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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军恐慌'与英国的海军备战
!

胡
!

杰

摘
!

要!

=@"@

年&海军恐慌'给英国自由党政府造成了极大的政治压力"迫使其暂停削减

海军军费以进行社会改革的政策"尽量满足海军的造舰需求#在&海军恐慌'的刺激下"英

德海军谈判无果而终"英国海军的备战工作大大加速#

关键词!海军恐慌$&无畏'舰$英国海军备战

=@

世纪末
!"

世纪初"英德围绕海军问题产生的矛盾日益加深#

=@"@

年爆发的&海军恐

慌'%

Q3:

6

CD3%$

(是英国各界对德国挑战英国海上霸权担忧和恐惧的集中体现"它是一场主

要由英国&海军派'人士发起,对自由党政府施加压力以求加快扩建英国&无畏'舰舰队的运

动#在&海军恐慌'的刺激下"英德海军谈判的空间所剩无几"英国海军加紧备战!

#

一,

%&$&

年&海军恐慌'的由来

=@

世纪末
!"

世纪初"在马汉海权论的影响下"德国扩建海军的速度不断加快"英德

紧张关系进一步加剧#

=@"!

年之后"英国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德国海军的重大威胁#

=@"!

年
="

月"英国海军大臣塞尔伯恩勋爵在一份内阁文件中明确指出德国海军对英国

的威胁!&我们对德国舰队的结构分析的越多"就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德国建造这支舰队的

目的"就是为了应对将来可能同英国舰队发生的冲突#'塞尔伯恩进一步指出"英国海军部

有证据证实"正在建造中的德国海军的战略意图就是要在未来的战争中打败英国海军"它

的战列舰设计就是着眼于在北海进行的战争"

#如此一来"德国扩建海军的目的就不仅

仅是与英国争夺海外殖民地那么简单"而是直接威胁到英国本土安全"这让英国人大为惊

恐#这一时期"以德国入侵英伦三岛和德国间谍故事为主题的小说在英国十分流行"这反

映了英国上下普遍的焦虑情绪#

#

=@"A

年
=!

月
A

日"新任英国海军大臣麦肯纳在内阁会议上提出了一项规模庞大的

海军造舰计划#他提出"基于德国海军的扩建速度不断加快"英国海军必须予以有力回

应#为此"麦肯纳要求在
=@"@

年预算中安排建造
>

艘新的&无畏'舰"在
=@="

和
=@==

财

!

"

#

目前国内学术界虽然论述英德海军竞赛的研究成果较多"但几乎都很少涉及到
=@"@

年的&海军恐慌'现象"也

很少全面论证&海军恐慌'与随后的英德谈判和英国海军备战之间的关系"大多只是将其作为一战爆发前英德

关系的注脚#尽管一些国外学者的英国海军史专著在不同程度上解读了
=@"@

年的&海军恐慌'"但仍然少有对

此展开系统论述和深入分析的"国外学者的代表性成果主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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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再各建造
>

艘&无畏'舰#这一计划在内阁中引起轩然大波"它遭到以财政大臣劳合
]

乔治和商务大臣

温斯顿+丘吉尔为代表的自由党保守派的强烈反对"他们最多同意建造
F

艘&无畏'舰#但麦肯纳和第

一海务大臣费希尔以辞职相威胁"坚持要求内阁批准每年建造
>

艘&无畏'舰的方案!

#在英德海军竞赛

日趋激烈"以及自由党削减海军军费进行社会改革的双重背景下"这一内阁纷争引起了议会,舆论乃至

整个国家的广泛关注"英国历史上著名的
=@"@

年&海军恐慌'由此爆发#

=@"@

年&海军恐慌'爆发后"以海军大臣麦肯纳,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等为代表的&海军派'和保守

派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

年
=

月
B

日"麦肯纳致信首相阿斯奎斯"要求他警惕德国海军的发展动向!

第一"德国正在执行
=@"?

年通过的海军法案$第二"这一计划是秘密进行的$第三"到
=@==

年春"德国将

至少拥有
=B

艘大型战舰$第四"到
=@=!

年春"德国可能拥有
!=

艘大型战舰$第五"德国建造&无畏'舰的

能力已经赶上英国#麦肯纳领导的英国海军部提出希望再增建两艘&无畏'舰"即从当年
B

月开始的

=@"@

财年开始每年建造
A

艘&无畏'舰"而劳合
]

乔治和丘吉尔仍然坚持只同意建造
F

艘&无畏'舰"

#

=@"@

年
!

月
!F

日"英国内阁举行会议专门讨论海军问题"但麦肯纳与劳合+乔治在会上仍然争执

不下#为打破僵局"首相阿斯奎斯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在
=@"@

年财政预算中安排建造
F

艘&无畏'

舰"并于当年下水#同时"政府将寻求议会拨款再建造
F

艘&无畏'舰"保证在
=@="

年
F

月
=

日前下水#

这
A

艘&无畏'舰都必须在
=@=!

年完工"以保证英国安全度过
=@=!

年这个被海军部视为最有可能爆发

战争的&危险之年'#这
F

艘额外追加的&无畏'舰将不影响
=@="

年的造舰计划"

=@="

财年也可能再增

建
F

艘&无畏'舰#这个方案实际上是满足了麦肯纳等人的要求"只不过以分两批建造
A

艘&无畏'舰的

方式安抚了劳合
]

乔治等人#

#

在得到保守党的支持后"麦肯纳等人不仅对劳合
]

乔治和丘吉尔寸步不让"还充分调动公众的仇德

情绪对阿斯奎斯政府施加舆论压力#根据阿斯奎斯提出的折中方案"政府仍有可能在
=@="

财年只建造

F

艘&无畏'舰的计划"但公众普遍要求建造
A

艘#英国)每日电讯报*宣称!&我们要求建造
A

艘%&无畏'

舰("我们不会坐以待毙'"&我们决不容许纳尔逊的荣誉遭到玷污'

$

#)观察家报*呼吁全体英国人坚持

要求建造
A

艘&无畏'舰!&

A

艘"完完整整的
A

艘"除了
A

艘别无他求'#此外")泰晤士报*等亲保守党的

媒体也用各种激进的措辞大声疾呼"要求政府满足扩建海军的要求#而海军同盟,帝国海洋同盟等社会

团体也举行各种活动"支持麦肯纳等人的海军扩建方案&

#在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下"阿斯奎斯政府

被迫作出妥协"在
=@="

年的海军预算中安排一次性建造
A

艘&无畏'舰#

=@"@

年
B

月
=>

日"建造
A

艘

&无畏'舰的海军预算案在议会投票中以
B!!

票赞成,

AB

票反对的结果获得通过#

=@"@

年的&海军恐慌'直接导致随后两个财年的英国海军预算都得到较大幅度的增长"并促成了

&一强标准'的出台#

=@"@

年
F

月"英国海军部提出&一强标准'"即英国海军主力舰超过德国主力舰的

>"m

"这一设想被
=@==

年上任的海军大臣丘吉尔所接受#在担任英国海军大臣后"丘吉尔一改在&海军

恐慌'中要求削减海军军费的态度"转而积极支持扩建海军#

=@=!

年
B

月
=A

日"丘吉尔在议会正式宣

布放弃传统的&双强标准'%

)R-

]

<

-R$%2)3'53%5

("转而实行以德国为主要目标的&一强标准'

'

#&一强

标准'的出台可以看做
=@"@

年&海军恐慌'对英国海军政策最直接也是最强烈的影响"它表明"英国已经

将德国视为最强大的敌人"以至于不惜在战略上进行收缩"寻求其他海军强国的友谊#

二,&海军恐慌'后英德海军谈判的失败

英国在
=@"@

年&海军恐慌'之后加快推进舰队现代化计划"整个国家笼罩在&准备战争'的狂热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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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军恐慌'与英国的海军备战

之中"这种氛围一直持续到
=@=F

年大战爆发!

#这使德国感到其遭受英国预防性打击的危险可能提前

到来"开始倾向于缓和同英国的紧张关系#德国首相比洛对英国在
=@"@

年&海军恐慌'中的狂热反应深

感不安"在他看来"英国的恐慌是因为担忧德国挑战其海上霸主地位"而这种恐慌情绪引发的英国军国

主义浪潮更可能给德国带来灭顶之灾#

=@"@

年
F

月
=F

日至
=G

日"比洛在与德皇威廉二世和德国海军

上将穆勒的会晤中"反复强调目前维护英德和平的重要性#他认为"英国在&海军恐慌'后加速扩建舰

队"则势必要对中产阶级征收新税"由此引发英国选民的逆反情绪#他们在政治上会倾向于那些能阻止

劳民伤财的海上竞争的政党"但保守党上台则意味着英德开战的风险加大#因此"德国应该努力使自由

党保住执政地位"满足其要求"即同英国就相互削减军备达成妥协"

#另一方面"英国自由党政府也希

望能暂缓财政上不堪重负的海军竞赛"以节省开支应对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英德在
=@"@N=@==

年就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不断进行接触#

=@"@

年
="

月
=G

日"德

国新任首相霍尔维格告诉英国驻德大使戈申爵士"德国仍将继续执行海军法案"但为了向英国表明诚

意"德国愿意在未来两到三年内削减新建战舰的数量"新的&无畏'舰建造计划将从
F

艘减少到
B

艘#他

明确表示"德国同意达成一项英德海军协定的前提条件"是英国在未来德国可能卷入的战争中保持中

立#这一条件实际上隐含着一个重要的战略意图"即如果英国海军在未来的大战中保持中立"那么德国

就不再需要一支庞大的海军#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一眼就看出了德国的意图"他拒绝将英德海军谈判同

政治问题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英国如果严守中立将使德国获得欧洲大陆的霸权"因为如果没有英国

的支持"法俄很可能输掉同德国的战争#届时"英国将面临德国统治下全欧洲海军力量联合的挑战"它

要么选择进行一场代价更为高昂的海军竞赛"要么被迫保持中立坐视德国成为欧洲霸主#因此"格雷拒

绝就一项政治协定进行谈判"除非德国首先同意限制海军军备#他甚至恫吓性地告诉德国驻英国大使

梅特尼克"英国纳税人仍将为建造更多的&无畏'舰缴税#

#

在
=@="N=@==

年的英德接触中"英国仍然坚持在德国削减战舰数量之前不与之进行政治谈判"但

提出英德两国可以部分交换海军信息"以增强互信#德国方面则对这一建议反应冷淡"他们仍然要求英

国为达成海军协定作出政治保证#这种出发点的根本分歧导致英德海军谈判最终流产"两国的矛盾进

一步加深#可以看出"德国致力于英德海军谈判的根本目的是希望英德实现和解"更期待英国能在未来

的战争中实质性地倾向于德国#实际上"在德国看来"英德海军谈判是
="

年前英德结盟谈判的继续"海

军问题并不是德国决策层关心的核心问题"它只是德国迫使英国作出让步的筹码"霍尔维格更希望英德

能在殖民地和欧洲问题上达成谅解#但在英国看来"德国的政治动机包藏着极为危险的野心"海军问题

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事关英国核心利益的战略问题"它不可能从加速造舰的轨道上后退"这种不

妥协却又被德国视为英国要求其作出单方面让步的傲慢表现#

=@==

年发生的&阿加迪尔'危机彻底恶化了英德关系#&2豹0的跳跃'使得一大批本来持控制海军

开支以进行社会改革的&经济派'人士转变为&海军派'"丘吉尔就是典型的代表#

=@=!

年"英国再次寻

求英德协商的&哈尔丹使团'%

IJ$#3453'$Z*22*-'

(对柏林的访问仍旧以失败告终#

=@==

年
@

月"丘吉尔接替麦肯纳成为英国海军大臣#尽管他也曾致力于同德国缓解因海军问题造

成的紧张关系"但当哈尔丹带回德国将通过新的海军法案的消息后"丘吉尔毅然决心&迎接挑战'#

=@=!

年
B

月
=A

日"丘吉尔在议会宣布实行&一强标准'的同时"也公布了他的第一份海军预算案#这份预算

案总额为
FF""

万英镑"比上一年度增加了整整
F""

万英镑$

#

=@=F

年
B

月
=?

日"英国议会通过了战争

爆发前的最后一项海军预算案#根据这项法案"英国将新建
F

艘装备
=G

英寸口径主炮,排水量达到

!n?

万吨的战列舰"以及
F

艘轻型巡洋舰和
=!

艘驱逐舰&

#到一战爆发前"英国已经拥有
BF

艘&无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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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德国有
!!

艘&无畏'舰"英国巩固了其海上优势!

#

三,&海军恐慌'后的英国海军备战计划

英德海军谈判失败后"英国海军的备战工作大大加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多次讨论了未

来对德国的作战计划#总体而言"英国海军的战略目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首先"如果敌人寻求舰队决

战"则要确保彻底击败敌方舰队$其次"阻断敌人的海上商业活动$第三"支援两栖作战$第四"挫败敌人

入侵英国本土的企图$第五"应对各种形式的&海上游击战'"确保英国食品和其他补给品的海上运输安

全#前三者属于进攻性海军战略"后两者则属于防御战略范畴"

#

在进攻性海军战略方面"关于英国海军在战争中作用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栖作战和海上封锁两个

方面#由于深受科贝特理论的影响"费希尔一直是两栖作战的坚定支持者#他主张在德国海岸上寻找

一个恰当的登陆点"这一登陆点可以选择靠近敌人权力中心的地点"也可以选择敌人主力部队的侧翼或

后方#费希尔选择的登陆点是距波美拉尼亚海岸
=F

英里,距柏林
@"

英里的沙滩"他认为这一开阔的海

滩无法抵抗英国舰队的强大火力#费希尔同时主张采取海陆联合行动"在石勒苏益格
]

荷尔施泰因的德

国海岸地区为英国潜艇和鱼雷艇夺取一个前进基地#这一构想后来被发展成为波罗的海登陆计划#不

过"两栖作战却并不被英国政府高层看好#英国远征军司令部指出"费希尔的波罗的海远征计划在军事

上并不可行"因为波罗的海地区并没有适合发动联合突袭行动的重要目标"而且英国陆军规模太小"不

足以从防守波罗的海海岸的德军手中夺占大片土地#而阿斯奎斯政府所关心的"则是海军能否将
=!

万

英国远征军安全运送到法国#

#

如果说对于两栖作战还存在争议的话"那么海上封锁作为一项传统的海军战略则已得到英国决策

层的认可#

=@=F

年
?

月
B

日的一份英国作战计划这样写道"英国在战争中的&总体作战思想的初步目

标是确保摧毁敌人的海军力量"以及确保控制北海和英吉利海峡"以阻止敌人对英国本土和贸易发动袭

击"同时挫败其干涉英国运送部队到法国战场的企图#初步目标达成后"英国将动用舰队优势在北海展

开针对敌人的后续行动"即切断直接进行海洋贸易的德国航运"然后随着时间推移逐步加大对德国利益

和商业信用的打击力度"以造成其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动乱#为此"英国海军需要向北海地区派遣一支足

够强大的舰队#这支舰队不仅要时刻监视北海入口以寻机歼灭敌人的分舰队"同时也要配合整体作战

行动#'必须指出"英国海军部也充分意识到"对于德国这样一个大陆国家而言"海上封锁并不能过多地

削弱德国$

#

同防御性海军战略相比"英国内部在进攻性海军战略方面的严重分歧"导致海军在未来的战争中始

终不能贯彻一项长期的作战思路"整个作战计划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战争爆发后德国很快开展了

潜艇战"这导致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失去了战略主动#但潜艇战的出现也使得坚持封锁和海上护航

成为英国首要考虑的目标"

=@=>

年的日德兰海战实际上也是封锁造成的压力逼迫德国舰队出海而爆发的#

在防御性海军战略方面"英国海军一直对英国本土可能遭遇的入侵保持高度警惕#

=@=!N=@=B

年"英国海军在英国东海岸进行了模拟德军登陆的防御作战演习"代表德国的&红色舰队'对代表英国的

&蓝色舰队'发起攻击#演习结果让英国海军部忧心忡忡"他们再次强调英国陆军配合海军进行本土防

卫的重要性#丘吉尔指出"尽管入侵英伦三岛的行动可能会遭到重大损失"但德国仍有可能将
G"""N

=""""

人的登陆部队运送上岸并给英国造成实际威胁#此时"英国必须给予这些登陆部队以强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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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海军恐慌'与英国的海军备战

火力打击"以阻止在不同地区登陆的德国部队汇合!

#而海上游击战的威胁则更早得到英国海军的高

度关注"因为自英国确立海上优势以来"对英国海上贸易的袭击一直被认为是其他海军强国最可能采用

的作战形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丘吉尔重申确保英国商船的安全是英国海军首要考虑的目标"

为此英国舰队将对任何敢袭扰英国商船的敌人战舰发动进攻"即便是追至天涯海角也要将其予以拿捕#

除此之外"英国在战时还将采取四项措施保护海外商业!第一"将一部分经常往返于海上贸易通道的商

人武装起来以应对敌人的袭击$第二"促使尽可能多的英国商船尽量只往返于英国港口"其活动应主要

在得到英国保护的贸易线上展开"同时积极办理战争保险业务$第三"在得到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在大洋

上的英国商船应尽可能地分散行驶$第四"重新启用老式驱逐舰"将它们部署在主要贸易据点上以保护

过往商船"

#

四,&海军恐慌'的历史启示与现实思考

总的说来"

=@"@

年&海军恐慌'是一场英国决策层内部围绕是否应削减海军军费的政治斗争"它至

少带来了三方面的影响!首先"尽管财政压力有增无减"但此后海军军费仍然直线上升"英国扩建海军的

速度大大加快$其次"英国借&海军恐慌'向德国发出最强硬的信号"即英国会不惜一切代价维护其海上

霸权"这促使德国主动寻求缓和同英国的关系$第三"它推动传统的&双强标准'寿终正寝"这在英国海军

史上是里程碑式的事件#

#

在&海军恐慌'的刺激下"英德两国的不信任感大大增加"英国旨在寻求与德国妥协的努力归于失

败"英国海军的备战也随之大大加速#

归根结底"&海军恐慌'反映了英国内部在应对海权危机方式上的分歧"&海军派'更注重用武力强硬

捍卫英国海上霸权"而&经济派'则更注重英国政治运作的稳健平衡#不过"在当时的政治和舆论环境

下"&海军派'成功地将&海军恐慌'贴上了&爱国主义'的标签"迫使后来的历届英国内阁都不敢轻易削减

海军军费"否则它们在政治上就会遭到猛烈攻击#这使得英国在战前的战略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被强硬

派所左右"但这种强硬却并非解决英德矛盾的最好方式#事实证明"虽然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

建立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无畏'舰舰队"并保持了对德国的绝对海上优势"但这并未能阻止英国海权在

一战中遭到彻底削弱的命运#

=@"@

年&海军恐慌'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示#当前"中国同样面临严峻的海上挑战#一方

面"美国,日本等对中国的海上崛起心存戒心"并暗中围堵$另一方面"东海,南海等中国亟待解决的海上

争端仍然十分棘手#黄岩岛对峙事件表明"某些大国在背后积极支持菲律宾等国"在南海问题上不时挑

起纷争"妄图扩大事态"以便从中渔利#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吸取英国在
=@"@

年

&海军恐慌'中一味强硬到底,军事思维&绑架'内政外交的教训"不要让民族主义激情代替审慎的战略决

策"以更高的政治智慧妥善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海洋问题#

!$

作者简介!胡
!

杰"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讲师"博士后$湖北 武汉
FB""?!

#

!$

基金项目!中国海洋发展研究中心重点项目%

UX7̂ 1!"=="=]!

(

!$

责任编辑!桂
!

莉

%

+

===

+

!

"

#

U%)J(%/0Z3%5$%0F&+$94%D&%"#(+0

@

499+<6"

5

"F,+P

!

74%/+

B

",L"N

B

'(94%F'14%&M&"

"

VWXYZVWVW

"

>+,0$%:

"

<<

0BG!

%

BGB0

U%)J(%/0Z3%5$%0F&+$94%D&%"#(+0

@

499+<6"

5

"F,+P

!

74%/+

B

",L"N

B

'(94%F'14%&M&"

"

VWXYZVWVW

"

>+,0$%:

"

<

0B>G0

,-.$%)a0Z322*$0D&%"#(+0

@

49

!

K&'9"'(

"

!%&$"(

B

"(#94%8+$'(

@

+

C

94%!&%"9*"&

"

<<

0>!F

%

>!G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