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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前湖南矿业

的发展及其历史意义

彭 雨 新

甲午战后
,

帝国主义者加紧对中国疯狂侵略
,

摆出一副瓜分中国的架势
。

英
、

俄
、

德
、

法列强除军事上占领沿海军港
、

外交上强迫清廷承认势力范围外
,

经济上的侵略特别着重通

过资本输出方式进行铁路线和矿山的开拓
。

铁路线仅有几条
,

矿山则各地广泛存在
,

因此抢

占矿山形成了一个狂潮
。

从 1 8 9 5年至 18 9 9五年之间
,

全国各地矿产面临着瓜分的危急
:

法— 独占云南
、

广东
、

广西矿产 ( 1 8 9 5年 5 月《中法商务专条附章》 ) ; 俄— 独占东北矿产 ( 1 8 9 6年12 月《东省铁路公

司章程》 ) , 德— 独占山东矿产 ( 1 8 9 8年 4 月《胶澳租界条约 ))) ; 英— 独占山西
、

河南
、

四

川矿产 ( 1 8 9 8年 5 月《山西采矿条约》 ,
1 8 9 8年 12 月《河南开矿制铁章程汾

,
1 8 9 9年 1月《 四川采

矿条约》 )
。

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矿山的抢占
,

采取了先占地盘再查矿苗的手法
。

由于义和团发动了一

场震惊世界的反帝斗争
,

使入室的强盗们不能不略缓步伐
。

《辛丑条约》签订后
,

清政府成为进

一步出卖利权的洋人朝廷
。

为了便于洋人交涉矿务
,

清廷在一段时期将矿政交给外务部主管
。

1 9 0 2年
,

外务部奏定的《筹办矿务章程》中规定
: “

(凡向外部 )递察开办者
,

或华人 自办
,

或洋

人承办
,

或华洋人合办
,

均无不可
” 。

在
“

均无不可
”

的宣告下
,

已经取得矿地特权的侵 略 者

纷纷行动
,

它们任意划定矿区范围 (如周围 15 里
、

30 里
、

50 里等)
,

范围内不许华人开采
,

已

经开采的一律退出
。

这就激怒了人民群众
,

掀起了一场反掠矿的斗争
。

各省当局不敢开罪贪

心的洋人
,

也不敢压制盛怒的百姓
,

只得通过外交关系以巨款赎回矿权
。

有的侵略者大肆勒

索
,

有的恃强不肯交回矿权
,

有的赎回一部分
,

继续霸占一部分
。

这就是当时矿权斗争中一

场浩劫
。

然而
,

以矿产丰富著称的湖南省却没有受到大的冲击
,

也没有受到大的损害
。

这是

什么原因? 下面我们将湖南省在这一时期官商合办矿业的经过作一浅入的探讨
。

一
、

湖南官商合办矿业的开始

矿务局的设立— 湖南是甲午战后第一个设立矿务局的省份
。

1 8 9 5年
,

陈宝娥就任湖南

巡抚
。

他把开矿看作一项要政
,

于 1 8 9 6年正月奏设湖南省矿务局
。

矿务局主管全省矿务
,

规

定矿 山的开采分三种形式①
:

(1 )官办— 官府拨出开矿资金
,

不招商股
; (2 )官商合办—

官

和商同以资金入股 , (3 )官督商办— 商集股金
,

官不入股但加以过问
。

官办和官商合办都由

总局派员主持 , 官督商办则由商人自行经营
,

但开矿须先呈报总局查勘
,

批准后始得开采
,

开采后按章纳税
,

有的并规定产品按官价卖给矿务局
。

在这里
,

三种生产方式同 在 官 督 之

下
,

商办的也受到官的制约
。

但是
,

除官办外
,

其余两种方式都要靠商人资本的力量
,

只有

商人资本力量发动起来
,

矿业开办才有兴旺的可能
。

所以
,

就湖南整个矿业来说
,

三者是结



合的
,

总的体制是官商合办
。

官府统制下的官商合办— 矿务局设立以后
,

为了统筹规划
,

先进行一次矿情摸底
,

各

县呈报了当地情况
, “

大抵西路以煤
、

铁
、

铅朱砂为大宗
,

南路以铅煤为大宗
,

长
、

宝多产煤

铁及锑
,

沉水所经及岳
、

常多产金砂
,

铜则遭州
、

郴州
,

锡则永州
、

桂阳
, … …都计百有余

处
” 。

在百余处的矿区中
,

,

决定选择 20 余处开采②
。

当时优先考虑的是官府利益
,

贵金 属 的

黄金
、

白银 (黑铅矿中常有银砂 )
,

官府最为重视
。

铜
、

锡
、

铅为官府铸造铜币材料
,

锑供制

炸药
,

为出口物资之一
,

煤
、

铁供一般需用
,

在官府眼目中居于次要
,

但如产量丰富
,

则亦

有利可图
。

可是
,

官府财力受限
,

不能包揽一切 , 想吸收民间资金
,

响应的却是极少
,

这就

只能抓一部分
,

放一部分
。

从 1 8 9 6年至 18 9 8年间开始了各种矿的开采③
:

1 8 9 6年
,

开益 阳西村板溪锑矿 , 1 8 9 7年
,

开辰
、

永
、

沉
、

靖锑
、

煤各矿
,

开平江黄金洞

金矿
,

开安化滑板溪
、

木李坪锑矿 ; 1 8 9 8年
,

开芷
、

黔煤铁矿
,

开新化锡矿 山锑矿
。

在这些

矿区中
,

主要是锑矿
。

矿务局选开了几个认为较好的矿
,

其余便归于商办
,

但对某些矿产
,

采取了商采官收办法
。

例如
:
酸陵县东园坑

,

有安的摩尼矿 (锑矿 ) ,
举人文俊铎 等 察 请开

采
,

照商采官收章程
,

准其试办
,

委酿陵县 (令 )查勘照料 ; 新化县连背溪
,

有安的摩尼矿
,

经晏光祯等察请开采
,

照商采官收章程
,

准其试办
,

委新化县 (令 )查办照料④
。

在商采官收的办法下
,

官价往往仅敷开采成本
,

商矿无利可图
,

有可能放弃开采
。

另一

方面
,

官方收购商采锑砂
,

连同官矿锑砂
,

统须运往汉 口售给外商 (当时汉 口法商亨达 利 收

购锑砂
,

炼成纯锑出口 )
。

由于砂的质量不齐
,

外商故意挑剔压价
,

官府易受损失
。

解决 矛

盾的途径是自炼锑砂
。

这一任务的承担者为商股公司的湘裕和大成⑤
。

湘裕创于 1 8 9 6年
,

由湖南士绅合股经营
,

资本 2 5 0 0 0两
,

厂址设长沙南门外
,

使用 旧式

炼炉
。

有 4 组炼炉
,

每炉每天产生锑 2 3 0 0余斤
。

大成创于 1 8 9 7年
,

系广东人合股经营
,

资本 3 0 0 0 0两
,

厂址同在长沙南门外
。

该厂 使 用

炼炉 8个
,

每炉每天产锑约 5 0 0 0斤
,

在 1 8 9 9年至 1 9 0 0年间
,

两个炼锑厂年产量约共 2 5 0 0吨左右
。

作为官营重点的平江黄金洞金矿和常宁水 口山的铅矿
,

开采并不顺利
,

黄金矿开于 18 9 7

年
, “

初开采时颇思 用西法
,

于 23 年 ( 1 8 9 7) 购置美国春洗机器
。

是年年底
,

因出金不旺
,

改用

土法
;
光绪二十六年 ( 1 9 0 0) 延 日本人用西法开采

,

未久复废
。 ”

⑧水口 山距湘江 岸 松柏 市 10

里
,

自光绪二十二年设局开采
,

掘窿于局旁泥塘内
,

砂少质劣
;
再掘窿于锡寿 场

,

出 砂 甚

旺
,

但水量极大
,

车水夫竟至 6
、

7百人
。

决定改装机器
,

但因开采时从上层乱掘下去
,

极

不规整
,

新装备难以布施
,

矿业未能得到发展⑦
。

从上述情况
,

可见此时的矿 山开采
,

无论从生产技术和官商结合来说
,

都还处于低级阶

段
。

二
、

在矿局与官绅的协力下
,

打退了

洋人掠矿妖风
,

重整了官商合营的旗鼓

掠矿妖风和官绅的联合抵制—
1 9 0 1年《辛丑条约》订立后

,

帝国主义者掠夺矿区的狂抓

席卷了全国
,

湖南省也不能不受到影响
。

此时
“

各国矿师
,

来湘考验 (查矿 )
,

项背相望
,

挟有

巨资
,

往往纠合公司
,

争思染指
,

内而奸民私立合同
,

擅售山契
,

纷纭勾串
,

防不胜防
”

⑧
。

侵略者对矿务施用收买手段
, “

挟金六万
,

指买平江三十万亩
” , “

局中据理辩驳
,

极力防维
” ,



对方使出更卑劣手法
,

以 2 0 0 0 0元贿买矿局文案
,

遭到了拒绝
, “

始快快而去
” ⑧ ,

在这种危急

形势下
,

以龙湛霖
、

王先谦等为首的官绅们起来抵制
。

他们分劝湘省殷实绅商集合巨资
,

设

立阜湘矿务总公司
,

承办中路
、

南路各属矿山
。

又有官绅黄忠浩
、

喻光容等陆续招集多股
,

设立沉丰矿务总公司
,

承办西路各属矿山
。

他们先后呈请立案
,
并声明股本如有不敷

,

再行

酌借洋款
。

这时候
,

巡抚俞廉三一面支持他们
,

一面加以控制
。

他选派了绅董蒋德钧
、

朱恩

级
、

王铭忠经理阜湘总公司事宜
,

又派官绅程衡现
、

黄霖
、

黄笃恭经理沉丰公司事宜
, “

仍伤

由局酌发官本
,

使利权操之 自上
’ , “

并伤查照部局定章
,

呈缴井口
、

出口各税 ; 侠获有盈余
,

提成报效国家
,

毋许稍有隐漏
” 。

在这里
,

俞廉三选派绅董数人进到两个公司并酌发 官 本
,

目的在于
“

使利权操之 自上
”
L

,

两公司缴纳两种税课之后
,

若有盈余
,

还要报效国家
,

这就

使官商结合的关系成了一方压制一方的关系
。

全省矿务总公司的设立及其发展规划— 阜湘
、

沉丰两公司成立之 后
,

由 于
“

官 督
”

太

甚
,

难以取得开矿成效
,

此时
“

康集上海和汉 口的英
、

美
、

德
、

日侵略者在 1 9 0 2年曾一 度 联

名申请湖南当局合作兴办
, … …这一年湖南矿地被强买骗卖去的竟达八千余契之多

” ⑧ 。

继任

的巡抚赵尔哭看到这种形势
,

’

同意阜湘
、

沉丰二公司合并为一的申请
,

进一步组织官绅集股

的力量
,
成立商办的湖南全省矿务总公司

,

并设购地总公司
,

募集华股
、

驹买矿 地 以 保 主

权
,

矿务总公司初次集股 3 00 万两
,

官府并拨官股 15 万两以示支持
。

除矿务总局已开办 的 新

化锑矿
、

常宁铅矿及平江金矿外
,

其余矿产均归总公司经营
、

并规定以后本省外省绅 商有愿

承办湖南矿务者
,

只准指一矿作为总公司之分公司
,

不得另设总公司 ; 一切章程必须遵守总

公司所定
。

其总公司办公区域仍分为中
、

南
、

西三路〔以长 (沙 )
、

岳 (州 )
、

常 (德 )
、

渔 (县)为中

路
,
衡洲 )

、

永洲 )
、

郴 (州 )
、

桂 (阳 )
、

宝 (庆 )为南路
,

辰 (州 )
、

玩 (陵 )
、

永 (顺 )
、

靖洲 )

及乾 (州 )
、

凤 (凰 )
、

永 (绥 )
、

晃 (县 ) 四厅为西路〕
,

各设总理一人分任其事L
。

这一统 制 全

省矿务的规定
,

使当时跃跃欲试的侵略者感到难以下手
。

于是
,

湖南省收回了被盗去的开采

权一千余契
,

其余未收回的契约概行作废
。

并通过外交途径宣告此后洋商只限投资
,

不得领

有开采权L
。

为了有规划地进行开矿
, 又一次查定了各地的矿界 (每一矿界合9 00 方丈 )

,

全省除 上 述

官办三处矿场外
,

其余商办的矿共有 5 40 矿界
。

最多的是锑矿
,

共 2 6 1
.

5矿界 (其中新化 1 0 1 ,

益 阳4 3
,

邵阳 3 2 ,

淑浦 1 8
,

安化 1 6
,

沉陵1 3
,

安东 1 2
,

其他县 2 6
.

5 )
。

其次
,

铅矿有 凤凰 6 工

矿界
,

铜矿有绥宁 50 矿界
,

锡矿有临武 36 矿界⑧
。

在这样的布局下
,

一个以商办为主体的官

商结合矿业体系形成了
,

矿务总公司代表着民族资本的团结力量
。

三
、

湖南矿业的初步发展

自 1 9 0 3至 1 9 1 1年 间
,

湖南矿业有着一定的发展
。

官办黄金洞金矿和水口山铅矿初期办理

不顺利情形前 已提到
。

1 9 0 3年以后
,

陆续发现平江县内金苗多处
,

其中 1 9 0 3年发现的金塘老

后窿
,

矿苗较深
,

挖至 2 80 丈
。

1 9 0 4年购德国春洗机及打风
、

抽水
、

起重等机
,

嗣因收 效 不

大
,

自1 9 0 6年起再用土法开采
,

成效较好L
。

平江儿次采用西法开采
,

又几次改用土法
,

主

持人在克服困难以求发展生产所作的努力是值得注意的
。

水口山铅矿于 1 9 0 6年聘请广东技术人员夏佐邦等在该矿区老鸦巢用新法开 斜 井
,

安 设

1 70 马力的抽水机
,

不仅抽出本井积水
,

连原已无法处置的锡寿场的水亦潜通抽出
。

还 设 起

重机以引重
,

设洗砂台以选矿
。

以后进一步改善
,

改为平水坑道
,

安设坑内铁 道
,

规 模 扩

.

1 0 0
.



大
,

铅砂产里由每年数千吨增至每年 1。。。0余吨
,

获利颇大L
。

但铅砂提炼问题迄未解决
,

曾

几次用土法开炉试炼
,

又搀用西法
,

都无甚效果
。

1 9 0 9年由留美矿冶专业生江顺德筹设黑铅

炼厂
,

装设美国炼炉
、

机器于长沙南门外
,

1 9 1 0年 5 月正式开工炼铅
。

炉座容量每日可炼矿

砂 50 吨
,

但矿山开采量不能适应炼厂容量
,

以致时开时停
,

开工后五个月即行停炼0
。

炼锑技术的提高更是一个关键问题
。

当时湖南的矿业以锑居首位
,

锑价的高低关系着矿

业的兴衰 , 而决定锑价的
,

除矿的本质外
,

便以炼锑技术为转移
。

前面说到早已 设 立 的湘

裕
、

大成公司
,

能将锑砂炼成生锑
,
这固然比径售锑砂为强

,

但生锑如何再炼成纯锑
,

则成

了更进一步的要求
。

此时
,

经营中路锑业的梁焕奎
,

设立中路久通锑矿公司
,

在 长沙
、

新

化
、

益阳
、

安化等县分设采矿场和生锑制炼厂
,

将生锑炼成纯锑
,

但所炼质量不高
,

在市场

中未受重视
。

恰逢梁焕奎的弟弟梁鼎甫在英学物理
,

以重价购买法国赫伦士米氏炼锑技术
,

能将低质生锑炼成高级纯锑
。

他从英
、

法购买了机器炼炉
,

聘请一名法国工程师同到长沙
。

梁氏兄弟于 1 9 0 8年改组久通公司为华昌炼锑公司
。

在长沙南门外设炼锑厂
,

提 炼 纯 锑
,

于

1 9 0 9年正式开工生产
。

由于技术新
,

产品质量好
,

各锑厂纷纷将锑砂或粗制生锑送交华昌提

炼
。

华昌成立后
,

呈请商部立案
,

获得了承炼全省锑砂的专利权
。

该公司初集 股 本 为 30 万

两
,

随后便扩至 60 万两
,

成为当时最有起色的商办工厂L
。

华昌营业蒸蒸日上
,

至 1 9 1 3年又有新华昌的设立
。

新华昌用改良的土法提炼纯锑
,

出品

成色虽不及西法
,

但所费成本较低
。

销售畅旺
。

因此
,

各厂纷纷加以推广
。

后来
,

仅新化锡

矿山先后设立的采锑公司达百余家
,

炼锑厂达 30 余家O
。

由于炼锑技术提高
,

锑的出口量增加
。

辛亥革命后
,

随着帝国主义国家军火 工 业 的 需

要
,

锑价飞涨
, 以锑占绝大比重的湖南矿产出口值由每年 10 。佘万两增至 1 0 0 0余万两

,

占全

省出口总值50 %以上
。

许多商办的矿有了积累
,

添置了新的设备
。

此外
,

分布各地的煤铁矿
,

一般停留于土法开采
。

由于各种生产事业及水陆新式运输的

需要
,

土法开采的煤铁也有一定的发展
。

至于何以不用机器开采
,

其原因
,

有如 谭 锤 麟 所

说
: “

如湖南来阳之煤
,

最为大宗
, … …历时已数百年

,

食利者数万众
,

若以机器取之
,

则百

年之利十年可尽
:
而十年之外

,

民奚赖焉 ? ……且用机器取
,

必雇洋匠
, · ·

一 厂 用三
、

四

人
,

每岁需工价万金
,
而机器转运

,

费亦不资
,

纵有微利
,

悉归洋人
,

于中国之民无益而有

损
。 ” L这就是当时土法开采大量存在的根由

,

不仅湖南如此
。

四
、

湖南矿业发展的历史意义

走历史指引的道路— 辛亥前湖南矿业的发展
,

是循着历史指引的道路前进的
。

甲午战

后
,

中国面临瓜分危机
,

中华民族不能不起来自救
,

自救的一条重要途程是建立民族工业
。

此时
,

民族资本力量尚未形成
,

如何从地主阶级和一般商人当中唤起投资工业兴趣是一个极

大的难题
。

陈宝蔑以一个具有改革思想的开明官吏
,

认识到开发矿业是建立湖南民族工业的

一条正路
。

他对此作了两方面的努力
:

(一 )开始了矿业开采的实验
,

这个实验是由官款 促 成

的
: “

官矿资本开办之始
,
并无固定之款

,

于厘金
、

善后
、

屯垦三局随时提款充用
。

当 时 开

办十九局
,

动用公款五十余万两
。

其办无成效者陆续停办
、

所存在者为常宁水口山
、

龙王山

两处铅矿
、

平江金矿
,

新化锑矿
,

常宁松柏市炼厂
,

历年以来获利益颇 巨
。 ”

@ 没有官款的垫

支
,

不可能开办19 个局 , 没有失败和成功的经验
,

不可能最后获利
。

特别是矿业生产上和蓄

业上的实践知识
,

对商办矿业具有具体指导的意义
。

(二 )安排了矿务管理的官商体系
。

以 官

一

1 0 1
.



为首
、

以商为次的官商关系的建立
,
是初期湖南矿业的起点

。

这时候
,

官能办的 尽 量 归 官

办
,

官不办的才归商办
。

商办锑砂须按官价卖给官局 , 商办炼锑公司也不过是处于官锑矿局

的辅助地位
。

1 9 01 年以后的情况有了变化
,

阜湘和玩丰两公司承办中
、

南
、

西路各矿产
,

大

有商办发展前途
。

可是
,

巡抚俞廉三对两公司酌发官本
, “

使利权归之 自上
, 。

以后继任 巡 抚

赵尔哭批准阜湘
、

沉丰合并
,

成立全省矿务总公司
,
才形成了商股集中的力量

。

这就是湖南

省官商合办矿业所走的道路
。

技术重于资金— 中国近代工业的兴办
,

一般困于资金的缺乏
。

由于无法筹集资金
,
不

得不借助外力
,

1 9 0 2年伍廷芳 (出使美
、

日
、

秘大臣 )奏说
: “

中国地大物博
,

各国环伺
,

乘间

要求
,

非第利其疆土
,

实亦羡其矿产
。

我诚定计于先
,
广为筹办

,

可杜他族之凯翩
。

从前办

法有三
: 日官办

,
日商办

,

日官商合办
。

官办则公款难筹
,

商办则私财不给
,
官商合办则商

恐受制于官
,

亦难取信于民
。

是惟华商承办
,

许附洋股
。 ”

@ 从上面的逻辑
,

中国要办矿业
,

只有
“

华商承办
、

许附洋股
”

这样一条路
。

如果能照伍廷芳所奏防弊数端 (清地界
、

订年 限
,

… … 占华股
,

严稽核
,

防后患 )
,

处处不失主权
,

则亦未尝不可照行
。

但此时的洋股是侵 略

者蚕蚀鲸吞的毒焰
,

谁沾上了它就一定受到损害
。

以湖北大冶铁矿为例
,

由于 1 9 0 3年起连续

向日本借款
,

大量的优质矿石和生铁以低廉货价抵偿了债款本息
。

铁矿的主权没有抢去
,

产

品却遭到了掠夺
。

其他各省因对外抵押借款而丧失主权的岂是少数! 在湖南
,

当 1 9 0 3年收回

卖矿契约之后
,

通过外交途径宣告此后洋商只限投资
,

不得领有开采权
。

这与其他各省用百

倍气力以收回矿权相比
,

是何等难能可贵 !

更可贵的经验是从技术得资金
。

最好的实例是梁焕奎兄弟开设华昌炼锑公司的经验
。

在

掌握新技术以前
,

梁所设立的久通炼锑公司
,

生产迄无起色
。

一旦有了新技术设备
,

低级的

锑炼成了高级的锑
,

锑价立即提高
,

营业随之扩大
。

他们将久通改为华昌
,

集股由 30 万两很

快增加一倍
。

在这里
,

我们看到决定华昌命运的是技术水平的提高
。

技术提高了
,

营业利润

有了保证
,

资金自然容易解决
。

推进近代工业发展的是以科学技术为主体的生产力
。

那些孜

孜于资金的张罗以为有了资金便有了一切的民族资本家
,

可说是颠倒了本末轻重
。

官绅的正反面— 湖南矿业的兴起与发展
,

一直以官绅居重要地位
。

最初
,

陈宝溉奏请

设立矿务局
,

任矿局总办的是候补道刘馥
,

主持水口山铅矿的是官绅廖树藩
。

当分设的南时
、

西
、

中路三公司都由绅董任其事
。

作为商办的阜湘公司
,

其发起人为前刑部右侍郎龙湛霖
、

前国子祭酒王先谦等
。

另一沉丰公司则由候选道黄忠浩
、

候补知府喻光容招股兴办
。

随后
,

俞廉三派往阜湘经理矿务的为候选道蒋德钧
、

分省试用道朱恩级
、

员外郎职衔王铭忠 , 派往

沉丰的为江苏试用道程衡现
、

进士黄霖
、

试用知府黄笃恭L
。

这些被派出的官 绅
,

后来 阜

湘
、

沉丰合并改全省总公司时
,

又分别派在总公司或中
、

西
、

南三路担任总理等职务
。

早期

开设的湘裕炼厂
,

由长沙巨绅朱昌琳
、

汪贻书等主持
。

朱昌琳为湖南商业
、

金融
、

工业界巨

攀
。

当官矿局初办资金极 困之际
,

朱从所开的乾益号钱庄借银 1 0 0 0 0两给矿局
。

他是 阜 南官

钱局的总办
,

阜南成了矿务局的外府⑧
。

官绅们的积极作用
,

特别显示于 1 9 0 2年抵御外人掠矿的斗争
。

由于绅士们早 已参加矿业

的经营
,

他们与本省的矿业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
,

因此一致起来抵抗外来侵略势力
。

但在保

住了矿权以后
,

官绅们的内部却发生了矿权的矛盾
,

矛盾集中在官矿局与总公司对增辟新矿

的决定权问题上
。 “

当时定章
:
凡商人办矿

,

均先察请总公司
,

由总公司移矿务总 局 委 员 复

勘
” ,

经复勘认为无所防碍时才由总局发给开矿执照
。

这一规定
,

首先给总公司以统筹 开 矿

的考虑
。

而查勘
、

给照之权则在总局
。

后来投机的
“

矿痞
”

贿通总局局员
,

不问总公司是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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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

竟向矿局直接请勘给照
,

总公司在不知情之下
,

另同意别的申请人在同一处地方开矿以致

造成争矿的纠纷
。

以后农工商部批伤矿务局与总公司协议权限
,

矿局却坚持不允⑧
。

又如按

照湘省惯例
。

凡民间发生争矿纠缠不解的
,

一律归官接办
。

宣统二年 ( 19 10 )
,

湘 省 财 政 困

难
,

咨议局议员姚炳麟以当时慈利磺矿
、

会同金矿两处均有矿地之争
,

极力主张将两处矿区

收归官办
,

因两处矿利甚大可以弥补财政赤字L
。

姚的主张显然符合了矿局官绅们的意见
。

另一方面
,

站在商办立场的总公司矿绅们从本位利益着眼
,

不惜与民间争夺矿利
,

如湘乡鸟

云山产煤极旺
,

向由民间自行开采
, 1 9 0 5年间南路矿务公司也来这里开窿采煤

, “

久之乃援矿

律数里内不准他人采挖之条
,

禁阻先开各窿
,

不许采挖
。

各窿主以开探在先
,

公 司何 得 干

预 l … ”
@ 在这里

,

我们看到了大鱼吃小鱼的一次演出
。

官绅们与官府的利益
,

一般是一致的
。

官办矿业即属于官府利益
。

但官府若作出不利于

矿业前途的决定
,

则主管矿务的官绅们也会起来反对
。

宣统二年七月
,

湖南巡抚杨文鼎向清

廷上奏
,

请援直隶
、

湖北之例以水口 山铅矿作抵押向外商借债 12 4万两
,

获得了批准
。

当时一

部分绅商特别是水口山的矿绅们表示了抗议
。

但抗议无效
,

债约还是成立了
。

应该看到
:
矿务局与矿务公司之间的矛盾

,

矿绅们与官府的矛盾
,

都属于他们之间的内

部间题
,

性质上是非对立的
。

他们在保护本国本省的矿权利益上能与人民站在一边
,

但当人

民起来革命以致危及他们本身的利益时
,

则必然站在人民的反面
。

官绅虽转化成了绅商
,

但

官的联系没有断绝
。

他们所期望的是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改革
,

使其有利于营业的发展
,

至于

局势的如何演变
,

他们的态度是保守的和等待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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