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早提出大清国旗式应该与国际通行旗式接轨

的中国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外使节郭嵩焘。

郭嵩焘在 1877 年 1 月赴英就任途中， 记载了沿

途所见各国旗式，并对龙旗发表了看法：一是认为三

角旗式不合国际惯例，应该改作四方旗；二是指出黄

色乃船上有危重病人的信号，不适合作为国旗颜色。

1888 年，在李鸿章等人主持下，才在《北洋海军

章程》中第一次使用“国旗”这个新概念，“按西洋各

国，有国旗、兵船旗、商船旗之别。 大致旗式以长方为

贵，斜长次之。同治年总理衙门初定中国旗式，斜幅黄

色，中画飞龙，系为雇船、捕盗而用，并未奏明为万年

国旗。今中国兵商各船日益加增，时与各国交接，自应

重订旗式，以崇体制。应将兵船国旗改为长方式，照旧

黄色，中画青色飞龙。 ”

然而，这份 1888 年发布的咨文，却是一份追认文

件。 早在 1876 年出版的一本民间著作中，就已经明确

区分了四方“大清国旗”与三角“大清国常用旗”。由此

可见，大清政府的许多迈向现代化的官方文件，都是

被形势逼出来的无奈追认，总是事实在前，文件在后。

到了光绪二十二年 (1896 年 )，李鸿章领衔出使欧

美的时候， 龙旗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仪礼道具：“未

初，邮船高揭龙旗及头等钦差大臣旗，展轮驶出吴淞

口。 炮台暨中西各兵舰，亦共鸣炮送行。 一缕轮烟，遂

指香港海程进发。 ”首站到了圣彼得堡，“火车甫停，中

国驻俄使馆中诸随员，共祗迎于道左。 俄京尹则先就

车站高悬国旗，并派乐工及兵士恭待”。 可是，李鸿章

不住公务旅馆， 却住进了一个名叫巴劳辅的富商家。

这位富商在他家楼额上，高高挂起一幅李鸿章像，“入

其堂，则四壁高悬中国黄龙旗，窗门屏障间皆悬中华

文字，又皆吉祥颂祷语。 ”（蔡尔康等著《李鸿章历聘欧

美记》）且不论李鸿章此行有什么结果，至少说明，至

迟到 19 世纪末期，无论公私场合，龙旗已经被国际社

会所普遍认可并使用。

可是，由于龙旗所代表的封建王朝在外国人眼中

充满滑稽，饱含羞辱，许多中国学生对这面龙旗深恶

痛绝。 （据《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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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进一步侵入中国，甚至在中国水域部署海军。 中外水师同处一片水

域，免不了生出许多龃龉。 由于没有统一的官船旗号，大清水师在与西方海军的交涉中吃了许多哑

巴亏。

大清龙旗的各种说法

说起中国龙的形象西方传播，离不开

大清龙旗的影响，从现存的资料来看，龙

旗的影响也许是最关键的因素。 可是龙

旗作为大清国旗，缘于何时何事，长期以

来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义和团运动

失败后，李鸿章在各种外交活动中见别国

政府都挂着自己的国旗，而中国却没有，

便向慈禧太后上奏，请求制定国旗。 慈禧

要李鸿章负责设计国旗图案。 李鸿章呈

上了画有虎、豹、狮、龙、麒麟、八卦等图像

的许多种国旗图案，慈禧最后选定金龙旗

作为国旗。

民国时期的陈伯熙等人却认为，三角

龙旗早在咸丰年间就已经诞生了，而且是

因商务需要而制定的。

由于那时广东沿海一带海盗很多，中

国商船没有国旗庇护，航行很不安全，许

多商船只好冒挂外国旗帜。 后来，广东商

人联名上书大清政府：“请仿各国成例，制

定一种国徽，俾便商民遵用。 ”礼部以中

国尚龙为由， 于 1858 年正式将龙旗定为

国旗。

然而，康有为对龙旗颇有看法。 他在

批评龙旗不适合作为国旗时说，龙旗作为

天子之旗，早在《诗经》时代就有了，而将

龙旗由天子之旗移用为国旗，却是始于同

治年间 (1861 年 ~1875 年 )，“同治初时，新

定国旗，乃用黄龙。 ”康有为认为，外国人

不能理解我们的龙文化，龙在西方是一种

恶兽，黄旗则是病旗，黄龙旗不仅不能赢

得尊重，“反为轻讥，将来在所必改者也”。

中国第一面国旗的来历，居然是一笔

糊涂账。因此，在梳理龙旗渊源的基础上，

更应看它在不同时代背景中的形制变化、

功能转换，以及伴随着近代中国屈辱史而

展开的龙旗在海内外被悬挂与被认知的

历史。

鸦片战争前清朝无国旗

国旗、国徽都是国际交往中的国家识

别符号，是基于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而

派生的。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并没有“国

旗”观念。中国乃“中央帝国”，既不需要外

交，也不愿意与其他“蛮夷小国”平等相

处。 所谓旌旗，主要用于帝国内部各种仪

式，用来标志公侯将相的身份地位以及集

团属性等。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许多中

外条约， 均已涉及国旗概念。 如 1844 年

《望厦条约》中的 theflagof� the� U� ni-

tiedStates，1858 年《天津条约》中的 A� m�

ericanflag，现在可能被译作“美国国旗”，

但在当时的中文本中，只写作“合众国旗

号”。这些国家之所以需要“旗号”，是因为

他们要到大清国来进行贸易，为了方便大

清官方“认明大合众国旗号，便准入港”；

而大清官方并不需要到他们的国家去开

展贸易，所以，他们需要旗号，我们不用。

咸丰年间，广东发生了一起缘于“华

船冒挂洋旗”的“亚罗号事件”。 依据当时

的海上国际惯例，没有旗帜的商船可能被

视为无国籍甚至海盗船，无法参与国际贸

易，因此许多中国商船向外国机构申请注

册，并升挂注册国国旗，他们能够随时要

求外国保护，拒绝接受中国管辖。 1856 年

10 月 8 日， 一艘名为亚罗号的华人商船

被疑参与海盗活动， 遭到广东捕快的扣

押。 由于该船已经在港英政府注册，声称

升挂了英国国旗，英国领事巴夏礼借口广

东水师侮辱英国国旗，遂挑起事端，点燃

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

按理说，“亚罗号事件”之后，大清政

府应该考虑制定一面标志大清国形象的

专用旗号，方便华商进行国际贸易。可是，

大清政府对民间商贸活动不仅不支持，反

而严加打压。 在这种官民分离，以官为本

的国家观念背景下，即使大清政府早知别

国均有旗号，但制定自己的国旗暂时还提

不上议事日程。

三角黄龙旗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进一

步侵入中国， 甚至在中国水域部署海军。

中外水师同处一片水域，由于没有统一的

官船旗号，大清水师在与西方海军的交涉

中吃了许多哑巴亏。 1862 年，湖北长江水

域发生中英水兵斗殴事件，英国人占了便

宜，硬说不知道那是中国兵船，拒不负责。

恭亲王奕欣开始考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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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奕欣让总理衙门给两江总督曾国藩

写信，询问增挂龙旗是否有碍行军。 曾国

藩经与湖北江西各巡抚会商之后，当即复

信表示赞同增挂龙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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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奕欣提供给曾国藩参考的方案是“黄

色龙旗”， 而曾国藩似乎考虑到“黄色龙

旗”与八旗中“正黄旗”的形态接近，为避

僭越之嫌，主动提出将“黄色龙旗”削去一

角，“拟用三角尖旗”。然而，这为这面形制

特异的三角尖旗走出国门埋下了隐患。

1862 年 10 月 17 日， 总理衙门正式

照会各国驻华公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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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傥有移动，即照犯禁办理。”这里有两个问

题值得注意：第一，黄龙旗只限于水师官

船悬挂，普通民船不得悬挂；第二，外国兵

船只要是侵犯了龙旗，无论理之长短，“均

先将犯禁之案，从严惩办后，再为理论别

事”。因此，龙旗在外交层面上又具有了王

朝或者说国家的象征意义。

三角龙旗

无具体规制

由于曾国藩倡议的

三角龙旗只有大致尺寸

及龙头朝向，并没有给出

具体规制，甚至旗帜的斜

长及下横长可以“各从其

便”， 各地水师在龙旗的

材质、龙形等方面不能统

一。 大点儿的龙旗，龙身

多达六折 ； 小点儿的龙

旗，龙身仅有两折 ；在外

国人的笔下，龙身还能绕

出一两个小圈圈。

1872 年，总理衙门决

定扩大水师三角龙旗的

使用范围。 10 月，批准将

三角龙旗定为中国轮船

桅梢所竖常挂之主旗式

样，“龙头向上，旗用黄羽

纱制，龙身用蓝羽纱”。

不过，此事未在民间

激起多大反响。

这项制度正式下达

海关时，已经到了第二年

春末。

1873 年 3 月 18 日，

总理衙门批准以三角黄

龙旗作为海关船只的标

志旗，正黄底，镶蓝色，飞

龙朝上。 与此同时，招商

局等一批涉外官方机构

也陆续开始悬挂黄龙旗，

以示其官办身份及国家

权威。

可是总理衙门并没

有提供具体明确的旗帜

规格，甚至连旗样都不能

提供。 当大清海关总税务

司赫德指示其助手金登

干在伦敦定制一批三角

黄龙旗的时候，也没法给

金登干提供准确的旗样。

金登干只好委托埃金顿

弄一个旗样，结果，“埃金

顿先生说，他们拖延了时

间，是因为从海军部弄到

旗子的正式图样花了很

长时间”。

旗样寄到英国之后，

金登干找了几家公司投

标制作，发现英国人不擅

长印制这种图形复杂的

龙旗。 这样来来去去折腾

了几个月之后，金登干给

赫德写信说：“制旗商说，

做中国旗很别扭，需要很

有经验的人来缝制，以免

旗尖‘耷拉’。 如果是状，

即等腰三角形，而不是锐

角三角形，旗子就会飘扬

得好得多。 ”金登干敢于

自作主张地建议将龙旗

的锐角三角形改成等腰

三角形，大约也是知道龙

旗规制并不严格。

外交仪式中最早的龙旗

尽管三角黄龙旗早在 1862 年就诞生了， 但在最

初五六年间，似乎并没有被朝廷官员使用在水师舰船

之外的其他场合。

1868 年， 清政府委派原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作

为涉外事务大臣， 率领一个大清使团出访西方各国。

由于当时的清政府没有国旗，美国人就自作主张替中

国代表团制作了一批三角龙旗，权当中国国旗使用。

1868 年 4 月 28 日， 大清使团前往芒格茉街利克

房中赴宴，宴会上“灯烛辉煌，正面高悬大清龙旗与合

众花旗，左右则英法各国彩旗，随风飘漾，绮浪叠翻”，

中国人觉得很有面子。 不过美国人画出来的龙旗看起

来有点古怪，龙背上长着翅膀，尾巴还绕了个圈。 此

后，不同的大清龙旗还在多个场合反复出现。

大约是三角龙旗太拿不出手，蒲安臣还特地在美

国赶制一面象征性的四方龙旗，为了避免僭越，他特

意在黄龙旗周围加了一道“蓝镶边”，因为在八旗位阶

中，蓝色的色级在黄白红蓝四色中是最低的。

尽管大清龙旗早已天下咸知，却并没有在国内举

行的外事活动中发挥作用。由于大清国没有其他可以

用作国家象征的旗帜，这面龙旗事实上已经被外国人

视为大清国国旗。

光绪初年，龙旗的使用范围已经从船上扩大到陆

上。 1876 年美国费城世界博览会上，中国展馆北向建

木质大牌楼一座，上书“大清国”三字，两旁有东西辕

门，“上插黄地青龙旗，与官衙一式，极形严肃”。

由上可见，最早在外事场合使用的龙旗，是一些

美国机构或个人自作主张替中国使团设计、 制作，并

应用于中美外交仪式上的。龙旗作为涉外事务中的国

家象征，在同治年间逐渐被中国官员接受，但在对内

明确为一种民族国家的象征，则是更加晚近的观念。

四方龙旗：官方确认的大清国旗

美国英语词典插页中的大清龙旗。 (1885 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