极矣，或谓非仿民兵则不强，非复海权

则不固”；《论各国图扩海军》则宣称：“日本系海东

小岛，虽自明治维新而后国力蒸蒸日上，几欲擅海权

于亚东，然兵力究不及泰西各大国之强。”1903年，

“以译述为主”“专以输入文明、增益民智为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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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学译编》，在“历史”栏目连载长篇报道《海权消长

始末记》，深入分析欧洲各国海权之发展与变迁，提

出“航路既通，海军因之以逐渐扩张，此必然之势也”

“贸易日进发达之域，海军亦随之以进步矣”等观念，

论证航路、海军、海洋贸易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关

联，尤其是详细描述西班牙、荷兰、英国等国海权消

长情形，“西班牙海权零落之时代，即和兰与英海权

膨胀之时代也”。《游学译编》特意指出英国之所以

能够掌握海权，原因在于其航海条例明确保护本国

海洋权益，“一凡搭载英国轮人品之船舶，其国籍必

系英国或系该物品产出国；二凡英国船内之海员不

得任用他国人，英人复不能乘用他国船舶；三凡各国

船舰，对英国国旗，必须施行敬礼”。而法国海军之

所以蒸蒸日上，得益于“裁撤内地税关”“注重殖民攻

略”“整顿海军兵籍”“设兵学校以养成海陆将校”，以

及设置军港“以固国防”等改革措施。这类新闻报

道说明，中文报刊已经初步接受海权论，以此为凭

借，观测世势变化。

在早期翻译和传播海权论的文章中，1903年《新

民丛报》第26号发表的梁启勋《论太平洋海权及中国

前途》一文，最值得注意。作者征引日本《独立评论》

第2号《太平洋海权问题》的部分资料，参照中国历史

和具体国情，探索中国海权问题，颇有见地。文章指

出，人类文明由“河流文明时代”“内海文明时代”向

“大洋文明时代”过渡，文明中心逐渐由地中海向大

西洋、太平洋转移，“至今二十世纪，遂大洋文明时代

之第二期，即所谓太平洋时代者是也”，于是太平洋

海权问题为“世界上最大之问题”。伴随世界形势的

变化，太平洋海权竞争日益激烈，“今日之世界，生计

竞争之世界也。所谓帝国主义者，语其实则商国主

义也。而商业势力之消长，实与海上权力之兴败为

缘。故欲伸国力于世界，必以争海权为第一义，此自

昔所已然，而今日其尤亟者也”。太平洋海权竞争涉

及商业航路之竞争、通讯机关之整备、海军力量之竞

争，直接影响中国国力盛衰和东亚国际持续，“太平

洋海权问题，实为二十世纪第一大问题，今后百年间

惊天动地之剧战，今始开幕始交绥。其优胜劣败之

结局，未知若何，观其起点，亦发人深省之一要端

也”。二战前后国际形势的剧烈变化，很好印证上

述观念具有较强的预见性。

如果回归历史现场，拓展考察范围，即可发现，

在1900年《亚东时报》翻译《海上权力要素论》之前，

就有中文报刊使用过“海权”一词。比较有代表性的

是，《申报》1895年 8月 16日《纪筑路定议事系之以

论》、1899年 3月 23日《日人论俄租旅顺事》、1899
年11月5日《日本防俄》等三篇新闻报道，以及1899
年《知新报》第95期《比较英国海权》。不过，这些在

中文报刊里较早出现的“海权”，并非“海洋上的政治

强制力”，也谈不上是现代意义的海权理论，而主要

指代海航事业，“海上载运之务，乃天下间利路之宏

者。自一八四十年以来，海权以英国为雄。沿至今

日，天下海权，英国占其过半，试将去年各国商船之

数，列而为表，即可见矣”。

但在《亚东时报》等引入海权论以后，“海权”概

念的内涵亦发生显著变化，频繁见诸报端的“海权”

一词，主要指向“海上主导权”“海上权力”和“制海

权”。《东方杂志》多次运用“海权”概念，评判日俄战

争，俄军“一战而海权已失，于是有守而无攻”，“俄

已失其制海之权”，双方“死生之机、主客之形已明判

矣”。《申报》亦研判说，俄国对于旅顺港，“蓄谋数

十年而始得，竟一旦举而委之他人，从此既失东方海

权”，“俄以第一第二波罗的海舰队为孤注之一掷，

经半年有余，横渡大西洋……印度洋而入太平洋，冀

突入海参威与日本海军决一死战，以恢复东亚之海

权者，今则主力之舰几近歼灭，日本之损失虽未详

知，然其操全胜之势已可预决”。与此同时，《申报》

与《东方杂志》一致认为，“俄非但尽失其海军，且永

不能复振海权”，是其战败的主要原因。《广益丛

报》则直接将海权视为“海上特权”，其报道称：“英国

之海上特权，当现世纪之前半，可卜其日形衰退，而

其于太平洋之海权应归同盟国之日本所掌握，美国

可望得大西洋之监视权，而曾为地中海主人翁之意

国，当再复兴其旧地位，德国可握波罗的海之主

权。”诸如此类的相关新闻报道，表明海权论成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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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报界反思日俄战争、“开眼看世界”的重要知识凭

借。中国知识精英清晰认识到，掌握海权，尤其是海

上军事力量，有助于提升国家实力，保护主权。

除改良派刊物和商业报刊之外，部分官报也开

始接纳“海权”概念。比如，1903年《北洋官报》以《争

竞海权》为题，报道英国和德国之间的海军军备竞

赛，以及各国立场态度。稍后，《北洋官报》以《世界

海权》为题，分析 1902年世界海运发展态势。1904
年《北洋官报》第 346期的“各省新闻”栏目里，出现

《纪张殿撰筹款购船保守海权事》之类的新闻标题，

报道张謇成立渔业公司，“抵制外人侵越海权之

渐”。同年，《四川官报》以《海权发达》为题，简要介

绍各国航海轮船总数。类似情形证明，中国官场中

人开始接受海权观念，但其理解比较含混，时而指代

海运，时而指向制海权，有时又转向海洋经济。1904
年《济南报》第102期《海权已失》一文，《山东官报》

第51期《议以渔业保持海权》等新闻报道和评论，亦

是确证。

整体来看，清末报刊对海权论的译介，是比较零

碎、不成系统的，一直没有完整翻译《海权对历史的

影响(1660-1783)》一书。1909年6月，中国留学生在

东京创办《海军》季刊，以“讨论振兴海军的方法、普

及国民海上知识”为宗旨，曾刊载齐熙翻译的《海上

权力之要素》，但也只译到第一章第二节“地形的构

成”前半部分，比《亚东时报》所载内容多出有限。

尽管如此，《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第一章

是海权论的核心要义，相关译文依然为20世纪初期

中国报界和知识精英讨论海防问题提供了新的理

论依据，国人利用马汉海权论，分析和观察现实问

题，为晚清中国海洋知识成长奠定良好的思想与社

会基础。

二、探讨海军建设

海权论引入中国后，各类报刊予以接受和援引，

或基于海权观念评析时事，或反省国防和外交问题，

展现丰富多样的传播图景。其中，利用海权论的基

本观点，尤其是“制海权”和“海上权力”概念，观察和

分析中国海军建设，提出新鲜见解，重振国力，是报

界在这一时期最主要的贡献，这使清末海军建设理

论获得较大进步。

日俄战争迫使清政府直面海防危机，越来越多

的朝廷官员开始强调海权、关心海军，直隶补用道陈

恩焘即向徐世昌进呈海军建设方案。在这样的背

景之下，民间报刊高度重视海军复兴大业，频频发出

自己的声音。1905年，由《华北译著编》改组而成、特

别关注重大时事的《华北杂志》，在第9卷刊载《论海

权》一文，作者完全接受马汉的海权理论，认为海权

的根本在于海军，“海外之殖民地，旅外之侨民，国际

贸易之商业，往来运转之商船，皆恃海军以托命”。

“西国之拓商场于东方，凡一人之来、一业之兴，无不

有海军以随其后”。这是“西人商力之所以日盛”，海

权得以发达的重要原因。这意味着，重兴海军，以

振海权，成为中国舆论界的主流观念。同年 8月 17
日至9月1日，与康梁关系密切、思想前卫趋新的《时

报》，连载8期《重兴海军议》，是中文报刊并重海军与

海权的确凿证据。

《重兴海军议》比《论海权》更进一步，将海权和

海军视作近代国家强弱的基本前提与决定性因素。

文章以英国近代史为例，论证英国之所以能建立“日

不落帝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拥有强大海军，“英国

欧西之区区三岛耳，其人口不及四千万。然属国遍

于五洲，日所出入之区，无不有英国之旗飞扬照耀于

其间。数十年来海上之霸权常掌握于盎格鲁撒逊民

族之手”。同时，作者以为中国和西班牙国势衰落，

根源在于海战失败，“海军者国家存亡盛衰之所倚，

不可一日无此者也。故欲固国圉，先争海权，欲争海

权，先张海军”。最后，文章指出中国重兴海军，应

该在沿海各省建设军港，并在中央重立海军部，以便

统一事权，统领军舰、海军学校、造船厂等，“指挥如

意，自不至权分而掣肘，亦不至兵分而力单”。《重

兴海军议》将海权和海军并置讨论，反映出晚清中国

舆论界的基本认知，产生较为广泛的社会影响。

1905年《东方杂志》第 2卷第 10期转载这一鸿文，同

样呼吁“不兴海军，必不能立足于海权竞争之世界”，

将海军看作国权和国防的关键，“海军者，国权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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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国防之倚重”，并重申《论海权》的观念：侨民、殖

民地、海外贸易、商业往来等“皆恃海军以托命”。

这种转载是《时报》拥有强大“议程设置”能力、引领

上海报界革新的一个旁证。

报界对海军重要性及海权的讨论，对知识精英

产生较大吸引力，不少读者撰写充满学理性的专业

文章，纷纷投稿，掀起一股热议海军建设的浪潮。《大

公报》就曾收到读者杨毓辉的长篇投稿《中国重兴海

军当以何处为根据地》，详细分析南洋和北洋的地理

形势，主张以浙江舟山为根据地，重建海军，这一提

议相当具体，契合中国海洋格局，颇有见地。1906年
6月，一位署名“江南病武士”的读报者，投稿《时报》，

细致分析“重兴海军问题”。该文称得上鸿篇巨制，

在6月20日、21日和23日连载三期，分为“过去之中

国”“将来之中国”“海军新机运之曙光”“海军成立并

各国海军力一斑”“我辈之决心”等部分，从中外古

今、现在与将来等方面，阐释发展海军之必要和紧

迫，将海军视作海权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海军

不立，万不能扶中国”。值得注意的是，《申报》在 6
月 19日、21日、28日和 7月 2日、9日，连载这篇投

稿。上海两家大报呈现相同的媒体议程，说明报界

对重建海军、拯救海权相当期待。

《申报》在连载《重兴海军问题》的同时，于 6月

19日刊发长篇评论文章《重兴海军与普及教育之比

较》，在前引文章并重海军和海权的基础上，更进一

步，把发展海军与普及教育视为中国两个关键性的

重大问题，均关系国家存亡和盛衰。此外，其他重

要报刊如 1906年《广益丛报》第 114和 115期、《大公

报》7月2日至5日、《醒狮》第5期等，也相继连载“江

南病武士”《重兴海军问题》一文，使之成为近代海军

史上的重要文献。中国报界形成相对一致的观念，

初步明确“海军兴废真关系全国存亡”和“我中国欲

重兴海军者为自卫”等基本立场。

在系列讨论中，海权论俨然是反省近代国防和

外交失败的理论资源，报界借此形成共识：海军落

后，海权缺乏，是屡战屡败、丧权辱国的重要根源。

正如《重兴海军问题》一文所称：“甲午一役，虽有海

军，然训练未精，设备未全，致一交炮火，立成粉齑。

其他数役，则均任敌长驱直入，其来也无从而迎之，

其去也无从而尾之。借令无别种原因支离其间，则

吾神州大陆已不知几易主人。”与此同时，新闻界清

晰认识到，通过“增设学校于内地，广派学生于欧美”

方式，才能保障海军教育质量，培养有用人才，并倡

导设立民间造船厂，“一面制商轮以争外海航权，一

面制军舰以供政府调用”。报界中人将海军和教育

问题联系起来，视野相当宏阔，这一思路影响较为深

远，其后各大报刊往往重视海军教育，以此作为振兴

海军的关键。

正如塔尔德所言，报纸是“公共的书信”和“公共

的交谈”，甚至是“公共的头脑”。由于各类报刊反

复论述，海权的根本在于海军，重建海军应以制海权

为基本目标，这一思想逐渐被清政府决策者所接

受。有研究者明确指出：“通过重振中国海军确立和

维护中国海权的思想主张，深刻影响了中国海洋观

念和海洋意识的转型，而且对清末的海防实践也产

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难以寻找确凿的证据，说明

新闻报道直接影响到政策制定，但作为新名词的“海

权”已然进入官方文件，确是历史实情。例如，1906
年 8月 30日清政府一份奏章《政务处奏请详勘象山

港折》明白宣告：“查现在时局日艰，海权日重。欲谋

自强之用，非振兴海军，无以外固洋面，内卫各省。

而创建海军所最急者，尤在勘度完全足恃之军港。”

1907年，姚锡光拟定的《筹海军刍议》，较好吸收了海

权思想，“方今天下，一海权争竞剧烈之场耳。古称

有海防而无海战，今寰球既达，不能长驱远海，即无

能控扼近洋……盖海权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彼虽束

我，焉能禁我之治海军……第海军与陆军相表里，我

国海疆袤延七省，苟无海军控制，则海权坐失，将陆

军亦运掉不灵”。1909年，清政府海军处三等参谋

兼军制司驾驶科科长吴振南，完整翻译马汉另一著

作《海军政艺通论》，也贯穿着海权论的基本思想。

相关表述和译介活动不仅意味着晚清社会共同意识

到海军建设的极端重要，也说明传统守土防御的海

防思想正在发生改变，主动进取的外海防御和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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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胜开始成为主流，实现了制海权观念和海洋知识

的创新。

此后数年，中国报界发表相当数量的文章，援用

海权理论，探索海军重建方法，有助于海军教育和学

术思想发展。以《申报》《时报》为例，即可证明此言

不虚。1909年，清政府筹办海军事务处之际，《申报》

刊发评论文章《论重兴海军之方法》，重申“有国者自

不可不办海军”，希望克服经费和人才限制，努力发

展海军，以实现“海军成、航利兴、人才出、财政裕”

的美好愿景。其具体办法如下：一是学习英国，打

破军舰和商船的界限，“军舰无事时，本以之为商船

供载客运货之用，一旦有事，则悬旗置炮，俨然军舰

也”；二是集资筹款，委托欧美强国建造巡洋舰；三

是设立商船会社，发展远洋贸易，然后利用其利润

修建军舰；四是设立海军学堂，栽培人才，同时派遣

留学生学习海军技术。《时报》则主张以“渐进”方

式重建海军，尤其强调海军教育，主张先倡设海军

大学，派遣留学生，造就海军人才，“先有人才，后有

战舰，则战舰为我用。否则徒为欧洲各厂添一宗贸

易”。这类建议充分考虑到中国人才匮乏和经费

困难的实际国情，优先考虑海军教育和人才培育，不

失稳健。

需要注意的是，留日学生创办的《海军》杂志，对

海军建设的讨论尤为深入，远远超过国内舆论界。

尽管《海军》杂志仅存4期，但依然能彰显其对海权理

论和海军建设的认知，较有代表性文章的主要有：沈

鸿烈《海军发刊意见书》、南州生《中国海军再兴论》、

范腾霄《筹备海军经费问题》、齐熙译述《海上权力之

要素》、任重《海战法规》、肖举规《海军论》、笛帆《论

海战性质》《海上主管权之争夺》、海涛《海军军人进

阶及教育通系》等重要篇目。这些文章对海权内涵、

中外海权观念、海军建设、海军经费、海战技术、海权

与国家等问题，作了非常细致的阐释。如肖举规在

《海军》第2期上撰写《海军论》一文，明确指出：“所谓

海上权力云者，约分五端……一曰商业地位之保全；

二曰交通线之保全；三曰航业之保全；四曰侨民之保

全；五曰海产物之保全。”这基本沿袭了马汉的说法，

符合其原意。沈鸿烈《海军发刊意见书》一文，也借用

海权理论分析中国历史，认为农业经济阻碍了中国海

权思想：“我国有史以来，素持农本商末主义……使人

民醉死梦生于小天地中，直接为活跃取进、商务振兴

之妨，间接为贸迁有无、航业发展之碍者，固为我民

族受病之源。”在相当程度上讲，清末最热衷于传播

和引入海权论的是《海军》杂志，颇能代表当时知识

界对海军建设理论的理解水平。

报刊对海权和海军建设理论的广泛宣扬，产生

良好社会反响，一定程度上启蒙了国人的海权意识，

朝野形成海军建设热潮。以萨镇冰为代表的海军将

领，积极谋划重兴海军，高度重视制造军舰、修筑港

口、开办海军学校等。清政府参照姚锡光所拟制的

海军发展规划，筹谋“画一海军教育，统编现有舰艇，

开办军港，整顿厂坞台垒办法”，同时整编南北洋舰

队，成立巡洋舰队，试图发展中国海权。之所以如

此，原因在于清政府日益意识到海洋和海军建设的

重要性，“近数年来，朝廷之激刺于外侮者深，海牙和

会以无海军而被抑，南洋及北美诸侨民，以无海军而

受侮”。恰如研究者所称：“清政府对海军的态度之

所以从消极转向积极，与海权知识的传播及现实的

海防危机有关。”报界的讨论和军政界的举措，表明

清末海军重建以争夺海权为目标，具有较为浓厚的

海权意识。

三、关注海洋主权

在马汉看来，制海权和海军建设是海权的核心，

但广义的海权还涉及海洋贸易、海上交通、侨民保

护、海洋资源等方面，均与国家主权密切相关。海权

论传入中国后，报界从内忧外患的实际情形出发，不

仅以此为思想武器讨论海军建设，同时致力于维护

海产与海界。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海权

内涵日益丰富，由“海上权力”延展到“海洋主权”“海

洋权利”和“领海权”。

晚清时期，德、日等国屡屡侵渔，对中国领海渔

权产生极大滋扰。1904年，山东沿海渔民与德国渔

业公司，在山东海面的渔利争夺日益剧烈。面对渔

业危机，《新闻报》刊发评论，提议“挽渔利以争海

··87



中国近代史 2023.11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权”，将渔业和海权紧密勾连，“东西各国凡沿海者，

皆知渔业之利大，故分疆划界，龂龂争海权，亟亟订

渔约，虽尺寸之水，不肯让焉，其视之与工商路矿之

争权利无以异也。”在该报看来，渔业不仅是经济

权利，也是海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杂志》则倡

言“兴渔业，张海权”“增进利源……保全海权”，指

出外国人设置渔业公司不仅“囊括我渔利”，而且

“侵占我海权”，进一步将渔权和海权密切勾连起

来：“各国之视渔业至为重要，非徒以开商民之利

源也，且与海权有最大之关系”。这一观念得到

《申报》的认同，该报呼吁重视渔业和海权，警示国

人说：“吾中国沿海七省之人，亦知海权渔利之将失

乎……夫沿海七省之洋面，吾中国国家固有之主

权，吾中国渔人固有之生路也，假使德人实行此事，

网大船快电灯佐之，必非中国捕鱼旧法所能抵挡。

且十四渔轮纵横洋面，是并吾中国之海权渔利一旦

而夺之。”在报界看来，渔权和海权互为表里，唇齿

相依，国家重视渔权，不仅仅在商业利益，更在于它

是海权的重要体现。

为保护我国渔权，《东方杂志》建议，速设渔业公

司，“定渔界以伸海权”，抵制外来入侵，捍卫海洋权

益，“渔轮之设，固注重于保守海权”，“渔业公司之

设，名为保护渔利，实则爱惜海权”。即是说，发展

渔业公司首保海权，次保渔利。《新闻报》则要求政

府，保护渔利和海权，不能“任外人侵夺已有之权

利”，尤其是要反对日本人夺取中国渔业权利，进而

攫取“经营海上权”“财政统治权”。《申报》也督促

清政府，将“廉钦琼崖与越南两国海界划分清晰，认

立浮标何处为公海何处为领海，通饬粤海兵轮认真

保护，振兴渔业”，提醒当局“若不及早挽救，坐失利

权，实为可惜”。这类情形说明，清季报刊已然认识

到渔利与海权存在重要关联，借此拓展海权论，深化

对海权的认识。

报刊言论得到工商界的响应，张謇积极倡导“渔

权即海权”“渔界所至，海权所在”，决议创办渔业公

司和水产学校，维护海权和渔利。民间舆论形成无

形压力，对清政府起到的刺激作用。据《时报》报道，

清政府商务部就曾明确表示，渔业与海权互相维系

是各国通行做法，赞同“以渔业保持海权”，认为“海

权渔界相为表里，海权在国，渔界在民，不明渔界不

足定海权，不伸海权不足保渔界”，当下急务是“讲求

渔政渔学，联合沿海七省为一气，以扩海权”。次

年，海军负责人萨镇冰一度派遣舰队，巡查外国人在

中国领海的捕鱼实况，并邀请江浙渔业公司的陈子

常，协同查勘。

在渔界和渔利之外，西方列强纷纷还染指中国

海界，对领海权益构成多种侵害，中葡澳门海界争

端、“二辰丸案”即为典型事件。以《申报》为代表

的中国报界，在积极报道前因后果的同时，往往

刊发评论，发表见解，最终形成共识，主张“划定海

界以争回海权”。1907年中葡澳门海界争端爆发

后，《申报》即以“海界”“海权”等观念，予以报道，严

正申明“湾仔海权向归华官管辖”“葡人……侵越海

权”等立场，告诫清政府“若不清厘界线，终恐为所

侵占”，要求葡萄牙方面“各守界址，不得擅自妄为，

以期相安而符条约”。作为革命派在国内创办的

第一份日报，《神州日报》特别关注海界与海权，连

续发表多篇新闻报道《葡兵侵越湾仔海权一之交

涉》(1907年 8月 17日)、《湾仔海权问题汇记》(1907
年 10月 9日)、《湾仔海权问题》(1907年 10月 9日)、
《前山绅商又有力争海权者》(1907年 10月 16日)、
《高而谦赴粤查案与海权问题之内容》(1907年 11月
29日)、《粤争海权果误会耶》(1907年 12月 1日)、《高

而谦欲断送湾仔海权耶》(1907年 12月 14日)等，形

成比较典型的系列报道，“海权”则成为核心关键

词。这样的媒介实践，很好贯彻《神州日报》的宗

旨：“以祖宗缔造之艰难和历史遗产之丰实，唤起中

华民族之祖国思想”。

《神州日报》旗帜鲜明地指出，“湾仔与澳门相

连，向来湾仔海权归华官管辖，葡人不得干涉”，责令

葡萄牙当局“饬令葡兵，各守界址，不得擅自妄为，以

期相安而符条约”。随后，该报反复申述“主权不可

失，疆界宜定明”“澳门只有租界并无海界”等主张，

建议派遣巡警“将葡人告示揭存一张以作证据，俾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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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我能持公法，内守主权，先绝其轻视越界之心，

然后能守我治安固有之义”。各类大众媒介运用海

权理论，密集报道海界纠纷，在相当程度上，促使外

交部意识到“葡人屡次侵占粤省海权”，于是致电两

广总督张人骏，要求“派员详细测勘，证明主权”。

张人骏接到电令后，迅速遴选官员，秘查澳门海界问

题，以“早定澳门界址，以杜后患”。

“划定海界以争回海权”的主张，在“二辰丸案”

交涉中得到进一步贯彻。1908年 2月，装载澳门商

人所购军械的日本商船“二辰丸”号被清廷缉获，引

发中国、日本、葡萄牙之间的纷争。“二辰丸案”所涉

及的海界问题，再次引发报界集中报道。《申报》在相

关新闻中，以《万国公法》为依据，向民众普及“领海”

“公海”等专业知识，海界意识相当清晰，“以本国领

土各尽头处平线外三海里为领海，以外始有公海界

线……领土范围内之流域皆属内河，是二辰丸所泊

之地确非公海已成铁案”。《时报》亦援引他国成

例，主张划定海界：“非独领海不准外国有稽查权，外

国船只入领海者，须归主国查检”，建议研订“海上巡

缉法”，不容再有“越权之事”。其他报刊亦多次强

调，划清海界，以维护海权，“亟应声明界线，以固疆

圉”，“清海界而重海权”。

以《申报》为代表的报刊，在渔业危机和海界争

端中，扮演“吹哨人”的角色，提出“挽回渔利以争海

权”“以渔业保持海权”“讲求渔政渔学以扩海权”

“划定海界以争回海权”等观点，以期唤醒国人的

海权意识。这种呼吁和宣传，不仅使新式知识分

子掌握了较系统的领海理论，而且使清政府有限

领海主权意识得以发展。据《四川官报》报道，海

军处曾打算会同外务部与民政部，派员重修《海国

图志》，并仿照英法等国，订立处治海贼之法，显现

“注重海权”取向。1911年 2月，农工商部回应北

海商会的呈请，指出“以渔业为海产大宗，当此商业

竞争时代，若不及早挽救，坐失利权，殊为可惜”，赞

成“勘海界”、护渔权。同年 5月，海军部针对“海

权界限问题”，要求各海关“查明海权界线及所管渔

船确数”。

四、关注海岛纠纷

在借用海权理论探索海军建设、渔权和海界的

过程中，报界的海权意识日益浓厚，南海海岛纠纷成

为重要关切点。《申报》《神州日报》《新闻报》《时报》

《东方杂志》《大公报》等各大报刊，多次援用马汉海

权论，聚焦海岛议题，不仅向国人披露日本侵占东沙

岛的具体情形，而且全面记述东沙岛交涉详情，引导

国内外舆论走向。其中，革命色彩浓厚、言论激烈和

民族立场坚定的《神州日报》值得特别注意，因为该

报所载“独详于各报，内地人士可借此知一切实

况”，极大丰富了国人对南海及其岛屿的认知。

1909年3月30日、3月31日、4月1日、4月2日、4
月5日，《神州日报》在“纪事”栏目连载《日人西泽等

私占大东沙岛详情》，主要转载《朝日新闻》有关内

容，对日本侵占势力、具体过程等，做了详细报道。

系列报道显示，有计划侵占东沙岛的日本人，除西泽

吉次外，还有水谷和南洋客罗连群岛日本贸易商恒

信社，其中恒信社走在最前面，该社船舶“长风丸”号

于1906年发现该“无人岛”。但这纯属一面之词，实

际上由于东沙岛“暗礁极多”，中国人“因之畏而不

居”，并非弃置不顾。从一开始，该报立场就相当鲜

明，宣称东沙岛是中国固有领土，日本人属于非法私

自侵占。

随后，《神州日报》细致分析日本人之所以能私

自占岛，缘由在于清政府应对不力，反应迟钝。首先

是地图有误，“外务部饬查此岛之后，旷日持久，始据

江督复言，又误于旧图”，地方官员所依据的地图竟

然没有标识东沙岛。这实在是“大误”，反映出清政

府海洋意识的严重缺失。《神州日报》哀叹说，“旧图

之不适用可知”!更有甚者，东沙岛作为中国属地的

证据，“各国皆无从考核”，这就是日本有机可乘的重

要原因。由于“日人已树国旗”，清政府在交涉过程

中，必须先“考出确切凭据”，否则“无从着手”。对于

这种被动局面，该报记者在“按语”中，颇有些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国家无详细地图，其祸若是；沿海渔

民之知见不能上达，其祸若是。”其次，清政府曾派

遣官员前往南沙群岛实地勘测，但也出现巨大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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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行海道距该处数百里”，没有找到东沙岛位置之

“确据”，回复外务部的电文，竟然以为东沙岛“离香

港108千米”。《神州日报》记者在文字插入按语“诚然

诚然”，提示数据有极大误差，因为“经纬度既不合，

与人迹罕到之说亦不符，相当非是。”

在详尽报道日本非法入侵东沙岛的同时，《神州

日报》从1909年3月30日起，连载东沙岛交涉具体过

程，比如《东沙岛已开交涉》(1909年3月30日)、《东沙

岛交涉近纪》(1909年 4月 4日)、《日本承认东沙岛属

于》(1909年4月17日)、《最近之东沙岛交涉》(1909年
4月 25日)、《东沙岛交涉近情》(1909年 4月 26日)、
《东沙岛交涉最近信》(1909年5月16日)等，这些内容

严肃准确，明白展示来龙去脉。长篇累牍的细致报

道，引起国人普遍关注，纷纷投书，表达意见。

在众多来稿中，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镇海人贺绍

章从河南开封，向《神州日报》投稿《论日本人私占我

东沙岛事》一文。贺氏逐一反驳日本政府的各种谎

言，展示中国拥有东沙岛主权的铁证，并大胆预言：

“此事极简单、极明了，非有错综之关系，在我只为正

当之主张，彼日人必有反省之一日，初无事扰扰为

也。”不久后，贺绍章又撰写评论文章《再就东沙岛

事件驳日本报纸之谬说并乞我当轴之注意》，批驳日

本报纸的流言蜚语，并告诫清政府外交当局，务必维

护国权，“丝毫不可让人”，因为“领土攸关，即尺寸皆

为至宝”，如果“畏多事而事转多求和平”，那么和平

愈不可得，“今后纷至沓来之交涉，又岂但一东沙岛

事件，又岂一日本哉”。对于这两篇读者来稿，《神

州日报》非常重视，迅速连载长篇社论《依国际法论

国家取得领土之原因》，并附论“东沙岛事件”，予以

回应，实现报馆和读者之间的良好互动。该文依据

国际法，论证日本入侵东沙岛事件，严重违背国际

法，“现今欧美各国虽对于野蛮未开国，亦不闻有是

种行为，况乎其为有完全主权之领土”。文章的行

为风格和主旨，很好契合《神州日报》抵御外辱的一

贯立场，“吾国人民……除发愤建立国家，恢复主权

以外，别无可以自处”。1909年6月 3日，《闽报》全

文转载《依国际法论国家取得领土之原因附论东沙

岛事件》，这是清末各大报纸之间“议程设置”和相互

影响的显例。

在以《神州日报》为代表的新闻界引导下，惠州

绅商学界多次集会，讨论东沙岛问题，且致函广东绅

商自治会、各级政府官员和社会团体，要求切实保护

海洋主权，“愿我同胞固结团体，设法力争”。随即，

惠州民众代表布告中外，广泛征集东沙岛主权归属

中国的各类确凿证据：沿海渔民在东沙岛所建庙宇、

日本人驱逐中国渔民实情、英美两国公认东沙岛为

中国领土之公电、外国地图等。这种倡议很快得到

回应，关佐田发掘出南海廪生胡惟桐的旧年文稿，曾

记载过东沙岛内“埋有华人之骨骸甚多，天后庙亦建

立已久”，中方主张均有实据可寻。在相当程度上，

普通民众不仅提供东沙岛属于中国之铁证，同时增

长国人的海洋和海岛知识，说明海权意识经由报刊

传播，得到分享和保存，报刊媒介由此成为凝聚晚清

社会的重要维度。

东沙岛和南海局势变化之际，报刊舆论成为反

映民族意识的重要阵地，这让日本各界感觉到压

力。日本《朝日新闻》不免忧心忡忡，“广东地方……

盛倡保全己国疆土，当此人心激昂之际，其气焰之

炽，殆不可向迩……而又无端忽起此问题，其利用之

为杯葛煽动口实者，诚实无虞”。该报通过辨析各类

新闻报道，确认东沙岛属于中国固有领土，“该岛为

清国所属，已可确证”，进而主张日本政府尽快解决

纠纷，“外务当局，宜勉公平无私，调查事实，以速解

决之……若因曲庇一邦人故，而伤日清两国交情，是

在南清多数邦人，大受损害，断不可也”。经由报刊

新闻呈现出来的强劲民意和颠扑不破之证据，迫使

日本政府退让，承认中国对东沙岛的主权。上海《泰

晤士报》即宣称：“日本中央政府以中国所示凭证多

而且确，已有承认为中国领土之意，不久将可议结，

归还中国矣。”

舆论压力也促使广东地方政府加强对东沙岛形

势与水陆物产的调查，发现“矿则有金铁磁磷，森林

则有紫檀、油杂等木，此外珊瑚、玳瑁、珍珠以及石

花、海藻、雀粪等物”，资源相当丰富，“实足挽大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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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海疆”。负责接受东沙岛的王仁棠、张斌元、蔡康

等人建议，“招集华商承办岛务，每年酌征报效银

两”，官方负责保护维持。时隔不久，广东劝业道

善后局以“东沙一岛为中国海权所系”，迅速制定招

商章程，运用官商合办、商办等不同方式，从事资源

开发，同时特别规定“不得附人洋股”，以确保国家

主权。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廷中枢日益注意南沙海

权问题，外务部和邮传部曾协商定夺，要求粤督，尽

快在东沙岛建设无线电。另据《神州日报》报道，外

务部和海军处对于南海岛屿也重视起来，海权意识

得到彰显，“拟将中国领海权内所有华侨殖居各岛暨

无名大小荒岛，由部处派委精于外交之人员，会同七

省海关局，实地勘测，绘具图说，标立石志。其一切

距离里数，经纬各线，岛中气候土质，及有无外人探

测，是否交通海界，均须详明编查。咨送部处核定，

以便照会各驻使，以保海权……凡中国勘定各岛，无

论何国，均不能以无名荒岛任意侵占……沿海各督

抚随时派军舰巡视情形，以免损失海权”。以往遭

遇忽视的海岛，逐步纳入国家统治秩序，意味着国家

海洋观念和海洋知识的拓展。

不过，晚清政府重视海权最典型的案例是，宣示

西沙群岛主权。在与日本交涉东沙岛事件的过程

中，报界就开始警惕列强对西沙岛的觊觎，《申报》曾

报道说：“现有某国兵轮泊于西沙岛，派兵上岸测勘，

所闻如是，未知确否(按西沙岛在东沙岛之侧)。”很

快，清政府就将西沙群岛的主权捍卫问题，提上议事

日程。据《神州日报》报道，外务部鉴于“大东沙覆

辙”，风闻“有外人在西沙岛经营”，特意致电两广总

督张人骏，派员前往勘查。接到电令后，张人骏在

1909年 4月派出王仁棠、吴敬荣等前往勘测。次

月，张人骏又派遣王秉恩、李哲濬会同广东水师提督

李凖，副将吴敬荣等，再次巡视西沙群岛。清政府

在一个月之内，两次派水师巡视西沙群岛，宣示主

权，此举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国际社会普

遍承认西沙群岛为中国海洋国土，认为“帕拉赛尔群

岛 (西沙群岛)是分散在海南岛南部中国海上的群

岛”，“1909年中国政府把该群岛归于中国所有”。

概言之，伴随海权观的引入和传播，中国报界、

社会民众和晚清政府海权意识逐渐萌发，在国势极

度衰微的不利条件下，对南海主权和南海诸岛重视

起来，极力维护南海海权。这种努力具有重大的历

史和现实意义，是南海归属中国的无可辩驳的重要

历史依据。

五、结语

作为新型媒介的报刊，在主动引进和接纳海权

论之后，将其符号化，转化为自己的思想资源和理论

工具。报界从中国实情出发，使用海权论，讨论海军

建设，阐释渔权和海权，关切海界和海岛纠纷，还不

断尝试剖析海航事业。比如，《盛京时报》很早就注

意到，世界发达各国都注重发展航运业，修建轮船，

以“把握海权”。《申报》亦将海上交通和海权勾连

起来，提议“速开内外之航路，收既失之权利，保将来

之商业”，特别主张奖励海运，“以广吾民之利赖，以

杜外国之觊觎海运之权势”。这种情形无疑表明，

各种报刊全面接受马汉海权论，并对之实现创造性

转换，以适应中国本土环境，开拓对海权的理解，予

以其新的内涵，将领海主权、海疆观念均纳入其中，

展示了马汉海权观念的“理论旅行”和“在地化”。

在“援西入中”的过程中，晚清社会有关海洋、海

军、海界和海岛的思想资源，渐次脱离传统中国的知

识样式，转而采纳西方现代意义的海权理论，初步实

现近代海洋知识转型。正如研究者所说，晚清时期，

通过对马汉海权论的译介与引进，中国思想界在一

定程度上树立起了经略海洋的观念，并“提出了通过

重振中国海军确立和维护中国海权的思想主张，深

刻影响了中国海洋观念和海洋意识的转型，而且对

清末的海防实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具体而

言，各类报刊对海权论的引介、援用和再生产，对于

时人接受海权论，无疑起着桥梁作用，构成了时人运

用海权论的知识基础和思想氛围。最为显著的例证

是，姚锡光在重视海港和海军建设之余，建议成立

“海军研究所”，作为“海军中、下等军官讨论学术之

地，期扩新知，不封故步”。这不仅具有鲜明的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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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且凸显海军军事学术的重要性，与以往知识体

系的重大差异。恰如学者所言，晚清中国海军建设

最大不足是，缺乏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机构，李鸿章建

设北洋海军时，成立了许多海军机关，但就是没有军

事理论的研究机关。姚锡光能够提出如此重要的主

张，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汉海权理论的影响。

一般国人的海洋知识和海权意识亦在增长，尤

其是对海军在国防和经济中的重要作用，有了较为

深刻的理解：“海军则强国之基础，国家之命脉……

海军一事，为吾国今日最急之务，与吾人实有生死

存亡之关系。”有人在演说中直言，“我无海军，而

一切领海权利丧失净尽”，“沿海及内河航路，外人

兵轮舰队皆可任意往来，平和之时尚无紧要，一日

外交决裂，则各重要都会……皆非我有矣”，只有

海军强大，中国才可能“升为第一强国”。在这种

思想认识引导下，1909年 11月，安徽高等学堂发起

海军义捐，得到社会各界大力支持，甚至有“高等

师范两校之夫役工工人等，每人亦愿日捐两文”，

以襄义举。

海权论的引介和传播，也促使清政府重视南海

岛屿的主权维护。在这一过程中，有关南海诸岛的

地理、天文、气候和矿产等知识得到发展。在勘测西

沙群岛时，广东地方官员特意致函军医学堂，请求派

遣二名医学毕业生随同前往，以便考察西沙岛水土

气候。《粤督奏报西沙物产之富饶》一文，对西沙群

岛的构成、位置和物产作了相当细致的描述：就地理

而言，“该岛共有十五处，内分西东七岛、东八岛，其

地居琼崖东南、适当欧洲来华之要冲，为南洋第一重

门户，若任其荒而不治，非惟地利之弃，甚为可惜，亦

非所以重领土而保海权”；就岛产而言，“则有矿砂为

多年动物所积成，可作肥料之用，化而验之，内含磷

质……若一律开采，实足以浚厥利源”。这类海洋

和海岛知识增长，不仅具有思想史意义，也为日后维

护南海海岛主权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

综合起来看，媒介成为近代中国的基础设施，

“近代中国出现的那些新知识、新名词，虽然大多发

轫于精英阶层，但莫不是通过各种媒介，经由各种场

域传播到一般民众那里才发挥作用，进而产生效

果”。海权论的引入和传播，就是极好的样本。经

由各类中文报刊，马汉海权论为当时知识分子阅读、

接受和使用，成为重要的思想素材，有力推进近代中

国海洋知识体系的转型。由此可知，媒介即知识，清

季报刊就是典型的“思想纸”和“知识纸”，是开通见

识、启迪民智的重要凭借。通过对新知识的引介和

传播，从而促进社会变革，说明报刊是新思想和新知

识的最佳传播渠道、载体和中介，借此成为中国现代

文化和文明的新发动机，思想知识和社会变迁的重

要动力，而且报刊自身亦是“具有最强大力量的思想

观念”。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清季报刊对马汉海权论的

译介比较零碎，不够完整，海权思想和海洋知识体系

并不成熟，直到1930年代，《海军建设》与《海事》《四

海》等专业期刊重新译介海权论，国人方才比较全面

地了解马汉思想的基本面貌。晚清时期，即使与海

权论关系最为密切的海军振兴计划，也遭遇重重困

难，难以落到实处，马汉海权论并未在实践中得到真

正检验。这导致海权论对普通民众的吸引力有限，

以至于海权论传入中国这一事实本身也被遗忘，印

证了近代中国知识转型的艰难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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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semination of Sea Power Theory in the Qing Dynasty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Zhao Jianguo

Abstract：In 1900, Asian-Eastern Times published the article "On Fundamentals for Sea Power", marking the
formal contact and translation of Alfred Mahan's sea power thoughts by the Chinese press. Afterwards, various newspa⁃
pers and periodicals cited the theory of sea power, discussed naval construction, called for maritime sovereignty,
reported disputes over fisheries, sea boundaries and islands, which effectively promoted the spread of sea power concept
and became "China's first astonishing discovery about sea power theory in the 20th century". The transl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sea power theory rebound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marine knowledge, heightened the aware⁃
ness of Chinese sea power view, and strengthened the understanding of navy, ocean and islands. It demonstrated the
press takes a driving role in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and social change.

Key words：Mahan; sea power theory; the press;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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