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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

前言

畅游中国历史的长河历史学术走到了今天，突然面临着巨大的冲击。这个冲击来自两方面：一是商品
化趋势的冲击，一是学科内部发展的冲击。历史学术能否作为商品进入市场、创造效益？从一个方面
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历史学创造的是精神产品，它必须通过“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方
式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灵，而无法立竿见影地创造利润价值。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答案又是肯定
的，因为中国人本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感的民族，对历史一直存在浓厚的兴趣。从唐宋时期说书场上
的“或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到今天大量历史题材的影视、小说的流行，甚至各种历史古迹、文
物古董全都被卷入了商品化大潮。来自学科内部发展的冲击也同样猛烈。从哲学上看，历史学术是否
能像以往人们确信不疑的那样肯定获得客观的真实？历史学的真理性靠什么来检验？对这些问题的回
答已经变得多种多样，起码人们认识到了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大量主体因素是几乎无法避免的，人们只
能相对地接近历史的真实，而无法绝对地获得历史认识的真理。意识到这一点，并不等于说让我们干
脆放弃对历史真理性的追求，而是让我们的头脑更清醒一些，认识到我们自身的和学科所固有的缺陷
。从内容上看，历史学术如果仍然把自己的目光局限在极狭小的政治史领域、局限在“英雄们的历史
”和重大事件的历史上，而不注意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小人物”的历史，不注意了解“人”而只是面
对一个个无生命性格的政治机器或军事机器，那肯定是要“自绝于人民”，或者只能成为“影射史学
”或类似的政治工具。一位史学史专家曾经对我说，古代史家讲过“逆取”与“顺守”的道理，就是
说打江山的时候要扭转乾坤，与命运搏斗，而守江山的时候则要顺乎民心，顺其自然。从历史上看，
“逆取”的时间要比“顺守”的时间短得多，历史学家为什么总是愿意盯着前者不放呢？从方法上看
，为了让广大群众接受历史学家从历史发展过程中提取出来的经验和思想精华，首先就要设法增强他
们对历史的兴趣，加强他们的历史感，这本来就是历史学家的职责。我非常钦佩已故的吴晗先生等人
，他们编出来的历史小丛书，也许在社会效益上比一本博大精深的学术著作还要大。如果通过这样的
努力，使普通读者的历史认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这对于历史学术来说，贡献有多大呵！人们始终在
期望着能让读者看懂、而且看得有兴趣的历史学术著作，这应该是史学工作者的努力方向。我们究竟
应该怎样面对这来自两方面的冲击呢？想到这里，不能不提到几部令我印象颇深的海外历史读物。一
部是《光荣与梦想》，称为本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美国实录”，作者自由纵横的笔法和译者高超
的译笔使我了解了美国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百态，尽管读后已有十几年过去，但我依然认
为，现在还没有一部中国人自己写的美国现代史能比它更出色。另一部是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
它的写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史著作，尽管对书中的某些观点我始终不能苟同，但那种跳跃的思路
、活泼的笔调和自由的议论，正是我们的历史著作所缺乏的。除此之外，关于美国史的《美国人：开
拓历程》三部曲、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以及没有翻译过来的、史景迁的《王氏之
死》（The Death of Woman Wang）等等，都在不同程度、不同角度上引起人们的兴趣。于是，这些著
作不仅在原出版地，而且在中国，都引起了读者的浓厚兴趣，它们虽然是历史著作，但却有大量非历
史专业的读者；它们虽然是百分之百的学术著作，但却一次、两次地再版，成为畅销书或者常销书，
从而获得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效益，这难道不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吗？以上的一些想法，就成为这套
图书产生的思想背景。摆在读者面前的这一套书，就是一些中青年历史学家在更新传统历史撰述面貌
方面所做的一点尝试。相对比较“正统”的历史学术著作来说，这套书的写法似乎有点不伦不类，但
仔细阅读下去，又发现它们的确就是学术著作：不仅言之有据，置有大量注释，而且作者的议论和分
析充溢于全书之中，不乏精彩的思想火花。酝酿这样一套书，大约是在5年多以前。当时，我与这套
书的主要作者之一、《历史研究》编辑部的王和先生商量，能否创作一套雅俗共赏的历史学术著作，
而这套书的要求是，每部书都要用一个人物群体作为主要线索，通过这个人物群体的活动，反射出他
们所处时代的精神风貌和时代特色。这套书绝不能写成特定人物群体的合传，人物只是穿针引线的引
子，最终目的是写历史。但这一历史又不要求面面俱到，要重点突出。同时，要切忌写成呆板的叙述
史，而要充分展开议论，即所谓老生常谈之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甚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跳出第三者
冷静评判的圈子，加强主体的投入，如果可能的话，在自己多年研究的基础上，写出自己的秦史观、
唐史观、明史观等等。在写法上，可以学习同类优秀著作的风格特征，可以大幅度地跳跃，可以采用
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总之在革新历史撰述体裁方面做一点尝试。以上的想法得到了许多有共识者的
赞同，可是落实起来实在困难重重。许多作者虽然答应下来，但经过一番尝试，发现这比他们熟悉的
传统写法要难得多，这也正是此书问世艰难，拖延了如此长时间的原因之一。此书终于完成之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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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

未必每一本都达到了我们预先设想的那个水平，有些差距小一点，有的差距大一点，这也是集体创作
过程中较难避免的。但我们毕竟走出了第一步，虽然步履蹒跚，但总比原地踏步的好。在此，我们仅
把此书当做引玉的砖石。这套书的组织编撰，使我再次认识到了寻找作者之难，也使我又一次认识到
了历史专业人才培育上的缺陷。按我们的初衷，本书作者应该是既在史学理论方面有一定造诣，又是
某一断代史的专门研究者，这样，本书的质量就能得到保障。可一旦着手去做，就发现这样的作者屈
指可数，而且这些人既有这样的特点，就必然工作极其繁多，无法保证工作的按时完成。尽管如此，
我们还是努力这样去做了。目前的这个作者队伍，仍然是有相当实力的一支学术力量，没有他们的合
作，本书的完成是无法想象的。他们日常的工作都极其繁忙，或是担任部门的领导工作，或是承担着
许多国家的研究项目，或是忙于自己的研究计划，或是身体多病，家庭负担繁重，但为了共同的目标
，他们都先后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使我由衷地感动。中国青年出版社不仅排除干扰，承担了此书的出
版工作，还将其列为他们的重点图书，也使我满怀谢意。古人讲，一部好的历史书，要“精意深旨”
，“笔势综放”，要“于序事中寓论断”，而且“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要“闳中肆外”，“
居今察古”。尽管不知道通过我们的如此这般的努力，能否对付得了前面所讲到的来自两个方面的冲
击，但我仍希望我们能不负古人的期望。是为序。赵世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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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至晚清，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清王朝的中央权威大大衰落，权力重心逐渐向地方督
抚倾斜，不仅增加了汉人督抚的数量，而且形成了督抚专制的新体制，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势力逐
渐膨胀的督抚们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晚清政局。本书以晚清督抚这个社会阶层为视点，通过清督抚权
力结构的变化及其对政局的影响，勾勒出晚清从开关到中兴，再到覆亡的历史过程。在推进近代化的
过程中，督抚们既无法超越纲常名教，也不能割舍既得利益，因而在情感与理性的冲突中，左支右绌
，左顾右盼，尽管步履蹒跚地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但因阶级的局限，他们终将无法成为称职的
近代化领导者群体，而逆转时代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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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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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

书籍目录

卷  首
督抚制度是明清两代的重要官制，其建立、发展、变化对中国封建社会最后500多年的历史有重大影响
。
第一章 睡眼初醒
经过鸦片战争的重创，最先领略到西方文明——坚船利炮的东南各省的总督、巡抚们，面对西方文明
的挑战，不能不做出反应，不能不开眼看世界，并在不自觉中产生了朦胧的世界意识。中国人的近代
观念由此发端。
挑战与回应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第一书
沿海督抚的困惑
“海上苏武”的悲剧
第二章 起于军兴
湘军是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力量，其“兵由将选”、“自筹军饷”的特点使其成为具有一
定程度私属性质的军队。依靠这支军事力量，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得以发迹，湘系将领十几人先
后担任总督、巡抚要职，地方督抚的权势迅速膨胀，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于晚清政局影响至深。
曾国藩和湘军的崛起
李鸿章与淮军
从“祺祥”到“同治”
尾大不掉
第三章 中兴砥柱
如果说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主要依靠军事实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那么他
们在同光新政时期则在经济、军事、政治、外交、文化各个领域中扩大了势力和影响。
同光新政
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
清流派——慈禧太后的政治砝码
甲申枢变与书生典戎
春帆楼的耻辱
第四章 无力回天
戊戌变法、庚子事变、新政、预备立宪，清廷为挽救统治危机而做的种种努力最终都失败了，究其原
因，时代已不再属于封建地主阶级了，满族亲贵和封疆大吏已经无力回天。
戊戌喋血
山东巡抚与义和团运动
东南互保与江楚会奏
炙手可热的袁世凯
丁未政潮
督抚与立宪
第五章 翻云覆雨
辛亥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督抚们或逃匿，或“翻手为云覆手雨”，附和革命，使共和革命获
得廉价胜利，同时也埋下深刻危机。
张之洞“种豆得瓜”
各省易帜
“洹上渔翁”出山
含泪逼宫
从督抚到都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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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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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疆大吏与晚清变局》

媒体关注与评论

历史，不在教科书里。它在更新的史料里，在逼近真实的多方叙事里，在学人借助新的方法论和史观
获得的洞见里，在当代人站在前人肩膀上看到的清晰风景里。——《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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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二十年以来，大陆第一套有学术含量的历史普及读物。所有作者均为史学界名家，创作时间前后历经
二十余年，苦心孤诣。以人物群体为中心，通过其人其事在历史关键处的作为来探究中国历史和文化
的特点，并以今天的立场加以分析的历史普及读物。楼宇烈、雷颐、葛剑雄、秦晖、高全喜、杨天石
、陈明、张鸣、吴思、马勇等诚挚推荐！季风书园、万圣书园、凤凰读书、新浪历史、搜狐读书一致
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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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我们研究的历史，就是人的历史，历史中的国家、民族、阶级，包括我们要研究的问题、事件及其后
果等，其基本构成和生成的原因，也就是人或人的作用。历史不是“无用之学”，它能清楚地告诉我
们，过去的很多错误，包括当今的很多问题，到底是怎么来的。它能够提醒我们，注意历史的渐进性
，避免无谓的冒进与牺牲。它因而也就能为我们今天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提供很
多解决问题、避免犯更多错误的经验和教训。                             ——杨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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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历史课本气质较浓，不过对于历史的梳理和串联不可谓不专业。事情讲究个前因后果，历史也得
连起来看，一下子明白了很多高中孤立起来不能理解的片段和史实，竟也有一种做出了数学题的成就
感。
2、了解晚清的一本好书。
3、套装不错，全部放一起了。
4、"历史创造者“丛书的最后一册，讲述在晚清大变局之中，地方封疆大吏势力崛起的起源、发展以
及对后续政局和历史的影响，文笔生动、可读性强，但可能因为是通俗历史读物的缘故，学术性相对
较弱，没有深层次分析督抚崛起背后的政治、经济、历史原因，读起来感觉很不过瘾。
5、有些内容感觉像是走向共和的翻版。
6、蛮不错的
7、真心很好，从各个督抚，历任直隶总督的角度来看中国清末和民初的一些事情，说的很有条理，
让我受益良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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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　　　 封疆与裂土嵇嘉理看到书名中的“封疆大吏”一词，很容易想到一个与它相关的词语“列
土封疆”。而在晚清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时，列土封疆的大吏们真正的将“列土封疆”这个词
做实，成为“裂土”。从督抚到都督，从将军到督军，封疆大吏头顶上的乌纱帽的名称不断变化着，
不变的是做实“裂土”的趋势。“列土封疆非为诸侯，皆以为民也”，渐行渐远，终致军阀割据⋯⋯
　　　在“睡眼初醒”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封疆大吏与历朝的封疆大吏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同
。与历代封疆大吏一样，大清的督抚们也是“华夏中心观”充溢于心。他们看惯了邻国的那些前来进
贡的人，看惯了那些前来向皇上致敬的人，看惯了那些慕义而来的归化之民。可能他们看不惯的就是
中外贸易的日趋扩大，几成不可逆转趋势，“不能禁绝”。　　　那一年，那些皇帝与大吏们看不惯
的“丑类”打败了大清。于是，大吏们也只好与“丑类”打交道。　　　帝国最南方省份的总督耆英
因着“夷务”获“殊荣”，后来也因着“夷务”获罪以至极刑。同样是这个最南方的省份，它的巡抚
——叶名琛，“恃民无恐”，结果“不食周粟绝粒而死”于异国的加尔各答。在叶的身后，留下的却
是“贪生怕死”的名号。“而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外国傀儡柏贵却得到咸丰皇帝的认可”，作者在书
中写道。　　　尽管“战争之后，⋯⋯不知怎样才能战胜那些陌生的‘丑类’”，但是皇帝“也想振
作起来，报仇雪耻”。于是皇帝手下的那些封疆大吏们，便不能不顾及皇帝的意旨，不能不顾及社会
环境。书籍也开始实际了一些，中国不在比外部世界更大。“夷夏之防”，依如先前那样根深蒂固；
不过此时，“师夷长技”已经开始发声。不管 “制夷”，还是“制民”，“师夷长技”显然已成为“
显学”。封疆的大吏们竞相走在这条“师夷”之路上。　　　不过终究是旧人办新政，总要照顾皇帝
的脸面，地方督抚处理“夷务”过程中纰漏百出。先是同治九年发生了天津教案，后有辛丑年毓贤、
刚毅、徐桐等封疆大吏、中央大员以“民心可恃”对外宣战，终酿成帝后西狩。　　　话又说回来，
“师夷”总有“师夷”的好处。虽然圣谕不可更改，“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名称不可变，皇帝不
愿处理涉外事务，“总理衙门不便遥制”，但是做臣子的显然不能这般傲娇。开工厂、修铁道、造枪
炮。不傲娇的疆吏在共襄了中兴伟业的同时逐渐掌握了军权、财权与事权。虽“非为诸侯”，但实为
诸侯。　　　1901年，“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袁世凯。他们中有三个任总督，一个任巡抚。”
　　　以督抚为中心的“地方专权体制”的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也表面化了。中央与地方的
矛盾也随之尖锐起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督抚大员的汉族占比过高又激起了满汉矛盾。“政潮迭
起，纷争不已”。以中央集权为目的的官制改革，给疆吏带来了严重的失落感，随之而来的还有离心
倾向。　　　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既然能够共襄了中兴，也能送走大庆朝廷。“不用掐，不用算，宣
统不过两年半。”当革命军起的时候，封疆大吏借势附和了革命。1912年，前清直隶总督袁世凯就任
中华民国总统，专制朝从此成为过去。“但晚清形成的督抚专政的局面并没有实质性改变，非但没有
改变，反而愈演愈烈，直闹得军阀割据，战乱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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