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5月25日 星期四

博物周刊 A13-14
博 /古 /通 /今 /格 /物 /致 /知 主编：任志方 责编：马纯潇 组版：颜莉 投稿邮箱：573262686@qq.com

□马静慧

从陆军到海军

丁汝昌，1836年11月18日在
安徽庐江出生，“少卓荦负奇气”

“厥性敏慧”。他出身贫苦农家，
凭着自己的勤奋好学，在18岁那
年投身到陆军的行列。清末诗人
陈诗所撰《丁汝昌传》中曾介绍，

“咸丰荒旱，（汝昌）父母亦逝。太
平军过庐邑，掠人入伍。汝昌被
掠，从至皖城（今安庆）。与同馆
者则桐城程忠烈学启也。倾怀
效能，意气相得。”丁汝昌在太
平天国战争时期加入刘铭传统
率的铭军水师，因为作战奋勇，
屡受提拔。1861年冬，曾国藩命
其门生李鸿章招募淮军，并将
程学启开字二营等湘军拨归淮
军，丁汝昌也于此时被编入了淮
军行列。

同治元年（1862）3月，程学
启、丁汝昌等作为首批淮军入沪
平定苏南及上海一带的太平军。
这年八月，在与太平军大战于四
江口之时，刘铭传见丁汝昌“骁
勇异常”，便将丁汝昌“乞置帐
下”，升任营官，后授参将。

1868年，东、西捻军失败，丁
汝昌以军功授总兵，加提督衔，
赐协勇巴图鲁勇号，成为淮军中
的一员大将。1874年，朝廷有裁兵
节饷之议，刘铭传欲裁减三营马
队，置丁汝昌于“闲散”。当时，丁
汝昌另驻一地，“陈书抗议”，刘
铭传怒其梗阻，“命将召至而戮
之”。丁汝昌闻讯，回巢县家中。
当时外患频仍，丁汝昌罢兵归
里，“居常愀然”，妻子魏氏宽慰
他说：“建立功业自有时也，姑待
之！”

果然，历史又一次改变了他
的命运。1877年，清政府决定“先
于北洋创设水师一军”，并派李
鸿章具体督办北洋海军的一切
事宜。也就在当年，左宗棠在甘
肃用兵，欲选能战之将，向朝廷
索要了丁汝昌。在家赋闲已久的
丁汝昌奉命被调到甘肃差遣，返
乡途中到了天津，顺访老上司也
是安徽同乡的李鸿章，李鸿章正
愁无得力之人统帅炮舰，在《北
洋舰队》书中有提到，李鸿章说：

“省三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
省三龃龉矣。尔宜与之分道扬
镳！”示意丁汝昌应弃陆军而习
海军。

丁汝昌一直以来为人忠厚，
又作战英勇，李鸿章看其“材略
武勇”，加之参考南洋大臣沈葆
桢建议的用人标准，最后选中了
丁汝昌，这是他海军生涯的开
始。

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丁汝
昌出任提督。为培养急需的海军
技术人才，又根据丁汝昌的建
议，于1890年5月设水师学堂于刘
公岛，由丁汝昌兼领总办，美国
人马吉芬充任教习。根据史料，
丁汝昌在北洋海军深受将士爱
戴，“善于调和诸将”，主要负责
舰队的行政事务等工作。

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后，丁
汝昌布置舰队应战，在9月17日爆
发的黄海大海战中身受重伤。此战
后又立即参与布置威海卫防务和

组织保卫战，随着战局恶化，于
1895年2月11日深夜自杀殉国。

抱定必死之心

在自杀前，丁汝昌曾接到日
本人的劝降书。日本联合舰队司
令伊东祐亨致书丁汝昌说：“夫
大厦之将倾，固非一木所能支。
苟见势不可为，时不云利，即以
全军船舰权降与敌，而以国家兴
废之端观之，诚以些些小节，何
足挂怀。于是乎指誓天日，敢请
阁下暂游日本。切愿阁下蓄余
力，以待他日贵国中兴之候，宣
劳政绩，以报国恩。”丁汝昌阅信
后，断然拒绝说：“余决不弃报国
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并将
此信上交李鸿章，以表示自己誓
死抗敌的坚强决心。

他曾对家人说：“吾身已许
国！”已将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
当北洋水师中的一些人提出投
降时，丁汝昌做了最悲壮的抉
择。他无力挽回败局，所以把自
己的提督印截去一角作废，这个
举动是让他们无法用提督印来
向日寇投降。最后，60岁的丁汝昌
在提督署里服毒自杀。

丁汝昌为何最终选择了自
杀殉国？实际上，丁汝昌对自己
的死是早有思想准备的。海军史
专家陈悦曾在一次采访中讲道，
丁汝昌抱定必死的决心是在甲
午海战之前，这与他的忠勇禀
性、性格操守分不开。丰岛海战
后，已遭革职，戴罪自效。李鸿章
命令其战败可走烟台，遭他拒
绝；日本海军司令伊东佑亨的诱
降，丁汝昌不为所动。历时十几
年创立的北洋海军战败，丁汝昌
抱定誓与军舰共存亡的信念，因
而刘公岛自杀，是丁汝昌早已准
备的选择。“这种自杀，显示的是
丁汝昌作为北洋海军的指挥官，
在局势已经无法挽回的时刻，对
国家和部下所尽的责任，事实上
他是以一己之死，承担了战败的
责任。”

对此，当时美国《纽约时报》
曾刊发过一段社论，将在刘公岛
自杀殉国的丁汝昌以及北洋海
军右翼总兵刘步蟾、陆军将领张
文宣一并评价：“他们展现了中
国人的爱国精神，他们向世人展

示：在四万万中国人中，起码有
三个人认为世界上还有一些东
西要比自己的生命更宝贵。”

就在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
殉国后，北洋水师发起了一次罕
为人知却异常悲壮的反击。他们
本来不是海军，他们是丁汝昌的

“亲兵”，是从安徽故乡追随老提
督南征北战的淮军老底子。在北
洋水师中，他们充任陆战队和宪
兵队的角色。在北洋水师覆灭之
际，这些淮军最后的“种子”乘坐
小船向龙庙嘴炮台的日军发动
了自杀性冲锋。

在日本1895年出版的《日清
战争实记》中记录了这支只有约
两百人的小部队最后的战斗。

“敌军拼死前进”，一度打得日军
混乱败退，一名中国战士翻墙跳
进了日军的师团部指挥所。但终
因寡不敌众，这支陆战队终于渐
渐不支，残余人员被压制到了海
边。“使人感慨的是有的中国兵
知道不能幸免而自杀死去……
登陆水兵几乎无一人逃脱。”

他们是追随着丁汝昌走出
大山的，按照当时的道德，他们
做出的选择和一般军人不一
样——— 作为亲兵他们也要与自
己的恩主同难。还有人做出了同
样的选择，那便是他们的妻子。
在这些自尽殉夫的妻子们之中，
排在第一位的，便是北洋水师提
督丁汝昌的妻子魏夫人，时年45
岁。如今，两人的合葬墓在安徽
无为县。

从“罪人”到英雄

丁汝昌死后，手下军官牛昶
昞盗用他的名义，与日方签订了

《威海降约》。威海港里，李鸿章
经营多年的北洋海军，至此全军
覆没。

丁汝昌悲壮殉国，却未能得
到公正的评价。数日后，1895年2
月17日，李鸿章在代奏电文中说：

“海军提督丁汝昌、海军右翼总
兵刘步蟾、统带淮军护卫营记名
总兵张文宜死事情形，迭据刘含
芳转据德兵舰在威海目击属实，
已屡电请奏。兹复据刘含芳电，
丁提督于未被围之先，已派员将
水师文卷送烟台，誓以必死，孤
忠惨烈，极可悯伤。应请旨将该

三员先行敕部从优赐恤，并恳将
丁汝昌所得处分开复，以示大公。”
19日，丁汝昌等六具遗体和北洋海
军降将们抵达烟台。4月9日（光绪
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朝廷做出
了最终的裁判：“已革海军提督丁
汝昌，总统海军始终偾事，前经降
旨拿问，获咎甚重，虽此次战败
死绥，仍著毋庸议恤”。

殉国者就这样成了替罪羊。
无论如何，清军是战败了，谁该
承担战败的责任？肯定不能是那
位老皇后，也不能是光绪皇帝，
甚至不能是李鸿章，那就只能是
丁汝昌了。

但历史终究还是公正的。光
绪末年，广东水师提督萨镇冰等
部分海军旧属和威海卫当地绅
民三百多人，联名上书直隶总督
袁世凯，要求给丁汝昌以公正的
评价和待遇。袁世凯于1906年7月
5日（光绪三十二年五月十四日）
转奏朝廷，要求开复丁汝昌的原
官原衔。但其时朝政混乱，朝廷
也不愿意自打耳光，袁世凯的折
子被“留中”不发。宣统二年，筹
办海军大臣载洵再次上奏，当年
三月庚申三月十六日，即1910年4
月25日，终于有圣旨“丁汝昌加恩
开复原官原衔”。

1934年5月，爱国将领冯玉祥
曾到设有丁汝昌、邓世昌牌位的
威海环翠楼登临凭吊，写了这样
一副楹联：“劲节励冰霜，对万顷
碧涛，凭此丹心垂世教；登临余
感慨，望中原戎马，擎将热泪拜
乡贤。”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也给
予了丁汝昌正确的评价。上世纪
80年代放映电影《甲午风云》，汪
郎中村群众自发地买了一稻箩
的鞭炮燃放，借此表示对丁汝昌
的缅怀之情。1984年甲午战争90
周年之际，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
在威海刘公岛上丁汝昌寓所南厅
举办了丁汝昌事迹展览，对丁汝昌
宁死不降、为国捐躯的英雄气节给
予了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评价。安
徽省人民政府十分重视丁汝昌墓
的修复工作，在无为石涧，政府出
资修复了丁汝昌墓地，其墓地达
2000多平方米，规模宏大，气势
雄伟，展现了丁汝昌作为“中国
第一位海军司令”的气度，成为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一。

近日，一则历史读物出现事实性错误的新闻引发广泛关注。某出版社出版的《写给孩子看的中国史》一书中采用了一张张“丁汝昌投降图”，5月10
日，该出版社发出道歉声明。表示书中存在不当插图问题，并称“停止该图书的线上线下销售，全面收回销毁，同时举举一反三开展自查整顿”。

“丁汝昌投降”当然是令人难以容忍的错误说法。那么，真实的丁汝昌是什么样的？他又有着怎样的人生呢？除了学术术界公认的史料外，丁汝昌
第六代后人、施从滨曾孙女施静也向笔者讲述了一些不为人知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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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庐江县建有丁汝昌纪念馆。

丁汝昌照片，摄于甲午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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