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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

《不忘来时路》系列报道

下面请听系列报道《不忘来时路》……

总片头：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今年的年份比较特殊，是沈葆桢保

卫台湾 150（周）年，马江之战 140（周）年，甲午之战今年是 130（周）年……】

150 年前的中国正在经历什么？【台湾作家 杨渡：这个时候，新

疆发生了“回乱”（清朝同治年间新疆“回部”叛乱），很大的军饷都拿到新疆

去打仗了。】

1874 年，阿古柏入侵新疆，俄国趁机侵占伊犁。【中国人民大

学人文学院教授 何瑜：从清代历史来看，受的外来侵略，主要除了俄国从

北部中俄的接壤，是在北部（陆地方面），剩下的所有的侵华战争，侵略者都是

从海上来。】

历史上日本第一次侵略中国的“牡丹社事件”爆发。【福建马尾

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沈葆桢人就在福建，跟外国人打交道似乎更有经验，

手里还有船政舰队，（清朝）钦差派遣沈葆桢去台湾。】

沈葆桢用余生开启了台湾近代化的新篇章。【福建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刘传标：台湾近代化的造基者（奠基者）是沈

葆桢，他为台湾近代化建设（所作）的贡献，怎么评价有多高都不为过。】

百年后这位“中国近代海军之父”“台湾近代化第一人”却屡

屡遭遇台湾绿营抹黑构陷。【台湾新闻《李芳儒议员要求沈葆桢厅更

名》：1877年抚番政策强硬，造成“大港口”“加礼宛”等事件……】

英雄被糟蹋，历史遭抹黑。【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何瑜：

他们这样的一些说法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

【沈葆桢六世孙 沈吕遂：这是历史的悲剧！】

两岸历史专家、学者共同还原历史真相，请关注三集系列报道《不

忘来时路》。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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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来时路》系列报道第一集：

斩断日本初伸的魔爪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大家下午好！很荣幸参加今天的侯官

论坛活动。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1874年保台与沈葆桢海军建设构想》……】

【现场同期声压混】

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第三届侯官论坛“侯官文化与船政精

神”分论坛，12 月 16 日在福州大学城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举行。

今年恰逢沈葆桢巡视台湾 150 周年，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对沈葆

桢作为台湾近代化第一人的历史功绩进行高度评价。学者认为沈葆桢

保卫台湾和建设台湾的历史真相和细节不该被遗忘，更不该被别有用

心的人抹黑和构陷。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现在很多（人），像“台独”分子，

他们对于中国近代史，包括台湾近代化的历史有选择性地扭曲成支持他们的观点。

那么就是让人很痛心地看到，比如说涉及到台湾近代化，他们往往把日本放在前

面。另外一个，就是“加礼宛事件”“大港口事件”，它本身和沈葆桢本人是没

有关系。（对）沈葆桢的“巡台，保台”进行的研讨，对于沈葆桢本人的历史，

以及台湾近代化的历史研究，会有新的资料发现，也会进一步地完善沈葆桢真实

的形象，也有助于澄清或者摆脱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歪曲历史。】

正如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陈悦采访中所说：从 1874 年“牡

丹社事件”开始，沈葆桢和台湾的这段历史，不但被台湾普通民众逐

渐淡忘，如今台湾民进党还屡屡扭曲“加礼宛事件”和“大港口事件”

来构陷沈葆桢。

【沈葆桢六世孙 沈吕遂：沈葆桢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他最好不能被提，现

在所实施的就是“去中化”，他最好把妈祖关公都请走。你像赖清德，日本造一

个水库，把他（日本技师八田与一）当神一样，给他做一个雕像。】

沈葆桢六世孙、台湾资深制片人沈吕遂先生采访中所指是 2023

年任台湾民进党主席的赖清德参加日本技师八田与一“逝世 81 周年

追思纪念会”，称他为台湾地区“水利之父”并为他塑造雕像。沈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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桢和台湾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他保卫台湾和建设台湾近代化的历

史在如今的台湾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扭曲”？擦清历史的镜子，

沿着沈葆桢故居出发，探寻来时路……请听系列报道《不忘来时路》

第一集《斩断日本初伸的魔爪》。

时间回到 150 年前的 1874 年。这一年对于沈葆桢来说是悲喜交

加的一年。船政圆满完成了首期任务：船厂造出 15 艘蒸汽轮船，船

政学堂培养出第一批海军人才。朝廷为此专门颁发了成功金银牌。八

年来的殚精竭虑，沈葆桢早已病痛缠身。此时，相濡以沫 30 多年的

发妻林普晴病逝，更令他心受重创。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台湾南部传来一个危险的信号……福建马尾

船政研究会会长陈悦：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1874年的 5月（发生）“牡丹社事件”，

日本人登上台湾岛……把这个消息报到北京去之后，大家觉得事态非常之严峻，

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就推荐船政大臣沈葆桢作为特使（前往

台湾）。认为沈葆桢一个是人就在福建，再一个是跟外国人打交道似乎更有经验，

手里还有船政舰队，船政的一些力量、人才力量跟军队的力量。】

1874 年 5 月，日本出兵 3600 人入侵我国台湾。残酷杀戮高山族

同胞，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牡丹社事件”，而出兵的借口却来源于

3 年前。

1871 年 11 月，一艘琉球国的朝贡船遭遇飓风飘到了台湾，船难

幸存者误入琅峤牡丹社，因语言障碍产生误会被高士佛社的少数民族

杀害了 54 人。台湾作家杨渡：

【台湾作家 杨渡：高士佛社的人，就拿着刀子跟他们比划着说要出去打猎的

意思，想不到这些琉球人害怕了，以为是要杀害他们的。】

其余 12 人，在当地客家人杨友旺的救护下，乘坐台湾官船来到

福州的琉球馆。这个事件被蓄谋“南进”已久的日本政府视为千载难

逢的侵略时机。

其实早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狼子野心急剧膨胀。此前的

1868 年日本天皇就开始鼓吹要“开拓万里波涛”，策划了“北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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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南进”两大吞并部署：北进，打朝鲜、韩国，打满洲；南进，侵

吞琉球，侵占台湾，进攻东南沿海。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瑜：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何瑜：1868年的 4月，在以（日本）天皇

睦仁名义发布的诏书中，他就狂妄地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

也就是说从那时候开始，他就开始制定了侵略周边的（计划），包括琉球、包括

中国的台湾岛。】

琉球国，也就是现在的日本冲绳县，从明朝起就和中国有长达五

百年的藩属国关系，这起琉球船难和台湾少数民族的冲突事件，本来

就是中国的内政。何瑜：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何瑜：中琉之间的关系，在明洪武年间就

定了，这个时间是要比日本要早很多，台南的牡丹社和琉球渔民冲突是属于清王

朝的内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其实当时的日本也很清楚，这起三年前琉球国的船难不足以成为

出兵侵略的理由，但他并不甘心。此时，卸任的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

得向日本兜售了台湾南部“番地无主”的谬论，为正在筹划入侵台湾

地区的日本政府，及时提供了新的出兵借口。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

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刘传标：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刘传标：这个时候中国

洋务运动开始，日本也是明治维新开始之后，双方的国力或者军事能力都（处于

发展）增长时期，“牡丹社入侵”这样一个事件，主要是日本也想尝试（试探）

一下中国的海防能力跟综合实力的问题。】

于是，日本侵台总指挥西乡从道率领几艘兵舰进军台湾南部，遭

到了该地区少数民族牡丹社和高士佛社的激烈抵抗。

【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卓克华：我倒是有去参观过战场——石门

古战场，当时台湾少数民族可以说占了地形的优势，大体来讲，日军没有占多少

便宜。】

正如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卓克华介绍，1874年 5月 22日，

中日这场发生在台湾恒春石门山谷试探性的小战役，使清政府不但刷

新了对中日两国国际政治秩序的根本性看法，还使千年来因华夏文明

https://www.baidu.com/s?wd=%E7%9D%A6%E4%BB%81&usm=1&ie=utf-8&rsv_pq=ea21e78c0036689c&oq=%E6%98%8E%E6%B2%BB%E7%BB%B4%E6%96%B0%E7%9A%84%E6%97%A5%E6%9C%AC%E5%A4%A9%E7%9A%87%E6%98%AF%E8%B0%81&rsv_t=c309gRkDQLmiWIZp+KDEAknulZyyd6gDLyfo/u+WQoOojbwBmAwXiUH/QSQ&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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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越感而产生的尊卑思想体系逐渐崩溃。

片花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何瑜：甚至说，如果我不退兵，你中国究

竟如何呢】

【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卓克华：你要先狠狠打一场战争，打赢了

有底气了，我就是可以好好跟你谈判】

系列报道《不忘来时路》第一集《斩断日本初伸的魔爪》正在播出。

同年 6 月，接受清廷十万火急新任命的沈葆桢，带领马尾船政自

主建造的“安澜”“伏波”“飞云”三艘舰船赴台。随后“扬威”“振

威”等舰船也开往澎湖列岛进行威慑，一时间台海风起云涌。

而另一边，西乡从道已经被日本明治天皇任命为“台湾番地事务

都督”，他正紧锣密鼓地在台湾射寮湾恒春码头旁的龟山,建“都督

府”，修桥梁、铺道路,设医院。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瑜：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何瑜：他（日本）甚至说如果我不退兵，

你中国究竟如何呢！开始要耍赖了，因为日本对台湾的觊觎是很长时间了。】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刘传标：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刘传标：把台湾收入囊

中就等于可以控制东南（中国东南大陆地区）、西太平洋（航道）这样的一个战

略要地，它有很多从军事上或者海防战略上的一些考量。】

日军安营扎寨的长期部署，让沈葆桢意识到日本是铁了心要把台

湾收入囊中。台湾地区地理位置特殊，东临太平洋,西依台湾海峡,

北靠东海,南连南海。控制台湾一来可以占据西太平洋航道的中心，

进而还能南进侵略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城市。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让日本得逞的话，接下去就是福建了，

1870年日本就派来了第一批来福建跟台湾进行侦查的军队——呈情报人员，所

以日本他当时的这种谋划开始地非常早，就是明治维新一开始……】

福建和台湾一衣带水，失去台湾，大陆也难以安宁。事态严峻，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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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斩断魔爪靠“说理”已经行不通，必须“靠硬实力”。沈葆桢一面

派福建布政使潘慰入日本军营谈判斡旋拖延时间，一面迅速着手调配

海陆军事力量入台。台湾作家杨渡：

【台湾作家 杨渡：因为沈葆桢觉得台湾的这些官兵几年一次轮调，三年一次

轮调，所以基本上怠惰成性，没有办法真正作战，所以他干脆从南北洋大臣那里

调拨洋枪队。】

刘传标：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刘传标：5000人淮军，

其中北洋洋枪队调了 3000人，从南洋调了 2000人，5000是这样构成的。还从

广东招募 2000（人），台湾当地又招募了 500人。】

一个月时间，沈葆桢台海大调兵，7500 人的能战之兵，15 艘自

主生产的舰船陆续到位，和西乡从道率领的 3600 人日军成对峙之

势……

【台湾电视节目片段《日军帝国主义的起点：回顾牡丹社事件》：日

军在战斗过程中尝尽苦头，大清帝国派钦差大臣沈葆桢前来谈判。当时中国最好

的陆军跟海军也来到琅峤的附近，如果当时包围的话，日本一定必败……】

这是在台湾岛内电视台回顾牡丹社事件的节目片段。中日双方兵

力悬殊，入侵后的日本兵又开始感染瘟疫。面对这样的局面，台湾学

者直言，当时应该迎头痛击，好好给日本一个深刻教训。台湾佛光大

学人文学院教授卓克华：

【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卓克华：日本的军队动态是生病的人很多，

他的后勤补给也出了问题，虽然有外国列强在暗中的支持，可是不足为虑，你要

先狠狠打一场战争，打赢了有底气了，我就是可以好好跟你谈判。】

片花

【大陆著名史学家卢美松：他（日本）最后支持不了，日本那边的外交大臣

找清政府外交衙门谈。】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刘传标：当时清政府的

决心没下那么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是以谈促他退兵的问题，主体的就是不想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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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启战端。】

请继续收听《不忘来时路》第一集《斩断日本初伸的魔爪》。

7 月的台湾岛热浪朝天，沈葆桢顶着酷暑指挥军队。15 艘舰船在

海上严阵以待，洋枪队在岛上各处布防。湿热加上暑气让日军营内疫

情爆发，500 多人丧命。著名史学家卢美松：

【大陆著名史学家 卢美松：他（日本）最后支持不了，日本那边的外交大

臣找（清政府）外交衙门谈，不管是美国也好、英国也好、俄国也好，当和事佬

都是劝清政府你出钱嘛，沈葆桢一直不肯，我们是胜券在握，干嘛我们还要赔钱，

而且是他们侵占来的。】

日军被中方军事实力威慑包围，而他身后还有台湾当地百姓和少

数民族在摩拳擦掌。日本政府便急请英国公使威妥马出面找清政府调

停，主动提出可以将原来索要两百万两的“赔兵费”改为 50 万两，

主要是琉球遇难人的抚恤金和在台湾筑路造房建医院的花费。慈禧太

后不愿开战，又不敢得罪西方列强，派恭亲王和李鸿章与日本内务卿

大久保利通签订了《北京专约》。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卓克华：

【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卓克华：我就觉得这也没有处理好，那为

什么他留下一破烂的道路、破烂的营房我就接受，变成你不能恢复原状，我要帮

你恢复原状，反而你要给我钱才对。】

沈葆桢一番精心布局，最后却接到中日已经签订《北京专约》的

消息，难掩心中的无奈，感叹国力微弱，人人可欺。著名史学家卢美

松：

【大陆著名史学家 卢美松：沈葆桢不同意，你再不同意你没法也得服从命

令，所以我们是不败之败，赢了也还要赔钱，沈葆桢非常气愤，那也没办法……】

清政府缺乏与日军决战的勇气，一开始就已经确定用外交解决争

端的主导思想，仅授予沈葆桢“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

大臣”的职责，主要负责防犯和外交。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

所长、研究员刘传标：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刘传标：当时清政府的

决心没下那么大，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还是以谈促他退兵的问题，主体的就是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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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轻启战端。】

此时的清朝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而西北和新疆正在爆发叛

乱，再加上南面的越南和法国关系紧张，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台湾作

家杨渡：

【台湾作家 杨渡：清廷（当时）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清廷本身是这个时候，

新疆发生了“回乱”（清朝同治年间新疆“回部”叛乱），很大的军饷都拿到新

疆去打仗了。所以如果因为日本攻打台湾南部，那么再发生这场战争的话，其实

清廷会变成一个很沉重的负担。】

片尾：

不败之败，一纸《北京专约》仅仅是窝屈赔钱吗？【台湾佛光大

学人文学院教授 卓克华：钱倒是小事，最重要是承认他们的行为，“不以

为非”。】

日本在条约中坚持加入的“保民义举”四个字，使台海不良局势

的齿轮开始转动。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何瑜：中日《北京专约》三条，第一

条：“日本国此事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就是说琉球是日本的国民。】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我们保住了台湾，但是清王朝牺牲

了琉球，琉球就被日本灭国了，变成了他们的冲绳县。】

清朝息事宁人，日本吞并琉球，埋下了此后日本侵略瓜分中国的

伏笔。看似一场结束的战争，对于沈葆桢来说才刚刚开始……

【台湾作家杨渡：所以他开始善后，台湾这个地方的所谓“善后”，其

实就是台湾这个地方所谓的“创始”。】

【大陆著名史学家 卢美松：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教育上、军事上

进行全面的建设。】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就是因为有了沈葆桢，所以台湾岛

上迎来了近代化的黎明。】

敬请关注《不忘来时路》系列报道第二集《开启台湾近代化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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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

《不忘来时路》系列报道第二集：

开启台湾近代化历程

下面请听系列报道《不忘来时路》。

片头：

中华五千年浩瀚历史长河，时间坐标定位在 1874 年。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何瑜：1874年 4月，】

【台湾作家 杨渡：就是“牡丹社事件”发生不久，】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何瑜：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三千余

人大举进攻台湾。】

【台湾作家 杨渡：（清政府）就派沈葆桢当钦差大臣。】

【大陆著名史学家 卢美松：钦差大臣，他的责任是巡台，以巡视的名义跟

日本进行交涉。】

沈葆桢台海大调兵严阵以待，日本军营瘟疫爆发。

【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卓克华：军队实力具有局部优势，可以跟

日本好好打！】

软弱的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北京专约》。

【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卓克华：“保民义举”，那不是间接

承认琉球的老百姓是你（日本）老百姓……】

赔款留下了中国可欺的后患。

【大陆著名史学家卢美松：沈葆桢不同意，你再不同意你没办法，也要服从

命令。】

为确保台湾的中国主权，清政府容忍了日本自我包装的“保民义

举”，间接使 5 年后的琉球国成为了日本的冲绳县。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我们保住了台湾，但是清王朝牺牲了琉

球。】

这一年，吞下满腹不平的沈葆桢，又开始了一段充满光荣和梦想

的新征程……请听《不忘来时路》系列报道第二集——《开启台湾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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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历程》。

【《渡台悲歌》：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

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这是一首清朝嘉庆年间就在

闽台民间流行的《渡台悲歌》。歌词里描述，当时台湾贫瘠，一部分

少数民族依然保留着原始猎杀人头、祭祀人头的生活习俗。这些（习

俗）使当时的百姓认为漂洋过海到台湾，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严重

影响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台湾作家杨渡：

【台湾作家 杨渡：我们会看见的荷兰所刻画下来台湾的少数民族（形象）是

猎人头的，他的头是举得高高，然后在那里炫耀他们的武力。】

站在台湾这座孤悬海外的原始海岛上，此刻的沈葆桢陷入了深思。

“牡丹社事件”中日本已不再仰视中国，这可能是中日强弱互换的信

号。因此，清政府让沈葆桢在台湾的“善后”，在他看来必须开启一

场“创始”。台湾只有蜕变成东南七省的门户，只有建设起能自我防

御的能力，才能抵御外敌再次入侵。台湾作家杨渡：

【台湾作家 杨渡：沈葆桢其实已经看到了，台湾作为战略地缘政治上的重要

性关乎全中国海疆的战略的布局。他说“台湾海外孤悬，七省以为门户，欲得民

心，必先吏治、营政”，他的概念其实很清楚。】

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沈葆桢确定了台湾要以开放的基调，用引进

人才的“开禁”政策来盘活台湾政治、经济和文化，这样才能为创造

台湾奇迹奠定人才基础。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瑜：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何瑜：清（朝）廷在日本侵台之前，对台

湾是有严禁内地人民渡台的这种禁令，还有这种禁令实际是对台湾东部的开发是

非常不利的，所以沈葆桢上奏折要改革的第一项，就是废除严禁内地人民渡台的

旧例。】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陈悦：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我个人觉得他已经有很深的思考了，到

那里到底去干什么事情。真正的去保卫好的话，要兴台湾之力把它的利益发掘出

来，就是为岛上的人民找到利益。】

前路没有捷径，唯有实干。开创台湾近代化建设工作迅速启动，

https://www.baidu.com/link?url=nVdQw1woyp2a2cyzSQAlmXZbxBHdI3_yKBvcqdhvZcN2TwbIuNkvfs1fQbthFuJwuSqiQzlm5PEm6QrIUAsquVJyfngM69evvX-YFZ31bum&wd=&eqid=fa4e97f300a57969000000066736b608
https://www.baidu.com/link?url=nVdQw1woyp2a2cyzSQAlmXZbxBHdI3_yKBvcqdhvZcN2TwbIuNkvfs1fQbthFuJwuSqiQzlm5PEm6QrIUAsquVJyfngM69evvX-YFZ31bum&wd=&eqid=fa4e97f300a57969000000066736b608
https://www.baidu.com/link?url=nVdQw1woyp2a2cyzSQAlmXZbxBHdI3_yKBvcqdhvZcN2TwbIuNkvfs1fQbthFuJwuSqiQzlm5PEm6QrIUAsquVJyfngM69evvX-YFZ31bum&wd=&eqid=fa4e97f300a57969000000066736b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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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香港、汕头等地招募局纷纷火速上线开始招工，来台开垦荒地。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刘传标：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研究员 刘传标：大量的在厦

门、香港、汕头等地建立的一个叫招募局，到台湾去，三年开始征税。一个人给

一甲的土地，还有农具，还有耕牛。多数的泥垦的这些农人，就是我们过去所称

的“罗汉脚”，就是福建特别闽南一带的人。台湾的全面的开发从这个时候开始，

很重要的一个是给台湾开发（奠定）的几个重大基础。】

清朝的一甲土地相当于现在的 11 亩，移民免船票免三年赋税，

每日免膳食领补贴，还配套了农具和耕牛。沈葆桢亲自组织工作人员，

每月检查一次垦植成绩，优异者另有奖赏。沈葆桢六世孙沈吕遂：

【沈葆桢六世孙 沈吕遂：台湾的每一寸的农田都是福建移民一锄头一锄头

垦下去的，开出来的地，1874年“牡丹社（事件）”之后，一年的移民 30万人。】

台湾的“垦丁”就是因此而得名。闲置的荒地变成肥沃的农田，

有了人气，一个个村庄拔地而起。台湾奇迹,让两岸广大劳动者来共

同书写。刘传标：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刘传标：人口一多，市

政建设、水利建设等等一系列，才开始逐渐地普及化，或者这个时候是比较全面

的（开发），所以说并不是后面所讲的，特别台湾当局现在分离主义者，我们叫

“台独分子”或者“台独史观者”，认为台湾的近代化好像都是日本人贡献，那

不见得！】

“牡丹社事件”因语言不通“误杀”而起，又让沈葆桢意识到，

推动文明的交融，才有利于促进两岸各民族间的友好往来。引进教育

人才也是当务之急。刘传标：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刘传标：另一方面，文

化教育跟上。大量的文人、文职人员，这些从福州省会城市开始移植。还不只是

（台湾地区的）汉人地区，跟少数民族接壤的地区，所谓的“熟番”的教育，有

很多文教人员都是福州区域或者更多的外省人。台湾真正的教育开始兴盛，应该

在沈葆桢时代。】

由于开发人员引进政策落实地漂亮，教育人才的引进也就水到渠

成。大量的福州等地的文职人员，为了闽台文化交融的同一愿景，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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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山海奔赴台湾。著名史学家卢美松：

【大陆著名史学家 卢美松：大量的劳动力和技术人员可以到台湾去，所以

这一点，人员的开放、自由往来，应该说这也是他的一大功劳。】

沈葆桢的“开禁”政策，不仅解除了清廷长达 190 余年的渡台禁

令，对如今的台湾发展，两岸同根同源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那时起，

福建沿海的人力、物力、生产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向台湾。刘传标：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刘传标：因为当时台湾

府是归福建管的，还是“闽台一体”的总体思路下，台湾的发展还要依靠大陆、

靠福建的支持跟帮助，所以说当时称为福建台湾省。】

片花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讲解员 唐维莹：沈葆桢发现台湾孤悬海外。】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当时的第一条电报线，是 1874年购买

的是荷兰大东公司的。】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讲解员 唐维莹：他（沈葆桢）就在台湾开设了一

个电报学堂的分校，】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是为了加快台湾的信息到达福州，到

达天津北京。】

系列报道《不忘来时路》第二集《开启台湾近代化历程》正在播出。

除了引进人员、人才做土地开发、发展文化教育，台南设防依然

是沈葆桢“开创台湾”的重中之重。在位于福州马尾的国家二级博物

馆——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里，收藏的一幅《台湾府城街道图》上，

法文标注的“新炮台”字样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这里正是沈葆桢亲赴

台南的安平海口勘察选址的“亿载金城”。台湾作家杨渡：

【台湾作家 杨渡：沈葆桢认为说军备刻不容缓，所以他立刻以台南府城当做

根据地，在安平建立炮台，然后置放了两尊西洋巨炮。】

“亿载金城”城内配大小炮十一尊，除了炮兵还配备了洋枪队。

在这座“新炮台”修建同时，沈葆桢又着手在南部的打狗港四周建起

炮台六座。屈指一数，光在台南设置炮台，购买铁甲舰和水雷等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www.baidu.com/link?url=P0PWNQR8B5gVw5OHEPbRyVPm1-cjfwQ2R2s6--ALO61YfMw7F6L1R2bBQrBwOeU8XaAv-tuJlvGtAPFMmZd1FaaqgjN5xM0EGKElPb9JL8IHmkr2tYdOIqkusqEXhBj27gAdGDabXyDEs4GHWQEAWJqqumJFoyuz4Um7ZJSLWKyyq2lzDGyxbP8nGIimHRoG&wd=&eqid=96270c610010ed8e000000066736ccb2
https://www.baidu.com/link?url=P0PWNQR8B5gVw5OHEPbRyVPm1-cjfwQ2R2s6--ALO61YfMw7F6L1R2bBQrBwOeU8XaAv-tuJlvGtAPFMmZd1FaaqgjN5xM0EGKElPb9JL8IHmkr2tYdOIqkusqEXhBj27gAdGDabXyDEs4GHWQEAWJqqumJFoyuz4Um7ZJSLWKyyq2lzDGyxbP8nGIimHRoG&wd=&eqid=96270c610010ed8e000000066736cc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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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葆桢就报了六百万两的天文预算，朝廷也一口答应。福建社会科学

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刘传标：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刘传标：对军事投入，

包括他所派驻到台湾的这些军队，我们看从淮军、湘军等等，特别是太平天国运

动之后，淮军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眼前这幅《台湾府城街道图》，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它的精

确度依然非常之高。早在和日军对峙期间，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中，

几位通晓算法的学生已深入台湾各地，“量水浅深，探其形势”。

【严复翰墨馆馆长 郑志宇：严复随着沈葆桢入台，走遍了台湾各地，测量

绘制的第一幅精准的台湾府城街道图。】

严复翰墨馆馆长郑志宇告诉记者，刚满 20 岁的严复也参与了这

次行动，沈葆桢带他赴台的经历，使他身临其境感受到中国所面临的

危局，而成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思想启蒙家。台湾的首幅精准地图《台

湾府城街道图》，不仅在沈葆桢的台海大调兵时提供了第一手部署依

据，此时在创建台湾军事布防，和此后沈葆桢的台湾“开山抚番”“开

府”规划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这些在沈葆桢看来，距离东南七

省门户的台湾规划，还有很多部署需要逐项落地。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讲解员 唐维莹：我们都知道（福建马尾）船政本

身它在福建就是有开设电报学堂的，沈葆桢发现台湾孤悬海外，和我们的沟通非

常困难，这个时候他就在台湾开设了一个电报学堂的分校，培育了一批电信人才

的学生。】

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讲解员唐维莹的指引下，记者在展柜里看

到了一截已经锈迹斑斑的中国第一条海底电缆。150 年前台湾海峡两

岸就有一条传递消息的文明脐带，这在现代看来也不过时。台湾孤悬

海外，两岸通消息是沈葆桢极其重视的事。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他在

马尾船政学堂培养电信人才的同时，就开始落实铺设两岸海底电缆。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陈悦：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当时的第一条电报线，是 1874年购买

的是荷兰大东公司的，就是为了加快台湾的信息到达福州，到达天津北京的。】

沈葆桢多次督促随行的法国顾问日意格去购买，但海底电缆对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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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要求极其严格，在当时是全球最新技术，着实是稀缺资源。荷兰大

东公司以旧充新企图蒙混施工，被亲自监工的沈葆桢发现后，毫不留

情面就下令停工。工程断断续续持续了 10 年，直到台湾巡抚刘铭传

接力才全面完成铺设。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刘

传标：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刘传标：沈葆桢开始架

设海底电缆，从台南到厦门，从沪尾到北沙海，又从福清又到我们马尾这一带，

主持这些近代化电信建设，成为台湾近代化邮政事业的造基（奠基）,他对台湾

就是也想把台湾作为一个试点。按我理解清政府对台湾问题，因为这一次危机

（“牡丹社事件”）之后，清政府也想把台湾建成近代化实力更强的，成为日本

人不敢轻易地去那里去招惹的一个地方。】

那段日子，沈葆桢有关台湾善后的奏折，密集地呈递到朝廷。单

在 1875 年 1 月 12 日，军机处一天内就收到沈葆桢的十一道奏折，他

开“渡台旧例”、他建议“大力开发台湾煤矿”、他为赴台的有功人

员请奖……但就在这一天，19岁的同治皇帝驾崩了，4 岁的光绪皇帝

被扶上了皇位。即使政局的猝然变故，都没有改变清政府对台湾的重

视……

片尾

“牡丹社事件”，清政府被自认为是“学生”的日本狠狠上了一

课。【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何瑜：甚至说如果我不退兵你中国究

竟如何呢？！】

海权危机撼动封建王朝，沈葆桢开启台湾近代化历程。【台湾作

家 杨渡：我们很多时候会把清朝的官员，当成是腐朽的、封闭的、守旧的，但

是事实上沈葆桢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艰苦的条件、高强度的工作，54岁的沈葆桢身体每况愈下。开

创工作看似轰轰烈烈，却不一帆风顺……被抹黑构陷的英雄，历史归

于真相。敬请关注《不忘来时路》系列报道第三集——《不容背叛的

历史》。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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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报道

《不忘来时路》系列报道：

不容背叛的历史

下面请听系列报道《不忘来时路》。

片头：

“开禁”政策拉开台湾近代化帷幕。【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

所原所长、研究员 刘传标：一个方面，多数的（从事）泥垦的这些农人，

就是我们过去所称的“罗汉脚”，福建特别闽南一带的人，从这个时候开始，给

台湾开发（奠定了）重大基础。】

两岸交融加深了同根同源、同宗同祖的华夏共同体意识。【台湾

佛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卓克华：中国人就是靠敬祖、收宗，团结在一起，

我相信中国这么多年的家族观念还是没有改变，甚至扩大变成宗族观念。】

从人人谈台色变到纷纷迁台开发，近代化军事、科技逐一赋能台

湾。【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刘传标：沈葆桢开

始架设海底电缆，从台南到厦门，从沪尾到北沙海，又从福清又到马尾这一带。】

国泰民安的信念，支撑了沈葆桢在台湾不休的 388 天。而此时，

他在台湾的第二项重要开创工作“开山抚番”，掀起了风波……【福

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淮军在开路（过程中）遭到了一些不通言语

的番社的杀害跟攻击，（他们）就是狮头岭的番社。】

这一段插曲百年后如何被移花接木？台湾民进党歪曲的历史观

念如何而来？请听《不忘来时路》系列报道第三集——《不容背叛的

历史》。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讲解员 唐维莹：在我身后的这个就是位于马尾亭

江虎头山的清军义冢，当时日本侵台事件发生之后，沈葆桢不仅率领了船政的这

些学生，另外还有一部分官兵也来到了台湾，这就是 135名清军的公墓……】

这里是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闽安村虎头山的清军墓冢，

2013 年由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著名史学家

卢美松感慨地谈到了在这里的一段难忘经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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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著名史学家 卢美松：2014年搞过一次纪念活动，（沈葆桢巡视台湾）

140周年，对于埋在闽安镇山上的戍台士兵进行公祭，还有海陆空的代表，包括

武警，加上学生、干部 、社区居民，很多人。我为什么印象这么深呢？公祭开

始，我刚刚开始读祭文，天上下起瓢泼大雨，100多年都没有人到这边来祭祀，

这次感天动地……】

著名史学家卢美松告诉记者，这里埋葬的是“牡丹社事件”后，

随沈葆桢在开创台湾近代化中牺牲的 135 名战士。他们中一部分因疫

病，一部分因工作强度过高导致，还有一部分在“开山抚番”中被台

湾少数民族射杀。眼前排列整齐的清军义冢让人肃然起敬，而在海峡

对岸，当年沈葆桢亲自为台南设防督建的炮台基地“亿载金城”，却

已然荒草丛生。沈葆桢六世孙女沈园：

【沈葆桢六世孙女 沈园：当时（2019年 4月）去亿载金城，里面都没有人，

那天真的是连游客都没有，现在台湾“去中国化”比较厉害。那里面有一些沈葆桢

写的字，有说收起来的，有说是丢了。】

“开山抚番”是沈葆桢第二项重大政策。台湾内地有大片少数民

族聚居地未开垦，特别是中央山脉以东的地区，俗称“后山”，还处

于封闭状态。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陈悦：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开通台湾的中横公路，保证它的后山

那个区域，跟这边相对平坦的区域之间，能够迅速沟通起来。】

“要致富先修路”，开山就要先开路，可这在当时是一项艰巨的

任务，其中最艰难的就是现在被称为“生死公路”的台湾中横公路。

距离沈葆桢开山 80多年后的 1950 年，台湾当局召集了一万多名退伍

军人，再次在这里开山凿岩修建公路。历经 3 年多施工，700 多人伤

残，212 人死于飞石塌方坠崖。由此可以推想，沈葆桢当时开山多么

不易。此外，还有外来不明就理的人为阻力。卢美松：

【大陆著名史学家 卢美松：因为台湾山高林密，人口又少，要守住台湾首

先要开山，台湾的东部和西部要把它连接起来。但在东部那是很野蛮的，沈葆桢

手下这些，他带领的部队死了很多人，被当地台湾少数民族射杀的很多，他们不

满意你们去那里“侵犯”了他们的领地。】

在“牡丹社事件”中，两岸军民联手吓走日本人，沈葆桢坚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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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地区民心可用，“开山”和“抚番”应该并重。在“抚番”政策里，

沈葆桢提出了包括“通语言，禁仇杀，教耕稼”等 11 条措施，还令

人印成小册子让官兵带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分发。但在屏东县狮子乡狮

头岭，流血事件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陈悦：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1874年的年末，淮军在开路的时候，

遭到了一些不通言语的番社的杀害跟攻击，就是狮头岭的番社。他不通语言，文

化更不通，他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他们处在一种相对封闭的一种比较

自然的那种环境中，就是认为一切外面的生面孔都是坏人，那么对于这些坏人只

有一个办法把他杀掉，你不能说他这是善或者是恶，只是一种像原始人一样的自

然的一种保护动作。】

沈葆桢秉持“融合怀柔”的方针让“狮头社事件”很快平息，分

派的北中南三路“抚番”队伍都交回了漂亮的成绩单：北路共招抚

29 番社，中路共招抚 39 番社，南路先后招抚 10 番社。自此，数万

当地少数民族和汉人从矛盾冲突走入逐步融合，这占了当时台湾少数

民族总数的绝大部分。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卓克华：

【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卓克华：沈葆桢他想“开山”就是“抚番”，

“抚番”又必定要“开山”做，这是一和二，二和一不能分的事情。他“开山抚

番”的目的就是要“抚番”，以免外国列强借着跟台湾少数民族暗中的交易，所

以他的“抚番”都是着眼于整个海防安全，国家安全的重点。日本对台湾少数民

族是整个族全部屠杀掉，而且还用毒气弹，更残酷的事情比这更多。】

在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里，至今还保留着晚清时期的《台湾番俗

图》，沈葆桢的船政学生用笔触记录下了当时台湾少数民族欣然融入

“抚番”大家庭的画面。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讲解员唐维莹：

【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讲解员 唐维莹：这本画册由位于台北市的台湾史

研究所和北京故宫博物院联合出版的，收录了“牡丹社事件”之后，船政学生绘

制出当时沈葆桢抚台的一些纪实性的画面。有三幅非常珍贵的图画，这三幅台湾

少数民族基本都是跪地俯拜，表现了当时对于清军的归化之意，而且其中一幅，

台湾少数民族的头目，他的胸前还挂着一枚银牌，这枚银牌是乾隆年间的福康安

将军所赏，看起来他是以此为荣的。】

在还不具备摄影条件的年代，沈葆桢就是这样用一幅幅纪实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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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可是，作为“台二代”的沈葆桢第六世孙

沈吕遂先生告诉记者，沈葆桢在台湾民进党执政期间，屡屡遭遇所谓

“转型正义”的荒谬历史构陷。如今网络上依然能找到 2016 年台湾

媒体刊播的这条《李芳儒议员要求沈葆桢厅更名》的新闻，让人疑窦

丛生……

片花

【沈葆桢六世孙 沈吕遂：拆匾额的是柯文哲，因为马英九在台北当市长的

时候，把一楼的大厅改成“沈葆桢厅”。】

【台湾新闻《李芳儒议员要求沈葆桢厅更名》:台北市政府一楼大厅，上

头四个大字写着“沈葆桢厅”，走廊两侧的墙也有其事迹与画像。针对北市府一

楼大厅取名为“沈葆桢厅”有意见。】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刘传标：“台独”的

意识形态去演绎这套根本不存在的历史，他目的要割断跟大陆的关系。】

【台湾新闻《李芳儒议员要求沈葆桢厅更名》:议员质疑当年台湾巡抚沈

葆桢在 1877年的“抚番”政策强硬，造成“大港口”“加礼宛”等事件，市府

还在“沈葆桢厅”举行活动，表示痛心。】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刘传标：他千方百计地

在教科书上去误导，所以说把“中国史”就变成“东亚史”。】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在我们的百度百科上面，涉及到这些

词条的表述里面，居然就是“台独”的那些话语，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要警惕的事

情！】

系列报道《不忘来时路》第三集《不容背叛的历史》正在播出。

【台湾新闻《李芳儒议员要求沈葆桢厅更名》:巨大的匾额就挂在台北市

政府一楼大厅，上头四个大字写着“沈葆桢厅”，走廊两侧的墙也有其事迹与画

像。针对北市府一楼大厅取名为“沈葆桢厅”有意见。议员质疑当年台湾巡抚沈

葆桢在 1877年的“抚番”政策强硬，造成“大港口”“加礼宛”等事件，市府

还在“沈葆桢厅”举行活动表示痛心，对此市长柯文哲表示同意更名……】

新闻中提到 1877 年沈葆桢在台期间“抚番”政策强硬，造成了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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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大港口和加礼宛”等事件。且不论这两个事件的事发原因还

有诸多海外势力的因素，史料里最大的矛盾是历史时间——1875 年 5

月沈葆桢接到调令擢升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于同年 7 月就往南

京走马上任。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陈悦：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跟沈葆桢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他是在

1875年离开台湾岛，1877年的那个事情（“加礼宛事件”），因为清军在修路

的过程中，被台湾少数民族给杀害，清军将领吴光亮要去讨个说法；还有一个就

是“大港口事件”，也是台湾的一个通事叫林东涯，被台湾少数民族先杀掉了。

杀掉之后，清军要去找这些肇事的凶手，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流血事件。】

“大港口事件”和“加礼宛事件”发生时沈葆桢已经离开台湾，

台湾媒体公然发布不核查史料的新闻，地方政府不分是非的操作让人

唏嘘。陈悦：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他们把这种事情刻意地去放大成一个

历史事件，好像是把它塑造成一个敌我的矛盾这么考虑，变成了一个侵略者和本

地人的这种对立的关系，这个居心是非常险恶的，我们要引起非常大的警惕。尤

其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我们的百度百科上面，涉及到这些词条的表述里面，

居然就是“台独”的那些话语，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要警惕的事情，甚至要赶紧改

正的一个事情。现在青年人如果是想要了解这两个事件，第一时间网络上出现的

内容，全是有利于“台独”的，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

沈吕遂：

【沈葆桢六世孙 沈吕遂：那些人（台湾民进党）的上一代都是受日本统治

的，这是历史的悲剧。小学的校本上就已经开始改课纲了，尽量把日本“日据时

代”把它说的美美的，然后把“中国史”并到“东亚史”里去。】

台湾民进党执政期间，为了“去中化”的分裂行径,用“台独史

观”篡改历史、修改课纲，完全背弃历史、背弃民族大义，导致如今

台湾一部分公众媒体对历史的黑白颠倒。在不正史观对民众思想进行

深度渗透毒害下，沈葆桢创台的历史在台湾地区被严重扭曲。福建社

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刘传标：

【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刘传标：“台独”的意

识形态去演绎根本不存在的这样的一个历史，他目的要割断跟大陆的关系。他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4%E6%B1%9F%E6%80%BB%E7%9D%A3/2333074?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B4%8B%E9%80%9A%E5%95%86%E5%A4%A7%E8%87%A3/555786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7785739051055748&wfr=spider&for=pc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07785739051055748&wfr=spider&for=p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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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百计地在教科书上去误导，所以说把“中国史”就变成“东亚史”，变成整个

过程历史依照这种意识形态之下的历史叙说，是最严重的这样问题。政治上再催

化一下，就使这种的意念或者臆造的一些意识形态越来越严重，这个东西是很可

怕的。】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何瑜：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何瑜：台湾的主政者他们要走“台独”的

路线，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些说法，是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他们不顾历史事实，

可以说是认贼作父！】

历史不容抹黑，英雄必须捍卫。从鼓励开垦、水利贯通，启迪民

智、主持绘制首幅台湾地图、再到铺设两岸海底电缆、巩固台湾地区

军事海防、“开山抚番”……沈葆桢每一项创始工作都扎扎实实地生

根在台湾从南到北的每一寸土地上。那时的他一心在思考：台湾经济

要变成一盘“活水”，就要有源头，就要利用好当地资源兴办实业。

台湾作家杨渡：

【台湾作家 杨渡：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新的观念，是煤矿的开采。我们都知

道进入了“铁船”的时代，蒸汽机所需要的就是燃煤。沈葆桢建议说，在基隆开

办了一个西式的采煤场。他的技术设备更新了，他的经营方式改变了，是一个企

业化的经营。台湾（有了）第一座近代机器开采煤矿的新式的煤矿工厂，所以这

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近代化的历程。】

沈葆桢从英国引进中国最早的开矿机器，开始在基隆开采煤矿，

1878 年建成投产之后，日产能力 300 吨，以后产量逐年上升。沈葆

桢在“开矿”的奏折里，向清政府请求减免台湾煤矿出口税。新质生

产力引领了两岸经济融合发展，台湾近代化工业由此奠基。杨渡：

【台湾作家 杨渡：当然，鸡笼就改名什么，改名叫基隆。原来的“鸡笼”那

两个字是“鸡的笼子”，现在我们讲的基隆，就看起来是基础隆盛。台北基隆是

从沈葆桢开始的，很久很久以前就开始了。所以你说沈葆桢有没有很有意思，你

看开发到现在，影响到那么远的。】

片花

https://www.baidu.com/link?url=hDpzQU78_o7KRBMXQLG8DuTtKdphYN7uYvs4Xe7EmLSKD4_QBy2a14uFucfAajjduoWxDnLnfdOD5Ff04Ucuggs-zy4DVSConKKUPCDPWny&wd=&eqid=fa8c4e9b0048ea1f000000066756f705
https://www.baidu.com/link?url=hDpzQU78_o7KRBMXQLG8DuTtKdphYN7uYvs4Xe7EmLSKD4_QBy2a14uFucfAajjduoWxDnLnfdOD5Ff04Ucuggs-zy4DVSConKKUPCDPWny&wd=&eqid=fa8c4e9b0048ea1f000000066756f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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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作家 杨渡：沈葆桢奏准设立台北府，】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所以现代的台湾的这种台南台北各有

一个大型城市的格局，就谋划起来。】

【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卓克华：常人有一句成语叫“创业维艰守

成不易”，他属于开创的。】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何瑜 ：把台湾的开发从“日据时期”开始，

那完全是非常荒谬的！】

请继续收听《不忘来时路》第三集《不容背叛的历史》。

【《2024中国台北 101跨年烟火秀》同期声渐起：3 2 1 新年快乐……】

“跨年”看 101 烟火秀几乎成为现在台北人每年过元旦的传统。

如今的台北，城市的发展水平、综合经济实力、交通通达能力等都表

现出色而成为世界一线城市。面对繁华的台北，不能忘记台北城市文

明的起点，是在沈葆桢一系列行政中心北移的“开府”规划之后。福

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陈悦：

【福建马尾船政研究会会长 陈悦：这么大的岛屿，一个府的行政总辖是

不够的，那么他就增设一个府县，后面就在台湾北部增设了台北府，所以现代的

台湾的这种台南、台北各有一个大型城市的格局，就是沈葆桢那个时候形成的。】

1876 年，沈葆桢在南京上任分管江苏、安徽和江西三省。此时

的他似乎意识到生命要进入倒计时，但台湾的发展依然让他牵肠挂肚。

他和福建巡抚丁日昌一番恳谈后达成共识：当时台湾政治中心在台南，

对台北广大地区鞭长莫及。地理位置上，台北离日本最近，对其开发

更有利于加强对台湾全岛事务的掌控。从此，台湾便改建为“二府八

县”，除了台南府外再新设置台北府，又新增设了新竹县、淡水县、

宜兰县、恒春县。台湾作家杨渡：

【台湾作家 杨渡：沈葆桢奏准设立台北府，把噶玛兰厅改成宜兰县，把淡水

厅改成新竹县，另外设一个淡水县，整个局面台北部地区的大的行政结构，慢慢

出来了。】

https://www.baidu.com/s?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wd=%E6%B1%9F%E8%8B%8F&rsv_pq=fa568d740006ddb5&oq=%E4%B8%A4%E6%B1%9F%E6%80%BB%E7%9D%A3%E5%85%BC%E5%8D%97%E6%B4%8B%E9%80%9A%E5%95%86%E5%A4%A7%E8%87%A3,%E7%AE%A1%E7%A6%8F%E5%BB%BA%E5%90%97&rsv_t=bee3pZgoszusq0HcqyHlGa4iTMlwADkEmNqH4GCwEY62TEyk5GFpkGHLBO0&tn=baidu&ie=utf-8
https://www.baidu.com/s?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wd=%E5%AE%89%E5%BE%BD&rsv_pq=fa568d740006ddb5&oq=%E4%B8%A4%E6%B1%9F%E6%80%BB%E7%9D%A3%E5%85%BC%E5%8D%97%E6%B4%8B%E9%80%9A%E5%95%86%E5%A4%A7%E8%87%A3,%E7%AE%A1%E7%A6%8F%E5%BB%BA%E5%90%97&rsv_t=bee3pZgoszusq0HcqyHlGa4iTMlwADkEmNqH4GCwEY62TEyk5GFpkGHLBO0&tn=baidu&ie=utf-8
https://www.baidu.com/s?rsv_dl=re_dqa_generate&sa=re_dqa_generate&wd=%E6%B1%9F%E8%A5%BF&rsv_pq=fa568d740006ddb5&oq=%E4%B8%A4%E6%B1%9F%E6%80%BB%E7%9D%A3%E5%85%BC%E5%8D%97%E6%B4%8B%E9%80%9A%E5%95%86%E5%A4%A7%E8%87%A3,%E7%AE%A1%E7%A6%8F%E5%BB%BA%E5%90%97&rsv_t=bee3pZgoszusq0HcqyHlGa4iTMlwADkEmNqH4GCwEY62TEyk5GFpkGHLBO0&tn=baidu&ie=utf-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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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沈葆桢对台湾的治理开发是一心一意、全面系统考虑

的，他甚至恳请朝廷让福建巡抚移驻台湾。这个建议，在当时保守派

眼里，跨度确实大了些，在朝堂引起了不小的争议。最后朝廷折中为

福建巡抚半年驻台半年驻闽。著名史学家卢美松：

【大陆著名史学家 卢美松：加强管理政策，他还建议把福建巡抚调到台湾

来，就住 在台湾。因为原来福建巡抚是上半年在福建住，下半年就到台湾，这

样的管理太松散，所以他提出要有专管巡抚，这样才能专心致志地治理台湾。】

沈葆桢“开禁”“开山抚番”“开矿”“开府”一系列创举为台

湾近代化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让人欣慰的是，历史不会因时代变

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诋毁而消失。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

授何瑜：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何瑜 ：沈葆桢、丁日昌和刘铭传这三位封

疆大吏对台湾的开发和建设，最终形成了在中国近代化的过程当中，台湾一省的

近代化的程度，成为东南七省的典范，行政管理推动两岸的统一和一体化做出了

积极的贡献。“日据时期”，日本对台湾的行政治理、开发呀、道路（修建）啊，

这些都是在这个基础上来做的。近代清廷对台湾这 20年的开发功不可没，把台

湾的开发从“日据时期”开始，那完全是非常荒谬的。】

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卓克华：

【台湾佛光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卓克华：我们常人有一句成语叫“创业维

艰，守成不易”，沈葆桢属于开创（台湾）的，规划台湾的建设。他的主要的贡

献：第一个“开山抚番”；第二个调整行政区域；第三个从此允许大陆老百姓可

以直接携家带眷移民台湾。所以这三点对整个后来台湾的建设，起了一个开启端

的重要的影响。】

1879 年，59 岁的沈葆桢熬干了身体在南京离世。出走半生，临

去还是少年，他还憧憬着这样一幅画面：浩瀚无垠的大海上，自主生

产的铁甲船航行在中国海域之上，再也没有他国军队胆敢驶入，再也

没有他国势力胆敢染指台湾。台湾著名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评

述沈葆桢，“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

顾不伟欤!”沈葆桢在台湾发展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也不容诋毁的

伟大一页。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刘传标：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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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刘传标：很多人数典忘

祖，他现在就把和所有的他先祖的一些开发台湾的供给，变成政治意识形态的，

都认为是日本人的贡献。但是日本以掠夺为目的，开发台湾只是把台湾作为粮食

生产的基地。台湾近代化的造基者（奠基者）是沈葆桢，他为台湾近代化建设上

的贡献，怎么评价有多高都不为过。】

【《根本没有人能从基隆夜市空着肚子走出去》同期声压混：今天我

们来到基隆夜市，基隆夜市最特别的就是，它早上可以逛，晚上也可以逛，任何

时间都可以逛……】

现在的基隆人气爆棚，拥有台湾地区第二大港口，是高价值货物

吞吐的主要门户。风雨岁月 150 年，沈葆桢为推动台湾近代化而规划

的那些城市，如今都成为两岸旅游博主们不可错过的网红打卡点。当

大家走在台湾的每一条大街小巷上，请不要忘记来时的“路”，这样

才能继续走好后面的路。历史虽无法倒流，但绝不容许抹黑和背叛！

三集系列报道《不忘来时路》播送完毕，感谢收听，再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6%8F%E5%BB%BA%E7%9C%81%E7%A4%BE%E4%BC%9A%E7%A7%91%E5%AD%A6%E4%BF%A1%E6%81%AF%E5%AD%A6%E4%BC%9A/2370681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BA%E9%9A%86%E6%B8%AF/0?fromModule=lemma_inli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