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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各地区大都相继开始了近代化进程。僻处内地的山西，虽说起步较迟，但在洋

一  
  由于交通阻隔等原因，相对沿海省区来说，山西比较闭塞。19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洋务派在沿海和

民用工业企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产生并已得到发展时，山西仍未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影响。直到光
摩太到山西赈灾，会见山西巡抚曾国荃，并向他提出一个“西化”山西的方案，山西这才有了一个开风气
兴实业、办学校在内的大规模“西化”山西方案，却被曾国荃拒绝了。四年以后，张之洞由京官出任山西巡
在山西这块相对封闭的土地上，开始了他的洋务生涯，山西也由此而迈开了近代化的步子。 
  光绪七年十一月，张之洞怀着满腔抱负来到山西。他一到任，就和怀揣西化山西方案的李提摩太交上了朋友，

山西尝试举办洋务事业。经过多方考察，张之洞认为山西的各项事业中，“洋务最为当务之急”(见《张文襄公公
之洞发表了《延访洋务人才启》。在这个招徕洋务人才的公启中，他希望全国各地的洋务人才前来山西，不管是熟悉洋
精通天文、算术、历算、地理，或是通晓各国语言文字；或是熟悉沿海险要之地；或是多见机器运用得宜；或是根据洋法能自己制造；或是
船舰大炮；或是精通开矿之学；或是能阐述新旧条约的变迁；或是能剖析公法西法之异同，都将受到欢迎，
分昭示了张之洞渴求洋务人才的焦急心情，也说明了张之洞的确要在三晋大地上大干一番洋务事业。 
  在招徕洋务人才的同时，张之洞开始具体筹办洋务事宜。他在发给下属的《札司局设局讲求洋务》中

益甚多，关系甚重”，山西“亟宜仿照兴办，极力讲求”(见《张文襄公公牍稿》。)。他指示属下在省城
委员等办洋务官员，先就本省中熟悉洋务之人和已购来的各种洋务书籍研究试办，详立章程。他还指示，洋
在附近添修院落，作为制造之所；立即筹集经费，派员去江苏雇募机匠，并在上海购买若干种外国新式织
的发端；举办洋务事业的一切费用，就在河道库提存。 
  张之洞虽然有在山西大办洋务的设想，但由于他在山西只待了两年多一点的时间，他的努力也只在以下几

  一、编练军队。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练兵。张之洞认为山西绿营“军律日即荡弛”，“整顿营规

稿》。)，于光绪九年正月开始留意山西练军，期望达到“日臻强劲，缓急可用”。这个时期的军队要达到

用洋枪洋炮武装军队。为此，张之洞于光绪十年四月上奏清廷，认为“绿营积弊无可挽回”(见《张文襄公公
“临敌制胜，首望火器”，各军官兵都必须掌握“火器”。接着，张之洞派员赴上海购买来福前膛枪、思

膛枪、云者士得后膛枪、哈乞开思后膛枪共8000余枝，格林炮12尊，来装备山西练军。 
  二、创办山西机器局。在购买西洋军火装备山西练军的同时，张之洞又向清廷奏准，在太原创建了山西机器局。

药，月产1000余斤，产品主要供山西练军操练之用。该机器局虽然设备简陋，规模不大，采用封建衙门式的管理，但
本主义雇佣关系，采用大机器生产，具有近代工业生产的特征。可以认为，山西机器局是山西第一个近代工
  三、创办令德堂。为了培养封建统治人才，张之洞于光绪八年在太原创办了令德堂。令德堂虽属旧式
政学堂等新式学堂相提并论，但张之洞创设令德堂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变通”，为了开风气。张之洞为
经学，杨秋湄精通算术、史地，都是主张变通的。令德堂培养出了一些新式人才，如杨之培跟父亲杨秋湄

通“中西法”(《山西献征》卷6。)，成为令德堂学生仿效的榜样。 

  为了使山西大开风气，张之洞两次下令山西书局派人购买“南省书籍”(《张文襄公年谱》卷2。)。打算用
  正当张之洞踌躇满志，准备在山西全面推行洋务之时，于光绪十年四月被清政府调任两广总督，赴广
后任仅仅是守成而已，山西的洋务活动也就暂时告一段落。   

二  
  光绪十八年，山西布政使胡聘之派人在太原办起了太原火柴局，山西的近代化建设才又开始发展，并

人，光绪十七年由顺天府尹升任山西布政使；光绪二十一年改浙江布政使，又迁陕西巡抚，同年任山西巡
年。胡聘之在到山西前，曾广泛考察了沿海和长江流域各省所办的近代工业企业，尤其是参观了张之洞在南方所
山西的工厂。 
  太原火柴局是胡聘之在山西创办的第一个近代企业，也是继山西机器局以后的又一个新式企业。该企

产“双羊牌”黄磷五色火柴，日产500筒，由各地衙门推销。光绪二十六年，火柴局改归山西商务局管理，
渠本翘将火柴局与乔雨亭合股后，改名双福火柴公司。 
  张之洞创办的山西机器局自他离晋后再无发展。为了适应新的形势，胡聘之决定再创机器局，并于光

桂芬为总办，负责筹建，调拨开办经费5万余两白银，派人从天津英国洋行买回35马力蒸汽机1台、车床9部，

帽、锅炉等工房，招聘雇募技工百余人。机器局最初主要是修理枪械，后逐渐转向制造，产品有二人抬火
毫米火炮等。 
  山西地下矿藏丰富，煤炭资源更是富甲天下。胡聘之于光绪十八年上奏清廷，建议开发山西煤炭资源，直到光
之不久被解职离任，但山西的煤炭资源从此得到开发，煤矿也日见增多。为了将来晋煤外运，胡聘之又于光
铁路，以联结芦汉铁路，得到谕准。山西商务局于光绪二十四年向沙俄借款准备动工，因义和团运动而暂
国铁路总公司，由铁路督办大臣盛宣怀统筹办理。 
  胡聘之在任内还积极留办山西近代教育。光绪二十二年，胡聘之奏请变通山西旧式书院，要求书院“

农务、兵事，与夫一切有用之学，统归格致之中”(《时务报》第10册。)，得到批准。胡聘之遂将令德堂改造，

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注重学习近代西方科技。百日维新期间，胡聘之改会德堂为山西省令学堂，书
学副教习，仿照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西并课，“以期明体达用，蔚为通才”。此外，山西的一些州县书院改

学堂。与此同时，胡聘之还于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在太原创办了山西武备学堂。该学堂每年招收120名年轻的文武世家、官幕
为学员，开设兵法、舆地、军器等课程，培养山西新式军事人才   

三  
  胡聘之也未尽展其发展山西近代化建设之抱负，就抱憾卸任。但是，山西的近代化建设的步伐，却并

七年到民国八年近20年间，山西的近代化建设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 



  一、工业。这个时期的山西工业企业，不仅较前规模大，而且行业也多，创办或扩大的企业有火柴、
械、采矿、冶金等。双福火柴公司产品行销秦晋两省。在它的影响下，新绛县于民国四年办起了燮昌火柴公司，平
柴公司。山西的纺织业起步较晚。当年张之洞曾打算派人赴上海购买外国新式织机，雇募机匠，因离任而落空。宣

厂，有工人120人；祁县有益晋纺织公司；汾阳有浚源纺织公司；太原有女子职业工厂织染部。同年，汾城人

当时只有引擎带动直流发电机1部，后增至3部，主要供城市照明之用。这是山西最早的电厂。刘笃敬创办
粉厂。在它的影响下，山西又出现了晋丰面粉公司、大同面粉公司等。民国六年，山西省立工业试验所设
轫之举。山西的近代印刷业要比造纸业活跃得多。早在光绪八年，祁县就出现了石印印刷厂——文和斋。光

刷，晋阳日报印刷所、浚文书局、晋新印刷厂等均属此类。山西的机械工业以山西机器局为代表。民国3年
陆军修械所，买进若干机器及锅炉，先后设立翻砂、铁工、机器、木样、提铅、炼铜、熔化、钢模等厂。山西的近代采
年刘笃敬在阳曲县开办的王封山磺矿公司，光绪三十二年刘笃敬投资开办的太原西山庆成煤窑，光绪三十三年
司，宣统三年刘笃敬开办的西山永泰煤窑。光绪三十三年，成立了以渠本翘为总理的山西保晋矿务公司。刑部主事狄
西平陆矿务公司。此外，太原、汾阳、大同、平定、寿阳等地也都有人投资于采煤业。与采矿业相比，山西的冶金

泉保晋铁厂一家，创建于民国五年，从日本购回日产20吨生铁的近代化成套炼铁设备，建起高炉1座、热分
  二、铁路。五四运动之前，山西主要修筑三条铁路，但没有全部完工。它们是正太、京绥（山西境内

办后，于光绪二十八年代表清政府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4000万法郎（约合白银1300万两）修筑正太铁路。正太
三十年，沙俄因日俄战争而自顾不暇，便将筑路权让给了法国。正太铁路于光绪三十年开工修筑，光绪三十三年建成通
修筑的一条铁路，宣统三年三月修通张家口至阳高段，民国三年一月修通阳高至大同段，第二年九月大同至

北至堡子湾，全长147公里的京绥铁路山西境内段基本建成，山西又多了一条大动脉。同蒲铁路是大同经太原至蒲州的一
路。光绪三十一年，山西巡抚张曾敭奏请由山西地方集股成立同蒲铁路公司，得到清廷批准。直到宣统三年，同蒲

段35公里的路基，并进行了榆次至北要村近8公里的铺轨工程。 
  三、科技。山西的近代科技包括两方面。一是成立科研机关，再一是培养科技人才。山西近代第一个

工业试验所于民国6年7月在太原成立，下设窑业部、化学工艺部、分析部、机械修缮部4部。窑业部侧重研
乳白玻璃；化学工业部侧重研究试制日用化妆品、制碱和造纸技术。培养科技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工厂附设

于民国七年附设实习工业学校，招生百余人，半工半读。同年，山西留日工艺练习生预备科招生40名，第二年派往日本，在玻璃、肥料、瓦斯、
造纸、制革、面粉、肥皂等工厂实习。 
  四、教育。清政府开始实行“新政”后，在全国推行新学制，山西也出现了各种类型的新式学堂。光
了山西大学堂。该学堂分中学专斋和西学专斋两部分，分设英文、日文、法文、俄文、代数、几何、物理、化

乐、体操、文学、工学、矿学、法律等课程，每年招收学生400名。山西大学堂是我国最早设立的新型大学

占有重要地位。除大学堂外，山西各地还普遍设立了中小学堂。到宣统二年，山西有中学堂27所，各县也大多
门学堂也在这个时期纷纷出现。山西武备学堂于光绪三十二年改为陆军小学堂，同年，弁目学堂成立，两
陆军测绘学堂，高等巡警学堂也于同年设立。光绪三十一年，山西最早的师范学堂——山西师范学堂成立；光

是山西第一所实业学堂，5年后又设立了山西中等实业学堂；光绪三十二年，山西政法学堂设立，用以培养
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为主要教育内容，为山西培养出了大量的各类专门人才。   

四  
  山西近代化建设的发生、发展与沿海沿江各省不同。沿海沿江各省的近代化发生于洋务运动的初期，甚至更早，而山西的近代化

务运动后期的80年代，比沿海沿江各省落后了整整20年，而且近代化初创时期不过是点点星火，对中国近代化
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山西地处内地，风气未开。沿海各地早就受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猛烈冲击
西。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山西根深蒂固。二是因为清政府对山西不重视。山西虽然是古代兵家须争之地，也是
代战争多发生于沿海沿江各省，因而失去了军事工业等在山西的近代化的机会。三是由于鸦片战争以来的

张之洞的话说，鲍源深“太儒”、曾国荃“太滥”，葆亨“太昏”，致使山西“州县则苦累太甚，大吏则纪纲荡

至“公私困穷，几乎无以自立”(见《张文襄公公牍稿》。)。尽管如此，在洋务运动时期，尤其是20世纪
教育等都有长足的发展。 

 
 
   （资料来源：《晋阳学刊》 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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