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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在德国因戈尔施塔特新宫殿（der neue Schoss）[1] 的

内院陈列着数门大炮。大部分火炮是十八、十九世纪因

戈尔施塔特市（以下简称因市）自行设计制造并生产的，

但有一门前装滑膛炮则与众不同：它来自中国。根据炮

身的满文铭文解读，该火炮于十七世纪、在比利时传教

士南怀仁的指导下被铸造。南怀仁（Ferninand Verbiest，

1623-1688）是比利时籍传教士，并于 1650 年代末来到

中国。南怀仁经历了中国封建王朝时期明末清初的动荡

岁月，并成为了康熙皇帝的科学启蒙老师。南怀仁精通

冶铁和铸炮之术。从欧洲传教士、尤其是来自于因戈尔

施塔特的传教士的视角看来，南怀仁在清廷所展示的西

洋之术可为他们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取得舆论基础。

事实上，明朝末年的中国就与西方在火炮的购买和

使用上展开了诸多交流。明崇祯十五年，在北京的一所

了铸造火炮的工厂里，南怀仁正是在这里督造了第一批

中国自己生产的“元帅炮”，而这一门摆放在因市新宫殿

内院的火炮则浇铸于 1687 至 1689 年间。[2]

由此可见，来到中国的许多传教士精通武器铸造和

火炮浇铸技术，并由此认为技术是打开传教活动的敲门

砖之一。殊不知，在明朝末年的中国佛山，早就有佛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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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代佛山铸炮历史及城市的发展

明代是中国铳炮制造和发展的重要朝代。早在明朝

初年皇帝就规定，铳炮制造均由工部和内务府统一制造，

地方并没有制造火铳和火炮的权限。明朝的中央官员在

北京和南京设厂铸造铳炮，大批由中央军工系统生产的

各式火器为当时的抵御外敌的军事活动提供了物资上的

保障。从正统十四年（即 1449）年开始，明廷准允各省

在官府的监督下自行设计和制造铳炮。根据历史文献的

记载，明崇祯年间，广东大吏曾分批向明朝廷提供了数

量众多的火铳和火炮。[3] 那么，佛山是如何成为明代的

铸造火器的工业重镇呢？

矿业与冶炼业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的。岭南地区的铁

矿石产地主要分布在容州、贺州为的浮浅矿藏之中。明

代的佛山，采矿业与冶铁业的崛起为铸造业提供了重要

的工业条件。而这一系列的技术进步是与明代铁矿业从

官营垄断向民营开放之转变息息相关的。明代的佛山冶

铁业以生产铁制器具为主，这其中包括铁锅、农具、钟

鼎和军器等。除了制作大量的铁锅并将其运到全国各地

之外，佛山居民还善于铸造铜像和钟鼎。现存佛山祖庙

的北帝铜像，重达 5000 斤，它被浇铸于明朝景泰年间

（1450 年 -1456 年）。与此同时，现存佛山祖庙大殿的大

铜钟，重量达到了 1700 公斤。该铜钟声音洪亮、造型古

朴。明代佛山铁器的精良制造给本地带来了源源不断的

贸易资源，这改变了明代佛山居民的职业构成的同时，

新的手工业阶层、即“炉户”进入了历史的舞台。

佛山的“炉户”制度是史学界尚待研究的有趣话题。

在冶铁业里，“炉”是一个基本的生产单位；而“户”则

是指承担赋役的基本单位。在佛山这里，“炉户”既是

冶铁和铸炮——

佛山和因戈尔施塔特城市发展史中的姻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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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明清工商业城市的一条手工业发展路线：从采矿、冶铁、制造锅具和浇铸大炮。佛山广炮之铸造伴随着佛山城市

空间所发生的变化：社区结构的变化、社会阶层的转变、民间自治系统和官府的联合等等。十九世纪佛山的铸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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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生产单位也是承担赋役的基本单位。佛山炉户所

出产的铁器制品均以雅名点缀，比如“隆盛炉”等等。

因此，明代后期到清代的火炮炮身铭文中经常能发现诸

如“李陈霍”等炉户字样。明清时期佛山炉户人数众多，

经营方式主要是家庭小作坊与家族大作坊共同发展的模

式。明末出现了李氏、陈氏和霍氏共同把持佛山冶铁家

族大作坊的局面，因此明末清初出产的的大量佛山炮身

都刻有“炮匠李、陈、霍”的铭文。

明代佛山冶铁业的发展也进一步推动了当地手工业

社区的空间分布结构之动态发展。近代以来，岭南地区

的人们交通出行十分依赖岭南的西江、北江和东江水道。

因此居民的聚居点多数是在河流的交汇点上自然形成的。

这也是珠江流域社区空间分布结构的首要印象。其次，

在社区之外，有作坊区、农业田塘区和墓地区等根据生

活和工作功能性不同划分的区域。最后，除了按照生活

和功能分区的城市空间划分之外，还出现了以商业中心、

祭祀中心为代表的中心 - 外围的圈层结构。这是明代佛

山社区空间基本结构的三个诠释。

在抗击黄萧养起事的战斗（1449 年）胜利后，佛山

人民建立了一种独特的“铺区制度”。所谓“铺区”，就

是指以佛山祖庙为中心、把各个分散的社区和村落线

相连成片，并将木栅建于河涌的边缘，以此作为佛山

的“城墙”，这起到了对外来进犯之敌的阻隔作用。分

为二十四铺的佛山，各铺在地域上相连的同时，又可以

让街、里、社坊并存发展。[4] 明代佛山铺区制度的发展，

一方面让佛山具备了“城墙”，它一定程度上具备了以祖

庙为中心的一种铺区联动防卫制度，拜托了自然村落的

孤立性；另一方面它云集了各方商贾的同时，并没有将

外地商人排斥在“城墙”之外，而是各取所需、习于城

邑。由此可见，佛山铺区制度的建立推动了工商业的发

展，它改变了中国农村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宗族关系

为纽带的自然经济模式，从而让佛山从农村的乡村状态

进入到城市雏形的新发展阶段。

明代佛山的铸炮则开创了广式制炮之标准化先河。

明代工部营造火炮之标准则与广制标准有所区别。佛山

所依据的是广式制炮之标准。所谓广制，一是指广东制

造，二是指火炮均需依照广尺制造。1449 年的佛山保卫

战，佛山居民自造铳炮自卫，由此显现了佛山居民在明

代景泰年间就已经具备了规模化制造火器的能力。明朝

末年崇祯年间，崇祯皇帝命传教士汤若望在北京皇宫旁

设立铸炮厂，批量式地仿制和生产传入中国的荷兰红夷

大炮。这些大炮不同于佛朗机炮，炮身可达三千至五千

斤。因此，南怀仁并非是最早在宫廷指导生产制炮的传

教士。根据历史文献记载，佛山在铁炮铸造技术上一直

处于领先地位，而葡萄牙人则将制造铜炮的技术带给了

澳门人，澳门同时也是除佛山外明末清初的制炮中心。

明崇祯四年，随着明朝和后金的战事不断升级，佛山的

广炮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

二、清代佛山铸炮历史及城市的发展

佛山冶铁业、制炮业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随着经济组织不断细分，佛山的商业手工业出现了行会

制度。这一时期会馆、大魁堂与民间自治是佛山城市管

理制度的典型特征。所谓会馆就是指根据商业地域、行

业类型和服务性的细分成立的一系列建立在利益共同体

基础上维护行业稳定的民间组织机构。大魁堂则是指大

魁堂值事，他由佛山本地士绅公选，凡进士、举人皆可

担任，唯一的选拔标准就是他是否能热心于公益事业的

同时兼顾祭祀、赈济、管理义仓系统和书院系统等公共

事务。可以说，大魁堂与民间自治是清代佛山特有的城

市文化管理制度。

得益于明代佛山浇铸铳炮的手工业基础，清代的佛

山是官府和民间共同铸造火器的地方。明末清初的广东

福建沿海海盗猖獗，盗贼横行，因此官府将佛山所制之

枪炮积极应用于海防和城防。这里需要提及的是清朝的

广炮采办制度和丁拱辰的《演炮图说》一书。

从清代开始，清朝驻粤军事长官会同两广督抚奏议

皇帝，建议增加炮位。皇帝收到广东的奏议后转到兵部

复核同意后，由兵部奏议皇帝批准并下旨。两广督抚接

旨后则委派铸炮监造官接洽铸炮报价之事。随后广东布

政司则会在官府的监督下与承接铸炮的工匠方签订铸炮

合同，并约定铸炮的具体条约细节。清代的火炮铸造都

会在炮身镌刻制造人和官府铸炮监造官的个人信息，以

示众人。清代铸炮炮身上的简称“炮匠李、陈、霍”或

“李陈霍造”的铭文已经不仅仅是显示该铸炮出自李氏、

陈氏和霍氏家族大作坊之手，它在清代更多的是代表佛

山铸炮冶铁行的全体工匠的一个统称，它更多的是代表

了清代佛山铸炮、冶铁与官府共同承接中央军事防务器

材采购大单的合作历史。值得一提的是，佛山铸匠工价

严格按照市场价格报价，这一方面说明代表广炮制造的

佛山工匠有着较大的议价权限的同时，另一方面也展示

了佛山在清代的市场经济发展方面有着很高的成熟度。

至于铸炮的保固和质修方面，则有一套严格的规章制

度。

除了清代的广炮采办制度以外，丁拱辰《演炮图

说》以及《演炮图说后编》则展示了清代佛山广炮铸造

技术。更有甚者，丁拱辰在《演炮图说》中同时展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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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燕塘广炮的试演过程。丁拱辰生于 1800 年卒于 1875

年，原籍福建省晋江市。他曾在外国学习工程计算和火

炮制造之术，返粤后著有《演炮图说》以及《演炮图说

后编》。在该书中，丁拱辰更多的是将佛山铸炮的工程细

节与西洋火炮进行对比，并着重强调了佛山所铸造之广

炮的特点：铸造炮位尺式使用广尺、原材料使用广铁、

使用失蜡铸造法进行铸造。丁拱辰在该书中阐述道，我

军的仿红夷大炮与西洋之英吉利、佛朗西和亚墨利加大

炮相比，炮弹之远近相等，只是在火药的威力上稍逊。

倘若增加火药则一样得力。由此可见，丁拱辰的《演炮

图说》以及《演炮图说后编》对中国的火器制造、尤其

是对佛山的铸炮历史和演炮理论进行了系统地阐述和总

结，这为理解清代佛山的铸炮史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以佛山为代表的广炮铸造属于复杂的金属加工和处

理技术。这在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佛

山炉户与官府进行合作，承接中央军事器材的制造大单，

这开创了民间工场服务于封建社会中央国防军工的先例。

广炮在清代后期的海防战略角色中扮演了重要的地位。

根据文献记载，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已在广东

虎门部署新旧炮台三百多门火炮。这些佛山所铸的广炮

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当

属关天培和陈连升用炮击击退英军的英勇事迹。

从十七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初，佛山的铸匠确立了

广炮的铸造范式：以模仿西洋红夷大炮的方式创造出自

己的佛山铸炮手工业生产体系。从十九世纪开始到 1912

年清代的灭亡这一百多年期间，佛山完成了数千枚用于

海防火炮和炮台的铸造。这为广炮在全国范围内推进制

造标准化奠定了基础。但是也应看到，西洋红夷大炮毕

竟是属于前装滑膛炮，在十九世纪中叶后，西方全面进

入的后装滑膛炮阶段，随着装弹速度、火药技术和弹道

力学与后装滑膛炮的迅猛发展，佛山铸造的广式火炮逐

渐被西式近代火炮所取代。可以说，随着后装滑膛炮的

出现，佛山广炮的时代终结了。

三、结语

尽管如此，佛山广炮的铸造史，无论是在明代还是

清代，都给中国军事史留下了浓墨重彩。铸炮的发展伴

随着佛山炉户、铺区、行会等城市发展史。在德国因市

的新宫殿沉睡着的清朝前装滑膛炮不仅仅展示了传教士

的军事技术输入的历史，毋宁说是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

佛山技术工匠独立吸收西学、转化西方知识的一种能力。

尽管在十九世纪，德国因市在巴伐利亚王国国王的资助

下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并成为了巴伐利亚王国的军事武器

制造基地，但与佛山相比，因市的军事制造史比起佛山

来时间短得多、且与城市发展的关联弱得多。因此，佛

山的铸炮史及其相关的城市发展史展示了中国在明清期

间的一个工商业城市的发展范例，而这是许多受限于文

献材料的限制的西方汉学家们所暂时不能触及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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