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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海军“主炮晾衣”本是一则谣言
后人传来传去，居然变成“真相”

谣言制造者是日本人

1867 年出生于日本佐贺县的小笠原长
生，早年加入日本海军，甲午战争时曾在“高
千穗”号巡洋舰上担任分队长，参加过黄海大
东沟海战。他还经历了日俄战争等重大事件，
一直到 1919 年，以海军少将身份正式退役。

退休后，小笠原开始全身心投入文学创
作。早在日俄战争时，小笠原就对当时的联合
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佩服得五体投地，因此
他创作的内容几乎都以东乡平八郎为主体。
由于著作量大、而且言辞夸张，将东乡平八郎
神化，以至于在日本国内都有很多人实在是
看不下去，称他为“东乡的跟班”、“吹鼓手小
笠原”。

北洋海军访日期间军舰火炮上晒衣的故
事，就出自小笠原吹捧东乡平八郎的代表作
《圣将东乡全传》，书中提到了1891年北洋舰
队访日的情形。

1891年，俄国皇太子访日期间遇刺，日俄
关系骤然紧张。深恐遭到俄国武装报复的日
本政府，屡屡邀请中国北洋舰队访日，希望以
此对外营造中日军事结盟的假象。应日方邀
请，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等六艘
军舰从威海出发，于当年7月初抵达日本本
土，航迹遍及神户、长崎、东京等地。
《圣将东乡全传》中提及此事后，引出了

一段故事。称多年后，作者小笠原曾听东乡平
八郎说：“‘平远’因为故障而入港修理，我在
岸边看到一门炮上晒着衣物，很不整洁……”
其弦外之音无非是借此证明中国海军的军纪
涣散。

这则故事，只要稍加考证，就很容易弄清
其可信度如何。1891年6月25日，丁汝昌在率
队访日行前，曾致信旅顺基地官员刘含芳、龚
照玙，通报了自己赴日、以及留防军舰的安
排：“明日带定、镇、致、靖、经、来六船前往东
洋一带操巡，所有留防之‘平远’、‘济远’，当
令先后乘间前去进坞……”

从这份书信可以明白地看到，丁汝昌所
率前往日本的军舰是“定远”、“镇远”、“致
远”、“靖远”、“经远”、“来远”六艘主力舰，“平
远”根本没有去日本，而是留防在国内。

根本没有去日本的“平远”舰，怎么会在
日本被东乡平八郎看到炮管上晒了衣服？由
于对这则编造的故事不放心，小笠原自己在
《圣将东乡全传》译为英文版时，悄悄删去了
“平远”大炮晒衣物的内容。可是他编出的故
事已经传到了中国。

二传手是剧作家田汉

《义勇军进行曲》的词作者田汉，是众所
周知的著名剧作家，但很少有人知道，田汉还

曾在另外一个领域试图有所建树，即中国海
军史的学术研究。

1940年，在抗战烽火中不屈作战的民国
海军成立了名为“海军整建促进会”的组
织，意在探讨战时损失惨重的中国海军的振
兴之道，随之该会创办了《海军整建月刊》
杂志（以下简称《整建月刊》）。《整建月
刊》的创始人、时任海军辰溪水雷所所长曾
国晟和田汉是旧识，便邀请他为《整建月

刊》创刊号撰写一篇长文，以借助其在文艺
界的影响力来使得更多人关注海军。

应邀提笔，田汉一发不可收，写出了洋
洋数万字的“关于中国海军的几个问题”，
在《整建月刊》上累月连载，声势颇大。田
汉的文章以北洋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表现入
题，其中提到1891年北洋海军访日的部分
里，也出现了一则北洋海军军舰大炮晒衣服
的故事：

……当北洋舰队回航关西时“济远”舰略
有损坏，于横次[须]贺军港入坞。当时任横次
[须]贺镇守府参谋长的东乡平八郎曾微服视
察我“济远”一周，归来与其海部建议“中国海
军可以击灭”……人家问他为何下此结论，他
说：当他视察“济远”时，对于该舰威力虽亦认
可，可是细看舰上各处殊不清洁，甚至主炮上
晒着水兵的短裤。主炮者军舰之灵魂。对于军
舰灵魂如此亵渎，况在访问邻国之时，可以窥
见全军之纪律与士气……

田汉撰写该文，大量参考了日文书籍，
其中数量颇多的便是小笠原的著作。他非但
没有考证出小笠原故事存在的马脚，反而将
主炮晾衣创作成了一个新的版本。

从分析“平远”大炮晒衣服时就已得
知，1891年北洋海军访日时，留防的主力军
舰共有两艘，除了“平远”之外，另一艘便
是“济远”。根本没有去日本的“济远”，
又怎么可能在日本被人看到炮管上晒着水兵
的短裤呢？

三传手罗尔纲、唐德刚

田汉的文章在《整建月刊》上发表后，
有两位读者对其中提到的“济远”主炮晒衣
故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一位是后来的史学大家罗尔纲。他
在其重要的学术著作《晚清兵志·海军志》
中，论及北洋海军发展的停顿，感慨北洋海
军的军纪废弛，一条重要的证据便是他从田

汉文章中看到的内容：日本人东乡平八郎时
任横须贺镇守府参谋长，曾微服视察“济
远”舰一周，归来在其海军部上提出中国海
军可以击灭的建议……

罗尔纲引用时，文字虽略有变动，但大致
保留了田汉所编“济远”晒衣服故事的原貌。
可叹一代大家，对此竟不做详细考证，而以讹
传讹。

和罗尔纲一样对“济远”晾衣留下印象的
是当时的大学生唐德刚。他是田汉的崇拜者，
梦想着也能像田汉那样在《整建月刊》上发表
文章。

几十年后，成为史学大家的唐德刚在其
名著《晚清七十年》中回忆这段往事，受田汉
的影响，他也写出一段论证北洋海军军纪废
弛的主炮晾衣故事，其总体架构和田汉版基
本一样，不过把“济远”舰改成了北洋海军
的旗舰“定远”，更容易说明晒衣服问题之
严重程度。因《晚清七十年》之著名和流传
广泛，这段文字成为主炮晾衣故事里流传最
广泛的版本，却也是错误最多的一版。

“定远”级铁甲舰，是洋务运动时代中
国购自德国的一等铁甲舰，当时称为亚洲第
一巨舰。其主要火力是4门305毫米口径的克
虏伯大炮，两两安装在军舰中部错列的两座
炮台内，这4门巨炮便是现代“主炮晾衣”
说指证的晾衣事件发生地。

根据“定远”级铁甲舰的原始设计图进
行测算，其305毫米口径主炮距离主甲板的
高度接近3米，而平时主炮炮管露出炮罩外
的长度不足2米。可以看出，攀爬到一个离
地 3米、长度不到 2米，而直径接近 0 . 5米
(305毫米为主炮的炮膛内径，炮管外径则接
近0 . 5米)的短粗柱子上晒衣服是何等艰难，
甚至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发生从高处摔落，而
危及生命的可怕事故。就算北洋舰队官兵军
纪真的涣散、脑子真的愚笨，似乎也不可能
为了晒几件衣服，而冒付出生命代价的危险。

四传、五传、六传……

无论是小笠原长生的原创，以及田汉的
国内首发版本，或是罗尔纲、唐德刚继之的现
代版本，都是错漏不堪的讹传。可就是这种稍
微细心辨识，就能发现存在很多问题的说法，
很长时间以来还在被国内外涉及北洋海军、
甲午海战的著述乃至文学作品屡屡使用，而
且随着添油加醋、以讹传讹，“主炮晾衣”说的
版本越来越多，错误也越来越大，以下仅试举
几例：
“……在北洋舰只停泊日本长崎港的时

候，曾接待过一批登舰作‘亲善’访问的日本
军官，其中一名叫东乡平八郎的日本舰长留
心观察到这样的情况：‘定远’舰305毫米
主炮的炮管上晾晒着水兵的背心、裤衩；大
炮炮管里满是油垢，似乎很少擦拭……”
(高鲁炎，《大清帝国海军梦》)1891年北洋
舰队访日时只是在横滨港举行过招待会，这
位作者将日本官员参观中国军舰的活动安排
到了日本长崎。

“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前夕，日军驱逐舰
舰长东乡平八郎在参观‘镇远号’巡洋舰
时，发现舰上的栏杆和扶梯很脏，炮管上晾
晒着衣服。他通过这些细节，断定清军纪律
松弛，不堪一击。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几乎
全军覆没。看来一支军队平时松松垮垮，关
键时刻就打不赢。”(某报文章)此处，在炮
管上晒衣服的军舰又被说成了是北洋海军的
“镇远”舰，而且加上了栏杆和扶梯很脏的
细节，东乡平八郎也换了新的身份——— 驱逐
舰舰长。

2009年年末，日本NHK电视剧《坂上
之云》播出，剧中赫然出现了东乡平八郎对
主人公秋山真之说“定远”舰在炮上晾衣的
故事。为了配合这个桥段，但又实在找不到
“定远”舰的哪门火炮可以方便地挂上衣
物，电视剧便干脆在东乡平八郎赢得日本海
大海战胜利时乘坐的“三笠”舰的火炮上挂
出衣物，以此冒充“定远”。成为北洋海军
军舰火炮晾衣故事从日本进口，又加工、改
良返销回日本的绝佳范例。

(本版据《文史参考》)

相关阅读■

当时日媒的报道
是这样的

被很多国人声称“主炮晾衣”的“定
远”舰，在当时日本的新闻报道中实际
却是另外一副面貌。

日本《每日新闻》1891 年 7 月 15 日
报道了 14 日“定远”舰上举行招待会的
情况：

由清国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和驻
日本公使李经方主持，昨天，即 14 日上
午 10 点开始，在旗舰“定远”上，举办了
邀请我国显贵绅士的大宴会。北白川殿

下、松方总理大臣起，各大臣、次长，陆
海军军官和新闻记者，大约 500 名应邀
出席。清国军舰搭载的小蒸汽艇，飘扬
着黄龙国旗从早晨起就在码头上等候，
将这些来宾送到“定远”舰上。

盛装的“定远”舰上，丁提督、李公
使以及清国各舰的舰长们在登舰口迎
接。军乐队的演奏声中，“定远”舰甲板
上准备了柠檬水、冰块以及各式各样
的卷烟等招待品。“定远”的排水量、功

率等参数如上所介绍，舰长室、军官舱
内装饰着各式各样的美术品，还有盆
景、照片等。军医院里虽然有几名患者
在就医，然而清洁异常……过了不
久，中午12时开始，“定远”舰甲板
上举行了冷餐会，宾客们边吃边谈，
最后在十分满意的气氛中被送回了码
头。虽然也准备了舞会，还被列入日
程表，但因女性过少，这个活动只得
中止了。

甲午中日战争中，中

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关

于这支舰队的评价在百

年后仍然争论不休。其中

有一则著名的“主炮晾

衣”故事，称北洋舰队在

访日期间被日方军官东

乡平八郎看到主炮上晾

晒了衣物，由此论证军纪

涣散，注定打不赢战斗。

连史学大家唐德刚在其

著名的《晚清七十年》中，

都有此记述。然而这则在

现代流传极广，经常被引

用的故事，实际是一则彻

头彻尾的谣言。

本文将追根溯源，理

清这一谣言的来龙去脉。

从海底打捞出的“济远”号前双主炮。

“定远”号铁甲舰，是北洋海军的旗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