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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史》

内容概要

以变法各方的密信、奏折和日记等各种史料还原了百日维新的每一个扣人心弦的重要时刻。
戊戌变法中——
光绪与慈禧谁先失去耐心？
康有为与光绪如何以密折往来？
袁世凯怎样走上出卖光绪的道路？
张之洞与康有为，洋务派与改良派如何争夺舆论阵地？
本书涵盖了戊戌变法的第一手历史资料，给出了最为可信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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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汤志钧，江苏常州人，1924年生。毕业于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史地系。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副所长、近代史研究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历史研究所教授，华东师
范大学中国史学研究所教授，台湾东海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经学史博士生导师、中国近代史硕士生导
师。曾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中国史学”学科规划组成员（80—90年代），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1994年退休后，仍任《辞海》编委、分科主编，《续修四库全书》学术顾问。致力于中国经学史、中
国近代史尤其是戊戌变法史研究数十年，具有极高的建树。曾多次赴美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港、
澳、台地区访问和讲学。
2008年9月，获得“上海社会科学院杰出贡献奖”；
2014年8月，获得“上海市第十二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学术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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