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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第一面国旗 被逼出来的黄龙旗! 纪彭

鸦片战争中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
大门,中国历史从古代走入近代,不得不开始适应近代
的国际社会,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国际化”。国际化不
是全盘西化,但从器物、制度到文化都要与国际惯例接
轨。比如,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国旗。

! ! ! !古代中国旗帜不少! 皇家有御
旗! 一般为金黄色! 上面绣黄龙、金
凤、麒麟、虎豹代表皇帝或亲王"战
场上有“旌旗”!旗上绘有军队将领
的姓氏!表明军为我有"许多大的商
号有自己的“旗帜”!上面写着商号
的名称。无论是大清朝还是以往的
中国王朝都没有明确的国家概念!

也就没有国旗。近代以来!随着国际
交往的加深! 加之第二次鸦片战争
失败后总理衙门的设立! 清政府终
于在 #$%&年 '(月 ')日推出中国
历史上第一面国旗———黄龙旗。

英国人差点越俎代庖
依照十九世纪的海上国际惯例!

商船需悬挂国旗方能进行贸易!否
则将被视为海盗船。因为清朝尚未
制定国旗! 许多中国商船悬挂外国

国旗! 有时会引起其他国家商人的
误解!加之语言不通、观念不同!这种
误解往往酿成事端。第二次鸦片战
争导火索之一的亚罗号事件! 就是
因为一艘中国商船悬挂英国国旗!

引发误会和纠纷! 最终演变为外交
事件。亚罗号事件后!美国驻华公使
列卫廉和一些商人建议清政府“仿
各国成例!制定一种国徽!俾便商民
尊用”。然而清政府后来仅在《华商
买用洋商火轮夹板等项船只章程》
中规定!禁止中国商船悬挂外国旗。
清政府并未设计本国旗帜! 更谈不
上设计国旗。就这样!国旗的事情就
拖了下来。

清政府此时忙着剿灭太平天
国!急需有力的水上打击力量。西方
列强纷纷提出派军舰“助剿”!并建
议清政府购买船炮。中国海关总税

务司李泰国和皇家海军上校阿思
本很快订购了 )艘舰船组成“英中
联合海军舰队”! 阿思本还招募了
%((名海军官兵!派到各舰任职。为
了使兵船区别于其他国家的船只!

李泰国和阿思本为船队设计了一
面旗代表大清国———长方形!绿底!

黄色对角线交叉!中心嵌黄龙图案。
李泰国解释说*“之所以选用绿色乃
其罕为欧洲列强采用+ 故不致与任
何其他国家之旗帜混淆。”最终因
舰队指挥权的问题! 阿思本舰队胎
死腹中! 那个中西合璧的绿底“龙
旗”也不了了之。

一场误会催生“中
国旗式”

在否决了阿思本舰队的同时!

清政府也认识到必须建立自己的舰
队!并且需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志。但
是! 催生中国第一面国旗却是因为
一次事故。

'$%&年! 在湖北境内的长江江
面上! 中国兵船与英国海军发生了
一起斗殴事件! 由于没有明确的标
志! 英国海军拒绝承认其为中国兵
船! 清政府面对自己完全陌生的国
际惯例吃了个哑巴亏。这次事件发
生后!恭亲王奕訢写道*“适因湖北江
南!皆有英人与我兵勇斗殴!焚毁兵
船等事!屡向理论!而该国词穷!则以
不能识别强辩! 如我处师船亦一律
竖立黄色龙旗! 外国果能望而知为
官船!不敢轻举妄动!未始非豫事队
维之一法。”同时!法国公使哥士耆
也向奕訢提及外国船只通常会悬挂
船旗!中国方面应当仿行。随后奕訢
联系时任两江总督、督办四省军务
的曾国藩询问悬挂龙旗事宜! 曾国
藩随即复信*“各处师船!仿照外国竖

立旗号之例!概用黄色龙旗!使彼一
望即知!不敢妄动!且于行军无碍。嗣
后除各营旗帜照常竖立外! 应分饬
各营另添龙旗一面! 拟用三角尖旗!

均用黄色画龙!龙头向上。”
黄色龙旗传统上在清朝军旗

中起统率作用 ! 具有一定象征意
义。奕訢在最初的提议中!建议船
旗的方案为“黄色龙旗”。曾国藩
考虑到方形龙旗与八旗中正黄旗
接近!因此削去一角为三角形以避
免僭越。奕訢和曾国藩的折子递上
去之后!总理衙门又向慈禧提交了
很多备选方案*八卦旗、麒麟旗、虎
豹旗!也有一面与李泰国设计相仿
的黄龙旗。

'$%&年 '(月 ')日! 清政府批
准了总理衙门的奏议! 并委托总理
衙门发表照会*“希即行知贵国各路
水师及各船只。嗣后遇有前项黄龙
旗帜!即系中国官船!应照外国之例!

不准擅动。倘有移动! 即照犯禁办
理。”之后!中国所有水师船舰均悬
挂三角形黄色龙旗! 并以黄龙旗作
为中国官船旗号。

'$)&年! 总理衙门扩大了三角
黄龙旗的使用范围! 制定了具体的
样式规范。'$)&年 '&月 ,日的《申
报》上曾刊登对三角形黄龙旗的说
明* 北京总理衙门照会各西国官员!

谓中国新定旗式!形如三角!色用黄!

中画龙!用蓝色。所有福州、上海炮
局所制船舶及各关口巡河船! 均建
此旗以标认识。随后在一些外交场
合和博览会中政府使团和外国机构
有时也会用三角形黄龙旗作为代国
旗。然而这面三角形黄龙旗仅被称
呼为“中国旗式”!在使用时“系为雇
船捕盗而用! 并未奏明定为万年国
旗”。

三角旗变长方形
'$$' 年 - 月 ! 北洋水师从英

国订购的“扬威”、“超勇”两艘巡
洋舰回国!由于三角形的旗与西方
各国军舰上的国旗皆不相同!李鸿
章经清廷批准制定了北洋水师军
旗的质地、章色 !并将黄龙旗改为
长方形。同时!李鸿章在同西方列
强谈判、签约、通商、互派外交人
员等外交活动中!看到西方列国庄
严悬挂国旗 ! 而中国却无旗可挂 !

深感有失天朝威仪。他上奏慈禧
太后*“今中国兵商各船日益加增 !

时与各国交接 ! 自应重定旗式 !以
崇体制。”慈禧就命李鸿章负责设
计图案。经过多方征集筛选!李鸿
章上呈了八卦旗、黄龙旗、麒麟
旗、虎豹旗等多种方案 !供慈禧太
后选定!最后决定使用黄龙旗为大
清国旗。黄龙旗旗式一律照长方!

照旧用正黄色羽纱制造。旗中青
色飞龙 ! 仍用羽纱照旧制镶嵌 !龙
头向上!五爪。此方案被清政府批
准并“照会东西洋各国一体知
照”。'$$$ 年《北洋海军章程》颁
布 !确定本为海军旗的“黄底蓝龙
戏红珠图”为大清国旗。从此!中国
有了第一面正式的国旗。

梁启超曾总结中国人认识西
方的三个阶段 *即先由器物、到制
度、再到文化!但器物、制度到文化
从来不是孤立的。国旗看上去只
是一块布 !没什么科技含量 !几千
年前的中国人就会制作。可国旗
中蕴含的制度与观念!却是中国所
无。国旗背后的制度与文化!国旗
所代表的观念与精神!我们是不是
真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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