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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浙江在鸦片战争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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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根据大量的英方档案和中方档案及实物史料，证明在鸦片战争中英国侵略者把浙江作为首选的侵占目

标，是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战略部署，这与当时粤闽海防的强弱并无关系。无论从英军侵华战略的进攻方向、重点，

还是从浙江战场对英军和清政府的影响来看，浙江是鸦片战争的主战场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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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史学界对鸦片战争这段历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这场战争的本质状态已经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尤其是英国外

交部鸦片战争档案的解密，拨开了这段历史的层层迷雾。 

以往鸦片战争研究涉及浙江战场寥寥无几。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史学界对浙江战场研究是不充分的或者说对浙江

战场的研究没有引起史学界广泛的兴趣和足够的重视，很显然浙江在鸦片战争中的地位被低估了。本文根据中方档案
①
和英方档

案
②
及有关实物资料对英军犯浙原因，鸦片战争爆发地、主战场及民众抗英第一枪等问题作些探讨，管见所及，以求匡正。 

一、浙江是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侵占目标 

近现代史学界多根据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所说“夷船至粤旬余，无隙可乘，遂乘风窜赴各省”，梁廷枬《夷氛闻记》所

说“夷船盘旋洋外，知要口无隙可乘，坐待非计，遂驶三十一艘赴浙江”
③
等史论，将英军攻占浙江说成是因广东、福建防守严

密，无隙可乘的一种伺机行动。而事实上，英军犯浙是英国政府有预谋、有计划、有步骤的一次军事侵略行动。 

浙江被英国人所认识是在明朝嘉靖年间。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葡萄牙等国殖民者通过地理大发现来到浙江

舟山双屿港进行国际互市贸易。发动鸦片战争的英国侵略者在这一时期虽然注意到了浙江，但它的主要目标还在掠夺印度，并

强迫当地农民栽种罂粟，制造鸦片。明嘉靖二十七年（公元 1548 年），明军捣毁葡萄牙殖民地双屿港后，已垂涎三尺的英国侵

略者步葡萄牙殖民者后尘，企图把浙江舟山变成他们的殖民地。当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 1685 年）开海禁，在浙江宁波设浙

海关之际，定海设立了“红毛馆”，准许外国商人在舟山进行贸易，在英国人眼中，浙江是英中通商的理想之地。 

1793 年，英国派遣以马戛尔尼为全权特使的政府代表团对中国进行访问，马戛尔尼根据英国政府的指令，以照会形式向清

政府提出六项要求，其中关于浙江的就有两条：“一是开放舟山、宁波和天津为通商口岸。二是将舟山附近一个不设防的海岛让

给英国，以便英国人居住和收存货物”
④
。当时被乾隆帝断然拒绝。1816年，英国政府又派出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来华，其使命

与上次基本相同，未果。 

1833 年，英国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垄断权，派律劳卑勋爵为“驻华商务总监督”，代表英国政府常驻中国，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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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大班。长期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效力的传教士郭士立等人曾先后上书英国政府，极力鼓吹“占领浙江舟

山，并在岛上建立英国商馆，实施英国法律”
⑤
。 

1836 年 12 月，义律继任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当年 11 月 19 日，他建议英国政府派一名官员随同一支英国舰队前往舟山

岛，以便向清政府投递英国女王和英国外交大臣的信件。他还建议这支舰队未得到英国政府指令以前，“不要离开舟山”。如果

清政府派军上该岛，就应“提出抗议，必要时加以阻止”。同一份备忘录中还写到，他们对舟山“已经很好地测量过，是十分安

全；它位于宁波这座大城市附近，而且距离南京不很远；该岛的地位可以用一支海上部队防守，而且有能力供养它本身的居民

和那支（英国）部队，不需要大陆援助”
⑥
。从义律这份建议中可以看出，英国侵略者当时对浙江舟山已有相当的了解，并早已

对它抱有野心。 

1839 年 6 月 3 日，林则徐虎门销烟的消息传到英国后，英国决定向中国派出“远征军”，发动侵华战争。1840 年 2 月 20 

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任命懿律和义律为全权代表主持侵华事宜。在此之前，巴麦尊在致义律的密件中，除了杀气腾腾地狂

叫对中国要“先揍一顿，然后再做解释”外，就是重申要他“占领舟山群岛”，因为“该群岛位置处于广州与北京的中途，而且

靠近可航行的大河的河口，从各方面看均宜于将总指挥部设在该群岛”
⑦
。 

1840 年 2 月 20 日，巴麦尊下达正式作战方案，“按照女王陛下政府的意见，远征军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在珠江口建立

封锁„„女王陛下政府想要远征军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占领舟山群岛并封锁该岛对面的海口，以及扬子江口和黄河口”
⑧
。 

1840 年 2 月 21 日，义律在给海军少将梅特兰的密件中说：“舟山群岛良港众多，靠近也许世界上最富裕的地区„„如果

英国占领舟山群岛的某个岛屿，而且皇帝也允许其人民可以在那里与我们贸易，该政府的第一步措施无疑将是宣布它是各国船

只进出的自由港和建立适中而自由的关税。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基地上必定可以获得这样的权利，这个基地不久便会成为亚

洲最早贸易基地，也许是世界上最早的商业基地之一”
⑨
。从中可以看出，自 18 世纪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英国为了占领中国市

场，一贯把夺取浙江舟山作为对华扩张的主要目标。所以，英国侵略者在鸦片战争中把浙江舟山作为首要目标，决不是偶然的，

也并非广东、福建防守严密，侵犯不能得逞而转犯舟山，而是英国政府蓄谋已久的侵略行动。所以，过去不少史学著作过分强

调粤闽海防，这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和历史事实。 

二、浙江是鸦片战争的爆发地和主战场 

目前，史学界对鸦片战争的爆发时间，有各种不同的见解。有的认为“1839 年 9 月 4 日（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的

九龙之战，是鸦片战争爆发的起点”；有的认为“1839 年 11 月 3 日”（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穿鼻之役，实为全战中的

第一役”；也有认为“1840 年 6 月下旬，英舰抵达广东海面，宣布封锁珠江口，鸦片战争爆发”。笔者则认为，1840 年 7 月 5 

日下午 2 时，英军大举入侵浙江定海，鸦片战争正式爆发。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英国政府虽然早已确定对华武装侵略政策，但林则徐在 1839 年 6 月虎门禁烟，给英国政府发动这场可耻的鸦片战

争提供了一个借口。虽然，英国政府在 1839 年 10 月 1 日召开了内阁会议，决定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但迟至 1840 年 2 月 

20 日，外交大臣巴麦尊根据英国政府的意图给海军少将懿律和海军上校义律才下达最后侵华训令，“远征军要执行的第一步行

动应该是封锁珠江；远征军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占领舟山群岛；最后一件事是去渤海湾，将第三份副本及其译本送上岸，以便转

到北京”
⑩
从 1840 年 6 月 21 日起，这支由懿律和义律率领的“东方远征军”才陆续抵达中国。因此，1839 年九龙之战和穿

鼻之役都在英政府对华作战训令下达之前，所以九龙之战和穿鼻之役不能认为是战争的爆发，应视为双方军队的局部摩擦。 

第二，英国侵略军从 1840 年 6 月下旬侵入广东海域，其目的是封锁珠江。从英方档案来看，英军并未准备在广州进行规

模战斗。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海军部勋爵专员们的机密文件中说：“远征军离开新加坡后，首先开赴珠江口，以便有效地封锁

那个地区，捕捉并扣押附近容易到手的一切中国船只。但切忌在那个地区的岸上试图进行任何军事行动，除非是为了封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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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或控制和扣押船只而必须采用的军事行动，广州离北京太远了，不宜在那里采取什么决定性的行动；这种打击行动，若想有

效，就该在靠近首都的地方进行„„封锁了珠江并公开化后，海军司令应该向北进发，采取措施切断厦门与台湾之间的交通。

应该封锁舟山群岛对面通往杭州府的海湾，还应该封锁扬子江口和黄河口。应该用武力占领这样的地方，最适合成为永久性占

领的司令部，如舟山群岛这样的地方„„以便打开与中国政府会晤的大门”
○11。由此可见，英军侵入广东，封锁珠江，可以说是

鸦片战争的前奏，不能说就是鸦片战争的正式爆发。 

第三，英国侵略军攻占舟山，鸦片战争爆发。1840 年 7 月 2 日，英军舰船陆续驶入定海港。7 月 4 日下午，英军派“威

厘士厘号”舰长赴总兵张朝发战船发出战书，勒令清军在“半个时辰”（实为六个小时）内交出县城及全岛，否则开炮攻城。水

师总兵张朝发和定海知县姚怀祥等将领拒不投降。5 日下午 2 时，海军司令伯麦下令开战，“威里士厘号”首先开炮，接着“康

威号”、“鳄鱼号”、“巡洋号”等相继开炮。定海水师总兵张朝发率水师 2000 余人在城外道头奋力迎战，由于双方火炮性能及

弹药质量的差异，短短九分钟内清军便无还击能力，英军在定海道头登岸。姚怀祥带领城内官兵继续抵抗。至四更时，英军从

东门梯城而入，定海城被英军攻陷。知县姚怀祥投梵宫池殉国，水师总兵张朝发在撤退途中亦牺牲。此次战斗从 5 日下午 2 时

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这是中英双方首次大规模的正式交战，从而鸦片战争正式爆发。 

第四，浙江不仅是鸦片战争的爆发地，而且还是鸦片战争的主战场。鸦片战争期间，道光帝推行“上不可以失国体，下不

可以开边衅”的对外政策。期间，道光帝战和不定，以轻开边衅的名义将林则徐革职，又以失国体的罪名将琦善惩办。从档案

资料反映，从定海失陷到浙江陆上反攻，尽管道光帝一度主战，琦善妥协退让，以及伊里布出于中英实力悬殊考虑而言守外，

各省疆吏无不言攻剿，朝野上下，更是一意主战，并对琦善妥协误国行径纷纷表示谴责。 

从英国方面看，其主要目的在于强迫清政府开放华东对英通商，并想获得更多的权利。与此相关联的是英国政府在侵占海

岛问题上选定了舟山群岛。并明确指示义律，清政府若不愿割让岛屿，必须给英国更多的特权作为交换。英军占领舟山继而撤

出舟山并放弃东部口岸，这与英国政府的侵华方针背道而驰，这是义律被撤职的根本原因。此时，英国政府又派璞鼎查统率侵

略军，重新占领舟山，直至清政府全部接受英国提出的条件为止。由此可见，英军第二次进攻舟山之时，中英双方都放弃了和

谈，决心在战场上决一雌雄。这就是为什么浙江会成为鸦片战争主战场的历史前提，并决定了第二次定海之战是鸦片战争期间

最激烈的一次战役。1841 年 9 月 26 日至 10 月 1 日，定海镇总兵葛云飞、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和寿春镇总兵王锡朋率 5800 将

士与英军血战六昼夜。10 月 1 日，定海三总兵及参将张玉衡、副将托安泰等将领全部战死疆场，这在整个鸦片战争乃至中国

近代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道光帝闻三镇同殉，挥泪下诏，赐金治丧，恤典均依提督例。在这一战役中，英军伤亡人数虽无确

切统计，但从定海东岳山下一座英军合葬的墓的碑刻来看，有“悼念皇家五十五团伍长及军鼓手 13 名及士兵 403 名，死于舟

山”字样。这与 19 世纪 80 年代第 55 步兵团长道贝尼（Daubeny）派员到舟山考察“大英水陆将士墓园”时抄录的碑文基本

一致。五十五团是第二次定海之战中英军参战的主力部队，当时参战的还有英军十八团、四十九团等，其伤亡人数还未计算在

内。史学家们大多将江苏镇江战役作为鸦片战争中战斗最激烈，中英双方最惨重的战役，认为此役英军死伤者特多，为整个鸦

片战争中所未有，英军共死 37 人，伤 128 人，失踪 3 人。而定海第二次保卫战中仅英军五十五团被战死的人数就大大超过

了英军在镇江战斗中的伤亡总人数。清军在此次战役中伤亡甚大。一天之内三总兵相继阵亡，5800 名将士无一变节。因此，第

二次定海保卫战成为中英开展以来抵抗最烈，持续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 

英军攻陷定海、镇海和宁波三城之后，道光皇帝开始意识到英军不仅船坚炮利，而且作战凶狠。于是他下令从全国各地调

集军队，准备在浙东和英军进行主力决战。道光帝原以为能收复浙东失地，并能全歼英军，但最终结果清军失利。浙东抗战和

反攻失败是鸦片战争中的转折点。从此，道光帝对陆上攻剿也丧失了信心。扬威将军奕经奏请续调官兵，再行进剿时，被道光

帝予以拒绝。一些原来积极主战的封疆大吏也先后改变了态度，力主妥协。于是，道光帝于 6 月 4 日令耆英妥为商办和谈事

宜。这是中英双方经军事实力较量后释放出的求和信号。 

综上所述，无论从英军侵华战略的进攻方向、重点，还是从浙江战场对英军和清政府的影响来看，浙江是鸦片战争主战场

的结论，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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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浙江民众自发的抗英斗争 

1841 年 5 月 30 日广州三元里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反侵略斗争的第一声，这种说法流传很广。但是只要我们认

真地分析一下中国人民抗英斗争的历史事实，就不难发现在广州三元里抗英斗争之前，即 1840 年 7 月 6 日英国侵略者占领舟

山起，浙江舟山人民就开始了英勇顽强的抗英斗争。 

第一，坚壁清野，不为贼用，造成侵华英军的极度困境。1840 年 7 月 6 日，英军侵占定海后，侵华头目懿律、义律和布

尔利等人立即聚集定海，策划在定海建立长久的殖民统治。他们一方面在舟山建立了以陆军司令布尔利掌管军务，以长期为英

国效劳的德籍教士郭士立管理军政府。另一方面，他们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烧抢掠夺，给舟山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面对着英

军的残酷暴行，舟山人民毫不屈服，勇敢地站起来与侵略者作斗争。当时，正值暑夏，天气炎热，舟山人民拒绝供应蔬菜、鱼

类、粮食等，并采取堵塞水井、污染水源和置毒于水中的办法来对付敌人，使英军既得不到食物，又得不到干净的饮用水，从

而使英军肠道传染病流行。从 1840 年 7 月 13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的时期中，“在一支不超过 4000 人的军队里，兵员住

院疗病的就有 5329 人次，死亡人数 448 人，死亡人数中三分之二是死于腹泻和痢疾”
○12，处境十分困难。 

第二，顽强地开展游击斗争，出其不意地捕捉敌人。1840 年 9 月 16 日，马德拉斯炮队里的安突德陆军上尉离开营帐，

在定海青林岙测量地形，被定海乡民包祖才、包阿四组织的群众游击队活捉，“并戳毙黑夷一名”
○13。此人后来成为中英谈判的

重要条件之一。9 月 18 日，一艘载有英人的小船在上虞县所属沥海地方，遇到一只渔船，英人要渔民把他们带到定海去，事

后要给重酬，船老大“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后把他们送到了他们应去捉俘虏的地方。在这批俘虏人员中包括皇家海军得忌刺

士少校。 9 月 25 日，英国兵船“康威号”和“阿吉林号”上的英军到定海附近岛屿抢夺老百姓的菜牛，也遭到了当地群众的

袭击，一名英军被当场打死，一名叫哈威的士兵重伤。一个曾经参与这场战争的英军军官供认：“直到战争结束，我们除城内和

沿海一边的城郊以外，很难说是确实占领了。如果我们没有强大的部队护送，我们出东门，就会在东门外丧生；出西门，就会

在西门外被捉。许多士兵就是因为这样被杀死了”
○14。 

第三，捕捉汉奸买办，堵住英军的供货、供物渠道。钦差大臣伊里布在奏折中说：“遵查浙省于本年六七月间先后缉获汉奸

闻吉祥、布定邦等二名，又另获黑夷六名„„又布定邦及黑夷六名，系在定海各岙购买牲畜、砍割柴草及孤身行走时被捕。”布

定帮是英军得用之人，被捕后英军曾“悬重赏购求”，即未能如愿，英军承认：“捕捉买办一事，是一个最严重打击，这还引起

了军队后来的全部痛苦。”
○15。一个曾经参加侵犯舟山的英军军官供认，“就连他们所雇佣的一个本地居民也被拐出了城门，随即

被捕，送往宁波，这事断送了我们两方之间的交往。”
○16  

在抗英斗争中，舟山人民“犁锄棍棒，皆为兵器，妇女儿童，咸知杀贼”
○17，受到了钦差大臣裕谦的肯定,他在《酌筹定海

善后事宜折》中指出：“上年（1840）失陷后，逆夷即出伪示，勒令投顺，继出伪示，勒令完纳钱粮，该士民共矢忠贞，不顾身

家性命，始终不肯从逆，且因请兵不得，恐其盘踞不去，叠次用毒药熬成浓汁，在于井泉溪间乘夜遍投，该夷饮而成病，死亡

相继，殆无虚日。„„又各岙士民无力者捐钱，有力者出力，互相团练，各自为守，见有逆夷，即行擒解。复遣人乘该逆黑夜

昏睡之时，或潜取财物，或抛掷砖石，昼夕惊扰不安，夷性多疑，不敢留恋，久有去志，是该逆缴还定海，揆厥所由，实系该

县士民之力，深堪嘉尚。为首投毒之监生邱菱涓及擒获伪官之民人包祖才等”
○18。1841 年 2 月 25 日，在舟山人民反侵略斗争

的打击下，英军在舟山站不住脚，就与钦差大臣琦善签订了所谓的以香港交换舟山，赔偿巨款，交还俘虏为条件的《穿鼻草约》，

此草约虽没有得到道光帝的批准，但英军诡称割让香港岛已有“文据在案”，于是强行侵占了香港岛，英军首次撤出浙江舟山。 

值得指出的是，对义律放弃舟山，侵占香港的做法，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大为不满，于是下令解除了义律的职务，任命殖

民老手璞鼎查为侵华全权代表。同时，巴麦尊又咨文英国海军部称“只要攻占舟山需要，即可从香港抽调任何部队”
○19，表明了

宁可放弃香港也要重新占领舟山。1841 年 10 月 1 日英军再次占领定海，于 10 月 6 日宣布组成新的定海军政府，实行殖民

统治。英军再次以舟山为根据地，向我国沿海地区四处骚扰，为所欲为，民众深受其害。1842 年 6 月 7 日，定海县三十六岙

民众约定时间，齐集神庙，订立盟誓，齐心杀敌，发布了长达 2000 多字的《定海县民人告白》。《告白》说：“定海民众须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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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逢人（英军———引者）即杀，见船无备遂烧，„„一次无成，二次再举，水战不胜，陆战再图；明不得手，暗中施谋。

或放虫下毒，或挟刀行刺。使彼有防所不及防，备又不能备。”
○20舟山各地民众纷纷组成船勇、舵勇、枪勇、水勇等，在城内、

海上、郊外狙击敌人，继续开展更加广泛的保家卫国的正义斗争。由于舟山民众坚持不懈的斗争，终于粉碎了英国企图永久占

据舟山作为侵华据点的阴谋。从时间上来讲，舟山人民自发的反侵略斗争早于广东三元里，因而它是中国人民自发的反侵略斗

争的第一声，其功绩永远彪炳史册。 

总之，浙江是英国侵略者蓄谋已久的侵占目标，是鸦片战争的爆发地，是鸦片战争的主战场，是英国侵略者在鸦片战争中

伤、病、亡人数最多的地方，亦是中国人民自发反侵略斗争的最早地区。这些足以说明，浙江尤其是舟山在鸦片战争中有着极

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注释： 

①本文所使用的中方档案系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上谕来源于《军机处上谕档》和《军机处剿捕档》，奏折、奏片来源于《宫

中朱批档》和《军机处录副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舟山市委宣传部、舟山市社科联和舟山市档案局《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

选编》编委会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作者之一担任执行主编。 

②⑦⑧○19本文所使用的英方档案系英国伦敦档案局所藏外交部档案，F.O.881/75A。《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编委会译。 

③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 

④乾隆五十八年八月《清高宗实录》。 

⑤泰勒：《香港—英国对华关系中的一个因素》，1967 年伦敦硕士论文打印稿，第 24,38-39 页。 

⑥胡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择》上册，中国书局 1993 年版，第 233-235 页。 

⑨英国外交部档案《海军上校义律致海军少将梅特兰》，1840 年 2 月 21 日，见《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 475-479 页。 

⑩英国外交部档案《巴麦尊子爵致女王陛下驻华全权代表、尊敬的海军少将懿律和海军上校义律》，1840 年 2 月 20 号，见《鸦

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 472-473 页。 

○11英国外交部档案《巴麦尊致海军部勋爵专员的机密件》，1840 年 2 月 20 日，见《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第 474 页。 

○12英海军上尉约翰·奥塞隆尼《对华战争记》。《浙江鸦片战争史料》下册，宁波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314 页。 

○13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二，钦差大臣伊里布奏片。 

○14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伦敦亨利·考伯恩书局 1843 年版。 

○15○16○17道光二十年九月初二，钦差大臣伊里布奏折。 

○18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二十七日，钦差大臣裕谦奏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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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定海县民人告白》，《鸦片战争在舟山史料选编》。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35-538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