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之洞画传》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张之洞画传》

13位ISBN编号：9787536686236

10位ISBN编号：7536686234

出版时间：2007-10

出版社：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

作者：黄华文

页数：14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张之洞画传》

内容概要

《张之洞画传》主要内容：张之洞是建国初被毛泽东提到的少数几个不应当忘记的近代中国人之一。
这首先是因为他创建了汉阳铁厂等一系列民族工业企业，被人们誉为中国的“钢铁之父”。同时，张
之洞对近代中国的贡献还在于：他是中国近代铁路的开拓者之一，是当时主持规划和修建铁路最多的
人；他是中国率先引进外国机器铸造银元的人，并且是中国币制近代化改革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他是
中国近代新式军队的开创者之一；他主持制定的学堂章程开创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他是留学日
本的倡导者，并且是派出留学生最多的人；也是引进国外人才最多的人；他主持制定的矿务章程是中
国第一部行业性法规；他主稿的变法奏折开启了清末新政，应当说，张之洞是一位有创造性和开拓精
神的清朝官员。
张之洞一生经历了三次中外战争，即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在前两次战争中
，他都是坚定的主战派，并且在对法战争中起用老将冯子材，取得镇南关大捷。他是在战争的指挥上
和战后的谈判中敢于对李鸿章说“不”的人。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他又是坚定的主和派，反对同
时对八国宣战，并且倡议“东南互保”，使东南半壁免遭战火涂炭。
作为清朝统治者中的一员，张之洞对于反叛朝廷和淆乱朝政的人决不姑容。因此，他砍了唐才常等人
的头，视革命党为洪水猛兽等等。
张之洞官至极品，是清朝的忠臣，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通过清朝封建体制的自身改革，来使朝廷
的统治得以维系和巩固。他的诸多举措都具有近代性，但近代性与封建性无法共存，最后导致清朝必
然的灭亡。张之洞回天无力，带着清朝“国运尽矣”的深深遗憾，走完了72年的人生历程。
这本小小的画传，或许很难展现张之洞一生的每一个精彩瞬间，但通过这些尘封已久的珍贵的历史照
片，或许能够让我们去体会一代名臣张之洞在那个风雨飘摇时代中的所思所想、所喜所悲、所作所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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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画传》

章节摘录

5.庚子应变1900初，山东、直隶一带兴起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原名义和拳，最初是一种习武的民间秘
密结社，有贴符念咒、降神附体等迷信仪式，起源于山东，迅速发展到了直隶，并且活跃于保定、天
津和北京一带，声势浩大。义和团运动是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产物，也是各地人
民反对外国教会势力斗争的继续。义和团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打击外国教会势力，开展大规模
的破坏铁路电线、焚烧洋货洋物的活动。他们不能将西方工业文明的成果与帝国主义的侵略很好地区
分开来，从而把对外国侵略者的仇恨，一并发泄在与外洋有关的事务上。西方各国认定义和团是仇视
外国人的乱民，一面限令清政府尽快将义和团消灭干净，一面以“保卫使馆”为名，派兵进驻北京。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慈禧太后对义和团面临着剿、抚两难的困境。当太后对义和团剿抚两难时，湖
广总督张之洞即力主剿灭。他认定义和团“实系会匪，断非良民”，“法所当诛”。当听说朝廷有人
相信义和团拳术能御枪炮、灭洋人时，张之洞又认定“乱民不能保国，邪术不能御侮”。6月中旬，
义和团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进入北京、天津，八国联军也白天津向北京进发。6月19日，太后决定向联
军宣战。第二天，张之洞联合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奏陈义和团为邪教、为乱民、为土匪、为劫盗，应该
坚决镇压，恳请朝廷一面电令驻外使臣向各国道歉，一面明谕各省保护洋商、教士。他得知联军中以
日军人数最多，同日致电驻日公使李盛铎，请他说服日本政府商各国暂时停止进攻北京。总理衙门的
官员和南方督抚的反对意见，并不能阻止慈禧太后的宣战。6月21日，慈禧太后下诏正式向各国宣战。
至此，张之洞等人阻止战争爆发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北方战火越烧越大。在对联军宣战的同一天，
慈禧太后下令要求各省招抚拳民，抵抗外辱。是遵旨投入战斗呢，还是抗旨按兵不动呢？张之洞又一
次面临两难的窘境。按常理，身为太后的宠臣，又刚刚在两年前的戊戌风波中得到太后的关照，他应
该站在太后一边，但这回他没有这样做。他是一个有独立思考力的人。对于太后的严谕，他联合南方
各省督抚会奏朝廷，首先指出战争对中国非常不利，然后说沿江各省并无所谓拳会义民可招。他保证
，如果各国派兵来犯，一定尽力抵抗，存亡与共。与此同时，他还奉旨抽调两湖10多个营的兵力，增
援北方战场。张之洞的所言所行。既避免了“抗旨”的嫌疑，又为策划“东南互保”、使战争局限于
北方地区而不至波及东南各省乃至全国埋下了伏笔。当然，张之洞所以敢于“抗旨”，拒绝在自己的
统治区域发动拳会义民对各国作战，还在于他猜透了太后必无作战到底的决心，终归要停战求和。果
然，宣战不到10天，太后即谕令清朝驻外公使向各国表示悔意，保证中国一定自行惩办义和团乱民，
并竭力保护各国驻华使馆、在华洋人。太后态度的软化，更坚定了张之洞等地方督抚策划“东南互保
”的信心。“东南互保”早在太后宣战前就已经开始策划了，宣战后更加紧进行。所谓“东南互保”
，是指东南各省督抚与各国驻上海领事互相保证不使东南各省(后扩大至除直隶、山西、东三省以外的
广大地区)燃起战火，处于非战争状态，前提是东南各省不发生义和团那样的“灭洋”事件，地方官有
能力保护洋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张之洞迅速地处理了发生在湖北监利县螺山、
天门县皂市、襄阳县和湖南临湘、湘潭等地反教会事件，并向各国保证，已出示晓谕百姓，严札地方
文武，严拿会匪，不容滋事，保护华洋商民教士，当身任其责，不需要外国军队帮助。他深知英国在
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巨大的利益，只要英国不带头派兵船进入长江，他国不敢轻人。因此，他召见英国
驻汉口领事法磊斯，说长江流域，本人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力任保护，恐他国人江干预，请英水师在吴
淞口外加拦阻，严密防范，自可相安无事，并致电驻英公使罗丰禄，向英国政府转达此意。6月22日，
即太后正式宣战的第二天，张之洞倡议，以东南各省督抚的名义，直接致电驻外各公使，向各国外交
部声明：各省督抚并未奉有开战谕旨，可见朝廷并无失和之意，希望停战待和，同时强调目前长江、
沿海一带各督抚力任保护之责，各国洋人均可勿庸顾虑。这一倡议得到除他的姐夫江苏巡抚鹿传霖以
外其他各省督抚的附议。张之洞坚持定见，与李鸿章、刘坤一等联衔将此电分致驻日、俄、美、德、
法等国公使转达各国政府，得到的回答几乎相同：停战难允，但长江一带如能力任保护，可不派兵
。6月底和7月初，张之洞、刘坤一全权委托盛宣怀和余联元，与驻沪各国总领事具体商订互保章程。
这期间，为避免突发事件影响了谈判气氛，他急电长江巡阅水师大臣李秉衡切勿拦阻人江英国船只，
说英国意在本国商务，上海已开谈判，英国偶派一、二兵轮人江或游或驻，意在给西人壮胆，安定人
心，无关紧要，千万不要节外生枝。1900年7月3号，盛宣怀、余联元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定《东南保
护约款》9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10条，规定：长江及苏杭内地，各国商民、教士、产业，由
督抚切实保护，各口岸的外国兵船照常停泊；上海制造局火药库的军火，只限于剿匪和保护中外商民
之用；上海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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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史人物的评价总是盖棺论定，但对张之洞的评价，在他生前死后，就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可以说是
盖棺而论未定，不论是新派人物还是旧派人物的评价，都像张之洞这位新旧过渡时代的人物一样，存
在过渡时代的色彩。时人曾有一番议论，说张之洞比先人新，比后人旧。十年前谈起新政，谁都把张
之洞挂在嘴边，近年来谈起守旧派，又把张之洞挂在嘴边。赞赏张之洞的人，说他是改革之元勋，攻
击他的人则说他是假装支持宪政的伪君子。其实虽然赞颂他的有些言过其实，攻击他的也不够实事求
是。而今满朝大臣，能和“一新一旧”的张之洞并驾齐驱的还有谁呢？张之洞自己曾说，自己任地方
大员25年来，只有在山西的两年公务比较简单，此外没有哪天不是处在荆天棘地之中：大部分所办之
事情都不是政府想办之事，所用之钱也不是本省固有之钱，所用之人也不是心悦诚服之人，“总之不
外中庸勉强而行四字”。为了救国强国，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作为清王朝的“忠臣”，可以
说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直到他离开人世之时，他一生为之效力的清王朝，却已
经危机四伏，死期将至了。张之洞死后两年，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的
君主制度寿终正寝。清王朝之所以迅速垮台，有多方面的原因，张之洞生前竭尽全力推行的新政，也
成为重要原因之一：辛亥革命在武昌成功不仅是因为武汉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张之洞
二十年来苦心经营武汉的结果。当时的武汉，工厂林立，商业繁荣，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的
金融，可供军用；有枪炮厂可供武器装备。张之洞成立的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
成为革命的主力；而领导革命者，又多是张之洞所培植的学生。因此湖北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条件都
比其他省优越，为武昌起义的爆发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这些都是张之洞始料不及的，可谓是种豆
得瓜。就张之洞的主观愿望来说，这个结果的确是走向了他所期望的反面；可是对于中国社会的近代
化来说，却未必不是一件幸事。张之洞仕途青云直上、有惊无险的独特道路，铸就了其独特的政治性
格。他既“善趋风势”又颇具“书生习气”；他倾心办企业，却无意积聚私人资本去当资本家，而总
以封建清官自律；他崇尚西方科学技术、钦羡西方政治制度，而又恪守封建名教纲常和保存国粹；他
保持“清流”遗风又相对讲求实际，等等。在他身上，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特质杂糅并存，他是
一个具有矛盾二重性的两栖人物。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提出的，张之洞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复杂的
过渡型人物。应该说，这种过渡是中国近代社会演进的缩影。正如中国近代社会由封建主义向半封建
半殖民地演化、资本主义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并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张之洞也是一个由
封建官僚向资产阶级转化而未到达彼岸的人物。他一生随着时代潮流的发展不断调整自己的方位，其
性格特征是政治上趋新、经济上敏感、军事上开明和文化上恋旧。趋新、敏感和开明驱使他去追逐时
代发展的潮流，因而出现了多方位的“过渡”；但文化上的恋旧又注定了他最终不能转化成为资产阶
级。他的思想总是陷在趋新与恋旧、变与不变的矛盾之中，这种矛盾心态贯穿其一生。他始终在寻觅
一条折中新旧、调和中西之路。张之洞从科举及第到去世，走过了47年的仕宦生涯。他的活动范围涉
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思想文化及学术等领域。他集封建官僚、近代企业巨头、军事家、教
育家与学者于一身，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和兴革，都留下了张之洞的足迹和身影。张之洞与
晚清的其他中兴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不同，他不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起家，继而成为
拥有实力的洋务大吏，而是靠摇笔杆子起家，以“清流”得宠而名噪朝野，又不失时机地向洋务派转
化，大办企业，充当了中国近代重工业的奠基人。1890年，在汉水和长江交汇处的汉阳龟山北麓，一
项巨大的工程开始破土动工，东方第一座近代钢铁厂：汉阳铁厂将在这里拔地而起。1894年，它建成
投产，比日本第一家近代钢铁联合企业八幡制铁所还早了7年。当时一位日本人万分惊奇地描述了汉
阳铁厂的雄伟：“登高下落，使人胆裂：烟囱占起，矗立云霄纵横，密如铁甲；化铁沪之雄杰，碾轨
床之森列隆隆，锤声丁丁，触于眼帘、轰于耳鼓者，是为纪中国之雄厂耶？”作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
的创始人，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化的道路上留下了开拓的足迹，也留下了历史的启示。他在湖北精心构
建的工业体系，不仅对湖北的工业化发展，而且对中国近代工业发展都有着深远的意义。可以说，张
之洞是中国近代工业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张之洞一生倾心兴学育才，成效卓著，成为洋务运动后期
的重要首领。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链条中，他不仅以后期洋务首领而著称，同时又是维新派的同路
人、东南互保的盟主、清末新政的主角等。对外态度上，他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爱国心，在维护国
家民族利益的前提下，竭力调和中外矛盾和利用均势是其外交思想的主要方面。时人曾言，张之洞“
往往排众疑，决大议，能以一身开天下风气，而求为风气所转移”。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中国
近代史上留下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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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本书非常不错, 价平物美,纸张质量好.张之洞洋务运务功不可没.
2、书送得很及时,但书的封面有很大的划痕,以后得看仔细了.
3、这是一本张之洞简略传记,传记侧重于记述张之洞的公事,对张之洞的家事绝少提及.虽说图传,但我
觉得所附图不是很丰富,图的质量不是很好,有些图不清晰.如果想对张之洞作一般性了解,可以看看这本
书.
4、差强人意。
5、2010-01-02
华北电力大学图书馆书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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