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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GHU·RENWEN

东湖·人文 C3

■■ 黄黄 艳艳

鸦片战争时期的乍浦鸦片战争时期的乍浦

平湖版

祸起鸦片
1600年的最后一天，是个具有历史意义

的时刻。这一天，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
颁发特许状，授予伦敦商人“对东印度贸易
的管理和公司”商业特许权：在15年内，其余
英格兰商人未经批准不得在好望角至麦哲
伦海峡间的广大地区贸易，违者将受惩罚。
这个特许证，意味着在近代亚洲历史上扮演
了重要角色的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诞生。

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说“通向财富的
道路只有两条：掠夺和贸易”，“东印度公司”
成立的初衷是为了与南亚、东南亚各地进行
贸易往来。当时的欧洲，衡量强国的标准是
从事战争的能力和征服殖民地的多寡，这就
需要国家支付大量的战费开支，但英国本身
缺少金银矿藏，于是，正在崛起的英格兰王
国政府与商人们一拍即合，形成利益共同
体。王国希望让“东印度公司”成为国家对
外扩张的工具，以此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
入。而“东印度公司”获得特许，希望在海外
贸易中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借以反对、
打击从事海外贸易的国内和国外竞争者，维
持垄断地位。

“东印度公司”从英王那里获得的特权
随之步步升级。到1661年，查理二世进一步
扩大了公司权利，包括可以宣战、媾和、维持
军队、设立法庭、独立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
等。这也意味着，“东印度公司”不再仅仅是
个纯粹的商业组织，已经变成大不列颠国家
的侵略工具了。1757年，又是一个转折点，
而且是个决定性的转折点。6月23日，区区
几千英军，竟战胜了孟加拉的 7万大军。于
是，“东印度公司”不但成为印度最富庶的孟
加拉地区的主宰，还使次大陆的其他封建土
邦逐渐都沦为其附庸。18世纪后半叶，英国
仅从印度获得的财富就在 1亿到 10亿英镑
之间。

贪欲永无止境。环视四周，“东印度公
司”这次又盯上了新的猎物：中国。

但是，当时的中国是强盛的，在强大的
中国封建王朝面前，“东印度公司”只能回归
到原先的商人角色。当时，中国所产的陶
瓷、丝绸等商品无不令洋商趋之若鹜，其中
尤以茶叶为最。但按大清规定，当时洋商的
商业活动必须得到中国皇帝的批准，并且只
能在广州“十三行”进行。17世纪末，“东印
度公司”与清朝建立了稳定的贸易往来，并
在广州建立了商务处。18世纪后，“东印度
公司”几乎将它的整个生意都转到对中国茶
叶的进口上来了。到了19世纪，每年茶叶进
口的金额已经占到“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
总额的90%以上。但此时，“东印度公司”发
现了一个问题：如何支付购买茶叶的费用？
乾隆皇帝曾经说过一句非常出名的话：“原
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这也正是当时英
国对华贸易的状况，但英国输入中国的商
品，价值不抵中国商品的十分之一，英国人
只能用硬通货白银来交换茶叶。“东印度公
司”眼看着白花花的银子都流入了中国，决
心找到一种能大量输入中国市场的商品用
于平衡进口茶叶所带来的巨额赤字问题。
最终，解决的办法在印度找到了——鸦片。

地中海周边很早就种植罂粟了，大约10
世纪以后，也传入了印度次大陆，到 16世纪
初，印度人使用鸦片已相当普遍。在“东印
度公司”的努力下，鸦片作为一种享乐性的
奢侈品迅速在中国社会普及开来。于是，一
个极其荒谬的事实是：英国人喝茶养生，但
中国人抽大烟自戕。

从法律角度讲，鸦片贸易在中国当然是
非法的，早在雍正年间清政府就颁布了首条
禁烟令。然而，朝廷的法度在外国鸦片贩子
们（主要是“东印度公司”，也有其他国家商
人）完备的贿赂制度下沦为虚文。据统计，
到林则徐禁烟时，近 50年的时间，每年销往
中国的鸦片从2000箱递增到40000箱，总价
值约 2.4亿两白银，造成了中国白银的大量
流失，引起国内的银荒。道光初年，每两白
银折换铜钱1000文，道光十八年（1838）已经
飙升到 1638文。用铜钱折算白银再上缴田
赋的广大农民的实际税负随之骤增，举国不
堪重负。当时一些敏锐的清朝大臣就已经
发现，国内白银流失和鸦片有关。但对于鸦
片，大臣们意见不一，分“弛禁派”和“严禁
派”。最终，后者占了上风，清廷终于下定决
心——禁烟。

禁烟，必然打断已然形成的英国利益链
条，于是，英国人最终选择以战争来恢复
它。这就是鸦片战争的肇始。

鸦片战争
道光年间的中国早已不是昔日的盛世

王朝。清廷国库白银储备从乾隆四十二年
（1777）的最高点8000多万两，到道光二十三
年（1843）的亏空 925万两之巨，其间何啻天
壤之别！在连续 8次被道光皇帝召见后，道
光十九年（1839）3月，林则徐抵达广州，雷厉
风行地开展禁烟运动。

作为大清国“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
徐非常清楚鸦片问题的症结所在。他的计
划分为两方面，其一是对广东境内中国瘾君
子和鸦片商贩进行严打；其二是对不法外国
商人进行行动，也是这次禁烟运动的重点，
由他自己亲自指挥处理。为了彻底解决鸦
片问题，他下了最大决心，于 3月 24日下令
中止一切中外交易。到5月22日，鸦片收缴
工作如期完成，但由于广州一直连降大雨，
销烟工作直到6月初才得以进行。

6月 3日，这一历史时刻被永远载入了
史册，林则徐将这一天定为销烟之日。销烟
工作一直持续了 20天，到 6月 23日，销毁全
部鸦片19187箱又2119袋。自然，林则徐也
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应该说，他在禁烟之后

对英国当局的认识不足，甚至误判，他断定
英国人不敢劳师远征，认为洋人“外似桀骜，
内实惟怯，向来恐开边衅”，也就是外强中
干，并且认为英军不善陆战。不过，他的这
种误解与偏见，是当时整个大清朝对外国人
的普遍认知。

虎门销烟后，中英局势日趋紧张，甚至
爆发了“九龙之战”和“穿鼻之战”两场规模
不小的武装冲突。

道光二十年，也就是 1840年 1月 16日，
维多利亚女王在议会明确了自己的强硬态
度。4月9日，针对政府对中国问题的处理，
英国议会决定出兵中国。

1840年 6月下旬，从印度和新加坡分头
来的英国远征舰队主力抵达广东外海，做好
了入侵中国的准备。

以实力论，这支舰队算是临时拼凑起来
的，远不是英国皇家海军的精锐兵力。因为
当时以土耳其为中心的“东方问题”再度升
温，英国海军精锐必须盯紧埃及、法国海上
力量动向，无法前往远东。海军部只能将远
在南非和澳大利亚的一批二三线舰艇紧急
调往新加坡，集结编队。后来当“东方问题”
解决后，清军的实际战斗力也已经显露无
遗，英军也不需要再增派精锐了。不过，舰
艇虽然是拼凑的，来参战的确是实打实的精
英。参加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皇家海军指挥
官几乎都是亲历过拿破仑战争的宿将。这
批军官的战斗能力与通常只和小股海盗打
斗的清朝水师军官相比当然是天壤之别。
总体来说，从1840年夏到1842年，英军用于
中国战场的陆上兵力始终是 5个团左右，实
际人员不到 4700人。战争后期为入侵长江
下游，一次性增加到11个兵团，总人数1.2万
人。大部分的时候，英军一次性出动兵力都
仅在2000人左右，远远少于清朝守军。

道光二十年（1840）6月，英军舰队沿海
北上，一路攻城略地，占领了浙江定海。沿
海顿时紧张起来，全部戒严。平湖的百姓也
是大感恐惧，尤其是乍浦一带。果不其然，7
月 22日，一艘英舰驶进乍浦海口，但乍浦海
防衙门将其赶出乍浦洋面。8月，英军舰队
抵达天津大沽口，致书清廷，提出赔偿被销
毁的鸦片、索要岛屿、索还商欠、赔偿军费等
无理条件。但是，这封公文被中方翻译人员
精心翻译后，文意由英军原本的兴师问罪变
成了英军是受了冤屈来乞求中国皇帝做主
来了。于是，被误导的道光皇帝派直隶总督
琦善相机妥办。琦善开始在英方与道光帝
之间虚与委蛇，两头忽悠。他忽悠英国人只
要回到广州就会有满意的结果，而在向道光
帝的汇报中他又隐匿了英军的实力。道光
帝觉得琦善退敌有术，于是派他去广东。琦
善到了广州才真正了解英国人来者不善，不
但要赔款，还要求割地并加开通商口岸。

道光二十一年，也就是1841年1月7日，
英军突袭大角、沙角炮台。在英军武力威慑
下，1月 25日，琦善被迫与英军主要将领义
律在穿鼻洋讨论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
香港岛割与英国。第二天，英军就占领了香
港岛。这次，琦善不敢再欺骗，如实向道光
上报了情况。道光接到琦善奏折后大骂琦
善无能。当然，道光这样的态度也等于是封
住了后来官员们说实话的口，只能走向上欺
瞒这条路了。

1月底，道光发布对英宣战书。2月，英
军进攻虎门，提督关天培殉国，珠江口门户
被打开。3 月初，广州已然在英军炮火之
下。4月 14日，深受道光器重的皇侄、靖逆
将军奕山到广州。5月23日，集结于香港的
英军抵达广州，和先前进攻广州的英国海陆
军一起形成对广州东西夹攻的态势。短短
几天，清军节节败退。5月 26日，奕山在广
州城里升起了白旗并退至广州城外200里驻
扎，英军得到600万银元赔偿后撤离广州。

但是这一切怎么向道光皇帝交代呢？
奕山等人上了一份绘声绘色的奏折，把英军
占据炮台说成“因新城之外，两边炮火轰击，
不能传话”，600万银元赔款说成历年商欠，
而被迫通商是对岛夷的恩赐，退军是为了避
免清军在城内滋事。道光收到奏折后心情
大好，以为战争已经结束。7月 28日，下令
撤退调防兵勇。

英国的反应却是截然不同。4月时，伦
敦方面收到义律炮制的《穿鼻草约》，英方认
为得益太小，4月30日，英国议会决议，不认
可《穿鼻草约》，英军必须重新占领舟山，迫
使清方签订新的条约。8月26日，英军首先
进攻厦门。清军重金打造的厦门防御顷刻
崩溃。随后，英军进攻定海，10月1日，英军
攻陷定海，5000清军全部战死。10日，镇海
失陷。13日，宁波又失陷。浙江连陷三城，
清军连续失利，清政府急忙派协办大学士奕
经率兵救援浙江，并从江西、湖北、安徽、四
川、河南、陕西、甘肃7省调集军队。

奕经是个毫无实战经验的人，走到苏州
停了两个月，拖到各省援军都抵达了，只得
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1 月 21 日移驻嘉
兴。2月 10日，奕经移驻杭州，并去庙里求
签问卦。随着各省军队陆续到达绍兴前线，
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奕经命令部队从绍
兴分兵三路，冒雨向宁波、镇海、定海出发，
希望同时收复三城。3月10日凌晨，随着奕
经一声令下，清军的反攻作战开始了。清军
同时攻击驻扎宁波、镇海的英军。但不到 4
小时，两地清军便同时遭遇失败。随后，英
军发动反攻，清军望风而逃，不仅没收回宁
波、镇海，反而把奉化、慈溪也送给了英军。

道光本来对浙江反攻抱有极大希望，战
败让他极为恼怒。6月 19日，英军攻占上
海。7月25日，镇江失陷。8月初，英军留下
2000余人镇守镇江，80余艘军舰控制南京江
面，以扼断大运河南北交通，迫使清政府就

范。8月29日，清政府全部接受了英国提出
的议和条款，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
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入侵乍浦前奏
实际上，英军早在鸦片战争刚开始时，

就已经在骚扰乍浦了。道光二十年（1840）7
月上旬，定海失陷，嘉兴府布告沿海各县居
民“勿相惊扰”，并注意了乍浦的防御工作。
但 8月 13日，一艘英舰来到乍浦港，炮击葫
芦城，炸毁沿海船坞、庙宇多处，伤我军民14
人。由于乍浦军民奋力抵抗，英舰逃遁。

道光二十一年（1841）9月下旬，英军再
次侵犯浙东，定海、镇海、宁波三城相继失
守，浙江战事紧张。10月，道光派奕经到浙
江指挥，乍浦成为反攻浙东三城的基地之
一，并增派了驻兵。此时的乍浦，防务力量
实际上已经比鸦片战争前加强很多，清军添
置了大炮，增加了水师，由海防同知韦逢甲
和驻乍浦满洲旗营副都统长喜主持防守。
在被侵前不久，还从陕甘、山东等调来以汉
中镇总兵德坤为首的2000左右士兵，连同乍
浦原有的驻军，还有杭嘉湖道总兵宋国经所
统率的嘉兴、湖州等地的军队，再加上 1000
多名乡勇，约有兵力 6000人，配有大小铜铁
火炮 110门，战船 22艘，分别驻守在乍浦沿
海 21个营寨、炮台阵地。具体来说，陕甘军
主要在常山一带，湖嘉军防守陈山、唐家湾、
天妃宫等地，而旗军则主要守卫观山（即灯
光山）一带。

道光二十二年（1842）1月 17日，两艘英
舰率数十艘海船从定海驶到乍浦，停泊在灯
光山外，后因为风浪太大，退到海盐秦山
外。19日，这两艘英舰又来到菜荠门，向岸
上连发数炮，乍浦城内居民仓皇失措，纷纷
出城避难，一时几乎空城。但在乍浦守军的
奋勇迎击下，英舰于当晚离去。

当时，为缩短战线，迫使清政府屈服，向
中国要赔款、割地等，英军决定找寻新的打
击点。乍浦是江浙沿海战略要地，长江口外
围军事要塞，也是反攻定海的前哨基地。从
这里出发也能奔袭定海，因此为了解除后顾
之忧，英军决计消灭乍浦的军事力量。于
是，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5月 7日，英军放
弃宁波，主动北上，进攻乍浦，目的主要是通
过乍浦，寻找进入长江的便捷水路，威胁南
京，截断漕运和北京财税来源。当然，英军
对富庶的乍浦本身也是非常觊觎的。英国
军官伯纳德在他自己的航行作战记里这么
写道：“乍浦是重要的商港，有商船6只，每3
年去日本贸易 5次，乍浦的重要性不少归于
日本贸易。”

乍浦保卫战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5月 18日早上

八时，原先停泊在公海的英舰7艘，汽船4只
及运输船、小舢板船数十艘，也有的说是 24
艘，装载大炮100多门，陆军2000多名，由侵
华英军总司令郭富率领，驶入菜荠门，进攻
乍浦。

此次来犯的英军舰队具体如下——
战舰：康华丽号、布朗底号、摩士底号、

阿吉林号、哥伦拜恩号、阿勒琴号、班延克
号。英军部队有：皇家爱尔兰联队第十八
团、第四十九团，马德利斯本地步兵第三十
六团，苏格兰来福枪联队第二十六团、五十
五团及炮兵、工兵等。主要军官有：叔德上
校、蒙哥马利中校、马利斯中校等。

这是一场外围保卫战。在炮火的掩护
下，英军分兵三路登陆包抄：右路准备从山
湾天妃宫登陆。中路从观山南坡牛角尖、檀
树泉登陆。左路从陈山嘴、唐家湾登陆。

右路，英军在马利斯中校的率领下，爱
尔兰联队第十八团、四十九团以工兵等 900
多人，逼近天妃宫。防守这里的游击张绍
庭、守备朱昌炽所率的乍浦水师营与嘉兴协
调防军被击溃。于是，这路英军绕到观山攻
击防守的旗军。那里驻守的是海防同知韦
逢甲。韦逢甲身先士卒，率领驻守在天妃宫
炮台的绿营和乡勇迎战。炮台守军向英军
发炮开火，击中一艘英舰，舰上英军纷纷落
水，但很快被英舰火力压制。在英军又接连
发起的两次进攻中，韦逢甲左肋中弹，穿透
肋骨，伤势沉重，不久，流血不止而死。此
时，副都统长喜正在观山葫芦城督战，发现
敌情立即指挥回击，登陆的英军向葫芦城蜂
拥而至。经过激战，清军被迫退入城内，副
都统长喜身负重伤。

中路，由蒙哥马利中校率皇家炮兵第三
十六团及工兵约300人，在牛角尖、檀树泉登
陆后，沿山脚进犯，遭到乍浦水师右营把总
韩大荣率领的300名士兵的阻击。但这些清
兵的装备极其落后，平均每10人才能分配到
一支火绳枪，大部分士兵使用大刀、长矛、弓
箭、弩机。此时，从陈山嘴登陆的左路英军
又从后面包抄过来。清军三面被围，腹背受
敌，几乎全军覆没。

左路，英军叔德上校率领苏格兰来福枪
联队第二十六团、五十五团士兵 800多人从
陈山嘴、唐家湾登陆，可惜率领太湖营守军
的游击洪应奎和管带山东乡勇的守备张衍
鲁军与之一触即溃。这一支英军转至常山
攻击陕甘官兵，遭遇清军千总李廷贵、张淮
泗率领的守在塘湾山北檀树坟清福庵之间
的 376名士兵，双方激战 1个多小时。清军
杀伤了数十个英军，但不幸被从唐家湾山后
迂回过来的英军切断了后路，最终弹尽粮
绝。在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后，又毙伤英军
多人，最后 376人全部殉国。肉搏战之惨烈
可以参见英军舰长利洛在《英军在华作战末
期记事》中的描述：“在乍浦，曾有一位老军
官带着他的士兵，两次勇敢地和我军肉搏，
每次被击退后，他都纠合士兵再度前来，最

后，他被我军击中腰部而倒下，当他被抬到后
方时，我军翻译官看到他在淌眼泪，就劝他不
要惧怕，并说他将受到怜悯和善待。他说‘怜
悯，我不要怜悯！愿流尽最后一滴血！’”

天尊庙之战
乍浦战役中最激烈的是天尊庙之战。
在三路英军猛烈的进攻下，乍浦城外的

清军坚持了两个多小时后向平湖方向败
退。英军在攻陷前沿阵地后，随即向乍浦城
里推进。离乍浦城南约 3里的观山脚下，有
个天尊庙，这里分驻有隆福率领的约 300旗
兵。他们发现自己的退路已经被英军左路
切断，于是，隆福他们就埋伏在天尊庙附近，
准备在这里抗击英军。不久，中路英军发现
了情况，他们依仗自己兵多，火力猛，越岭来
攻，企图轻取观山。不料，一开始就遇到了
清军的顽强抵抗。隆福部从侧面用火器、弓
箭、弩机射伤了很多英军。英军的先头部队
遭受沉重打击，第四十九团被击毙1人，其余
的大都受伤，于是被迫撤退。十八团的汤林
森少校（很多记载汤林森为中校，但英军记
录中为少校）亲自率领一小部分英军再次组
织进攻，结果又遭到猛烈反击，冲上去的英
兵不死即伤，连汤林森少校本人也颈部被清
军击穿而阵亡。汤林森之死在伯纳德的作
战日记里记得很清楚：我军占领乍浦以后，
我们迅速把汤林森陆军少校的尸体埋葬在
深海里。对于汤林森的死去，全体军官弟兄
都表示了哀悼，他的丧礼是在“佛莱吉森”号
船上举行的。

英军见进攻无效，于是一不做二不休，
干脆调来落地开花大炮，开始轰击庙门，并
以火箭抛入庙内，企图焚烧庙门。结果仍然
失败。此后，英军接受了战地工程师倍尔的
建议，用火球专门向外垣的一部分投掷，炸
开了一个小边门。接着英军举行了 4次进
攻，以火球炸坏了庙宇的北墙，十八团的一
小部分人企图冲入庙内，但仍未成功。最
后，英军大肆纵火焚烧庙宇，在火光枪炮声
中清军作了最后的死战。双方激战了3个小
时，清军寡不敌众，无法再战。佐领额特赫、
防御贵顺遭火枪击中牺牲，骁骑校根顺中炮
阵亡，骁骑校伊勒哈畚伏入林中用弩机射杀
多人，矢完被缚，英勇就义。隆福突围时，与
英军火拼，毙伤数人，力竭自尽。

天尊庙一战，庙中旗兵除 43人突围、50
多人受伤被俘外，官佐 7人和旗兵 167名全
部阵亡。英军在打扫战场时，突然从横尸堆
中挣扎着站起一位清兵，他满身血污，怒目
视敌，提刀自刎，宁死不做俘虏。

乍浦保卫战是清军在鸦片战争中打得
最出色的战斗之一。连英军都承认：“凡亲
眼看到中国士兵那种顽强的斗志和决心来
保卫他们的阵地的，然没有一个能对中国士
兵的英勇拒绝给予充分的尊严。”

天尊庙战斗的同时，英军左路已经开始
直扑乍浦城，此时通向东门的桥已被清军破
坏。英军工兵营的中尉戈登很快就找到了
一只舢板，他过了河，找到了两只大船，于是
英军过了河。

英军占领天尊庙后，各路队伍会合直抵
乍浦城下，由东门缘梯而入，占领了乍浦
城。时间是1842年5月18日正午十二时，城
外的清军见乍浦城内起火，知道已经失守，
于是纷纷退往平湖。

后人为纪念此次战役中为国捐躯的官
兵，曾在汤山、灯光山建骨塔两座，埋藏忠
骨，供人凭吊。

乍浦失陷
英军攻入乍浦城后，大肆烧杀淫掠，居

民来不及逃避的，往往惨遭杀害。不少妇女
不甘受辱而投井、投水、撞墙自尽。当时满
洲营每家都有积尸，多的人家甚至达到七八
人。驻防旗军眷属殉难的有56人，男女自尽
有姓名可考的27人，未留记录的更多。清人
朱翔清的《埋忧集》中有《乍浦之变》一文，里
面写道：“去年夏，英夷破乍浦，杀掠之惨，积
胔塞路，或弃尸河中，水为不流。其最可惨
者，尤莫如妇女。”

此外，就像朱翔清写的：“彼颇好文墨，
每入人家，遇名人书画，如获拱壁，争取无少
遗焉。”英军最喜好的是文玩字画，每次进入
人家，只要遇到，必定会被争抢而去。当然，
米仓和民间另外贵重财物也被抢掠一空，停
泊的商船、战船都被破坏或掳去。

但面对凶神恶煞般的英国军队，乍浦军
民同仇敌忾，依然顽强抵抗，以庭院墙壁为
掩护，与英军在城内展开了巷战。英军中尉
军官穆瑞的《在华战役记》里写到：“每所房
子里不时有子弹射出，我军那里放着一队步

哨。不久以后，有一个满兵冲到我军队伍中
来，企图用刀行刺，他立即被我军击毙。这
个满兵，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头上还长了
一个大瘤，我军不得已将周围的房屋放火烧
掉，将居住其中的中国人驱走。”英国军官伯
纳德也承认受到袭击吃了大亏的事：“在乍
浦城内，我们无法辨认谁是满洲兵，谁是普
通老百姓，曾经吃亏不少。”可见，乍浦城内
的抵抗是不分军队还是百姓的。城内外除
满营被焚外，南门吊桥至税关及万安桥一带
商肆房舍2000余间被付之一炬。

《当湖外志》记下了普通百姓面对侵略
者时的英勇反抗：乍浦城里有个汪姓妇女，
开着花炮店，她有4个儿子。一天傍晚，有个
英兵闯入她家，想要图谋不轨。4个儿子假
意好好款待，骗该英兵卸下了满身武器。然
后4人齐心协力，将其击毙，投尸井中。另有
一个妇女也是不幸家里遭遇了一个英兵，也
是先假意屈从，等到该英兵放下刀枪脱了衣
服，这名妇女突然一跃而起抢过英兵的刀刺
进了他的喉咙，并喊来全家人一齐杀了这个
英兵。乍浦军民的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使
英军胆战心惊，日夜不安。又因为乍浦海滩
是铁板沙，不利于战舰，在占据了10天后，也
就是 1842年 5月 28日，英军将乍浦炮台、子
弹库、修理厂一切军事设施彻底破坏，70多
门铜炮全被作为战利品掳走，然后纵火焚
城，从天妃宫起，延烧数里，火神庙、关帝庙、
朝阳庙、军工厂、葫芦城及普照禅寺都毁于
一旦。

这一次，乍浦精华之区全被毁灭，百年
未能恢复。英军登舟而去，留下的是断壁残
垣、一片废墟。

与乍浦军民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形成
强烈对比的，是清政府此时的惊慌失措。乍
浦战役时，清廷派出的钦差大臣、扬威将军
奕经率部屯居嘉兴王江泾，投降派中的新任
杭州将军耆英、已革大学士伊里布也聚集嘉
兴，他们畏敌如虎，束手无策，唯连连奏报道
光，哀求允准向英军低头讲和。他们认为首
先释放英方俘虏，可以借此恩信来使入侵的
英军受到羁縻。于是，他们把在舟山等地被
俘的 16名英军俘虏于 5月 27日从杭州解到
嘉兴，又星夜赶送乍浦，向英军求降。但此
时，英军军舰已经驶出海上。

退出乍浦的英军，与另一部分英军会
合。这时英国又从印度增援大小舰船百余
艘，陆军士兵万余人，陆续开到中国，于 6月
上旬北上长江口，6月中旬攻陷上海，7月攻
陷镇江，8月初进到南京下关江面，控制了长
江下游，威逼清政府于 1842年 8月 29日，签
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
等条约——《南京条约》。

殉难军民
美国人马士·霍齐亚·巴卢（1855-

1933），哈佛大学毕业，他到中国后长期在英
国人赫德控制下的中国海关服务，作为赫德
的亲信，参与了许多机密工作，掌握大量第
一手资料。所以他写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
史》这部书，成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对
外关系史的最主要的参考物。他在书中说：

“乍浦清军的顽强抵抗，很使英军惊异，这是
他们在中国从来没有见到过的。”

纵观整个乍浦战役，从5月18日上午八
点到中午十二点，历时仅仅半天，但我国军
民的损失可谓惨重：清军守军阵亡将弁 18
人，士兵 670多人，其中旗军 279人，绿营兵
约400人。老百姓受害致死的700多人。

乍浦战役虽然失败了，但乍浦军民同仇
敌忾为反抗侵略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
连英国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乍浦战役“是
中国一次爱国主义的光辉展览”。战役中每
一位英勇牺牲的人，不论是官佐还是士兵，
乃至普通老百姓，都值得被后人记住。当
然，鉴于史料的缺乏，真正被记录下来的极
其有限。当时乍浦城里的著名诗人沈筠根
据自己的耳闻目见辑成了《壬寅乍浦殉难
录》，记载了众多殉难将士的殉难情状，其中
的大无畏献身精神和崇高的民族气节，可歌
可泣。如山东齐河人韦逢甲、满洲镶黄旗人
长喜、平湖人韩大荣、署左营八旗前锋协领
英登佈、左营镶红旗佐领隆福、署左营正黄
旗佐领额特赫、左营正蓝旗骁骑校伊勒哈
畚、右营镶蓝旗骁骑校根顺、右营正蓝旗骁
骑校该杭阿等等。当然，乍浦战役，让英军
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顽强抵抗除了清军，还有
乍浦城里手无寸铁的百姓。“市井蚩氓，能为
柱厉；阊阎小子，亦作汪琦。”当时乍浦的普
通百姓们都勇敢地加入到了保乡卫土的战
斗中去，其中的悲壮毫不逊色于军队。
（注：本文作者为市档案馆地方志科科长）

英军入侵乍浦时遭到当地军民的顽强抗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