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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大变局》

内容概要

中国时至晚清，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帝国的落日，折射出整个传统文化的痼疾。本书以中国社
会转型的成败为基本线索，以中国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人物与思潮为中心，通过对晚清人物
、重大事件和思潮的考察，反思这个历史时期留给后人刻骨铭心的经验教训；从中国转型的困境，追
溯中西方中世纪社会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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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袁伟时，中山大学教授，1986—1990任中山大学中山市分校孙文学院首任院长，2008年美国斯坦福大
学胡佛研究院访问学者。
主要著作有：
《中国现代哲学史稿》
《中国现代思想散论》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
《告别中世纪——新文化运动文献选粹与解读》
《近代中国论衡》
《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问题》
《大国之道》
《文化：中国与世界》
《昨天的中国》
《文化与中国转型》
《缠斗：方生与未死》
《迟到的文明》

Page 3



《晚清大变局》

书籍目录

第二版卷首献词_001
第一章/004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社会_005
经济自由被剥夺的严重后果_006
捆绑思想的锁链_015
宗法专制的上层结构_023
宗法专制体系中的基层组织_028
第二章/032
从林则徐到郭嵩焘
从毁誉迥异谈起_032
中国传统爱国主义的结晶_033
近代爱国主义的发展_036
近代救国道路的探索_045
两种类型的爱国主义_048
第三章/051
经世致用思潮与鸦片战争后改革的延误_051
统治者的应变思路_051
通向“师夷长技”之路_053
“整顿”落空的缘由_059
致富路上的关隘_062
经世致用思潮的内在矛盾_067
第四章/068
魏源的改革开放思想与经世致用思潮_068
摒弃华夷之辨，倡导各国友好平等相处_068
师夷长技和改革社会运行机制_074
经世致用思潮的新高峰_078
社会文化氛围与个人命运_086
第五章/088
从徐继畬看爱国与投降
“投降”应有严格的界定_089
开放与爱国_093
排外与爱国_098
第六章/102
洪秀全、洪仁玕与晚清思想研究的误区
洪秀全思想的特点_102
《资政新篇》与太平天国的现实_108
晚清思想研究的误区_114
第七章/119
洋务思潮与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的探索
从经世致用到洋务思潮_119
中西文化的比较与选择_123
富强之路的探索_137
对和与战的思考_142
学习西方三阶段说献疑_146
巨人与配角_147
第八章/149

Page 4



《晚清大变局》

西方在华人士与洋务思潮
《局外旁观论》与洋务思潮的形成_150
甲午前的启蒙活动_155
正确处理中西文化的忠告_160
富强之路安在_164
革新政治的劝牖_171
鼓吹思维方式的变革_180
日本模式与印度模式_185
第九章/197
曾国藩思想面面观
曾国藩属哪一家_197
从曾国藩看儒学如何应变_203
曾国藩有没有“卖国投降”_213
曾国藩对中国文化的贡献_218
第十章/243
李鸿章的是是非非
摆正个人与环境的关系_243
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实质_244
中法之战的是与非_250
在朝鲜陷入泥潭的原因_260
“避战求和”的是非与实质_267
挪用海军经费中的微妙心态和背景_275
全面腐败怪谁人_279
从政敌的平议看三次缔约_288
李鸿章的历史地位_292
第十一章/302
千古遗恨，失足何处
西方列强扮演的是什么角色_302
错误的发展道路_304
见识短浅和软弱的领导核心_313
摧残人才、压抑生机的政制_318
文化封闭的必然恶果_323
第十二章/331
戊戌维新与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
从谁是罪魁祸首谈起_331
愚昧吞噬了生机_334
教主与维新领袖的内在矛盾_340
建立现代文化教育制度_344
第十三章/347
张之洞与大清帝国的世代交替
近代中国罕见的道德典范_347
摆脱清流意识，参与东南互保_350
汉阳铁厂与洋务派经济思想的巅峰_357
戊戌维新中的表现和遭遇_368
进入中枢的悲喜剧_383
清末新政与“江楚三折”_386
教育领域新旧交替中的建树与局限_391
中体西用与法制、政制改革关键时刻的恐惧_396
人治思维与制度改革的滞后_402

Page 5



《晚清大变局》

第十四章/404
晚清官员贪污的特点与根源
贪污受贿是晚清官场无所不在的风气_404
制度缺陷是贪污成风的主要根源_407
改革中的无序状态_409
专制主义的必然恶果_410
归根到底是官本位社会的毒瘤_412
第十五章/414
清末新政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
最大成就是经济自由_415
现代社会运作架构的建立_419
两个功亏一篑说明什么_430
第十六章/436
埋葬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
黄花岗：损失惨重的孤注一掷_436
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严重后果_438
践踏法治引发保路运动_446
专制政权转型的历史教训_454
主要参考书目_456
篇后絮语_459

Page 6



《晚清大变局》

精彩短评

1、一直在轮回，一直没改变。
2、对当下也是一种折射

3、以史为鉴
4、袁伟时 晚清大变局 线状2014
5、想读一本晚清历史的入门书籍，这本可能不太适合。从文笔和结构来说来说见功力的，但是人物
的分析评价基本上套用一个框架：现代文明的框架。我不懂历史，但总觉得这样太刻板了
6、满满的中国人的智慧
7、本书可读性非常强，文笔顺畅，花了几个小时读完。正如袁老师所说，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
哪里突破。大清帝国留给后人最重要的教训就是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当机立断。
8、比较枯燥要耐下性子看，翻了翻
9、句句指向当下，鸦片战争以降，时至今日，还未完成当初未竟的事业。
10、袁先生写的是晚清，处处对照当今，真可谓字字剖肝沥心，真正的以史为鉴。

Page 7



《晚清大变局》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