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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史纲》

内容概要

本书为著名中国近代史学者郭廷以先生晚年的重要著作。这部《近代中国史纲》为著者1969年赴美作
学术访问时开始撰写，历时4年，于l972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出版后，即受到学术界和
读者重视与欢迎，曾先后3版10次印刷；1991年又在台湾出版发行。这次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授权我
社，首次在中国内地出版该书中文简体字版。
本书取材丰富，态度严谨。由于著者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研究视角和方法不同，因此书中对
一些历史事件的见解和分析，和内地史学家的一些传统观点多有不尽相同之处，为作者的一家之言。
我们出版此书，意在为我国内地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一部严谨的而又视角不同的近代史著作作参考，以
推动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开展。
这次出版的该书中文简体字版，只依照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提供的繁体字版本作了简化字处理，书中
除对外文人名、地名等译法不同和原版个别错别字作了改动外，其余均未作改动。如有讹误，欢迎指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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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史纲》

作者简介

郭廷以(1903——1978)，河南舞阳人，历任中央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等职，毕生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卓有贡献。有《太平天国历法考订》、《太平天
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国近代史》、《郭嵩焘先生年谱》等多种著作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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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史纲》

精彩短评

1、一般。
2、当年读历史的启蒙书，想不到现在出新版了。
3、我读过的最好的近代史
4、近代中国史的很好记录。 

5、六十余万字，大师经典。愚顽与屈辱、冷酷与悲怆，纷乱百年，坎坷不止。
6、历史要是相砍书，地理就是一片血肉模糊
7、教科书
8、好书
9、平实的文字显示出不凡的文字功底。
10、史料扎实是一大特色。关于历史的书有两种，一种是史作，一种是史论，本书属于前者。
11、简明扼要，立场中立
12、中正平实
13、有别于毛—范近代通史体系的另种史观
14、看完了，感觉这一本也被删过了吧。
15、极好的一本近代史教材。总感觉现在的近代史教材多观点而少材料，导致我们学来学去都不知道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看看这个，许多争论可以休矣。
16、中学之后读完的首册近代史
17、这套书大概是永不过时的，隔三差五拿出来看看总有新知。
18、此版评论更公允些
19、虽说写得很早，可至今仍是无可替代的经典著作
20、这本是为了配合豆列的= =
21、比较枯燥,可读性较差
22、网上看的，他的孙女是李亚鹏的前女友，孙子是唐朝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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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史纲》

精彩书评

1、社科版多年前我在成都购得，郭著应该是中国近代史的顶尖之作！不过上海的格致出版社09年已有
新版单行本，66元定价高了点，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找找，当当卓越正在热卖。
2、当我阅读国内出版的历史书，时常会想起这样一句话“哑巴告诉聋子瞎子看到鬼”，层层不合常
理的权威解释叠加在一起，说不清的吊诡和荒诞。胡适不曾说过“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的话，
但我记得《1984》曾经这样写道“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历史，控制了历史就控制了现在”，胜利者把
淋漓的鲜血洗涤成淡红的血色，把历史的真实，改写成历史的想象，这是一种怎样无奈和悲哀的境地
。正因为如此，我们更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哪怕是旷野里寂寥的或者被阉割过的。平心而论，毛-范
的近代通史体系对于近现代史是有它自己独到见解的。但把这样一家之言作为不容置疑的历史教育权
威又是另外一件事情；“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是一种很有用的历史分析方法，但把它作为解释
一切历史现象的全能工具甚至是唯一工具又是另外一回事。回想二十世纪各个学科的发展，最该总结
和检讨的莫过于历史学（暂且不论政治学，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尚且没有成为可以自由研究和讨论
的学科）。今天《近代中国史纲》再版，郭老这本收山之作的确值得对近代史感兴趣的朋友认真读读
，也不一定要从中得到什么感悟或者获得什么认知，但能了解一些异于教科书的观点就足够了。书中
一些观点放在三十年前也许惊世骇俗，但在今天却能够公开出版，也说明社会也许不以我们希望的速
度发展，但多少还是在前进的。郭老这本书的历史内容其实与毛-范体系并没有根本上的出入，关键在
于对历史事实如何解释。比如关于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官方的解释是亚罗号和马赖神父事件，是英
法为了扩大罪恶的鸦片贸易发动的侵略战争。这样的看法，当然是事实的一个方面，但片面的真实甚
至比纯粹的谎言更加危险。刻意忽略“英军入城”问题和中美望厦条约中关于十二年后修约的历史的
背后，是刻意掩盖了清政府从上至下的昧于大势，没有近代社会契约和法律观念，完全与近代世界脱
轨的社会现状。话又说回来，鸦片战争的重新认识仅是挂一漏万，太平天国、洋务运动、维新变法、
义和团、辛亥革命等等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又有哪个不需要再认识和解读的呢？其二，郭老这本书
没有太多的历史论述的篇幅，即使有限的论述，也尽可能是在事实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作出，尽量避免
了由于自身观点，改变历史色彩的情况发生。中国的历史承载了太多教育的功能，传统的历史学观，
重要的不是历史事实的记录，而是臧否人物，褒贬忠奸。尽管现代历史学说已经充分说明，绝对的历
史客观记录是不可能的，但我认为尽己所能的还原历史本原，仍是历史学人不可推卸的责任。全书用
历史说话，却比泛泛的论述更打动人心，达到的教育效果恐怕是比用意识形态改造历史的做法高明百
十倍。金无足赤，书中也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书的定位是学术大家写的历史通史普及读物，自然一
些历史细节做不到很细致，对近现代史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以这部书做导引，对有关细节做进一步了解
。其二，书中的有些注释显得莫名其妙，比如第261页关于慈禧立宪的考虑，“自身亦或难保”，注释
是“年来康有为屡谋暗杀慈禧”，意思好像就变成了慈禧仅担心保皇派对己不利，更广大的社会推进
力量如立宪派和革命党都没有提及，又或者“自身亦或难保”仅理解成对自身的人身伤害，而没有考
虑清王朝的存续问题。注释也大多不注明出处，甚至有“据云”这样没有证实的信息。例如，第280页
，关于孙中山主推黎元洪和袁世凯为总统的注释“时为11月16日，据云系吴敬恒的主张”，第370页关
于沙基惨案的注释“据云示威大队中有苏俄顾问，命陆军学生开枪”等云。其三，由于当时历史资料
的限制，郭老对共产党的论述明显有些空泛，甚至存在历史错误。比如中央苏区的权力斗争非常简略
，延安的整风干脆没有；又比如458页的八路军会同国军重创“四千日军”于平型关，就值得商榷。不
知道这个数字出于何处，我个人的看法，八路能歼敌五百上下已经不错，当时南口战役失败后，国军
败退尚未重整，主力布置在忻口方向，平型关方面没有歼敌四千的兵力和能力。傅国涌先生在《重读
宋教仁》的历史随感中有这样一段话：“今天我们回首历史，看到的仿佛只有尘埃，只有权势的喧嚣
和赞美，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了，他们为此流尽的热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我们淡忘。在民族的集体记忆
里不能总是缺乏自我忏悔、自我反省的意识，先行者的教诲不能一再地被遗忘，历史不能一再地重蹈
覆辙”。说的虽然只是中国最初的宪政改革者宋教仁，但也道出了沉重的中国近现代史不断被篡改、
扭曲的尤其沉重的一面，当年司马迁为项羽作传的气度在今天的历史学人身上已经不多见了。书后小
记这样写道“历史是一门郑重的学问，一涉偏私，贻误后人，...... ,无惊人之笔，更不敢妄加私见，仅
能就所知道的点点滴滴，平实的写出来，作个交代，以就正于同辈后辈”。这样高山仰止的学术大家
，却有着这样严谨谦虚的治学态度，是让我辈汗颜且共勉的。
3、转帖在朋友圈子里，是阿伟兄最早发现《近代中国史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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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史纲》

年前通过我在万圣书园的户头购得。这本书分上下两册，著者郭廷以，相信现在还有不少朋友没听说
过，对这本书更是不熟悉，谨在此作一简单的介绍。郭廷以（1904—1975），字量宇，河南省舞阳人
，毕业于东南大学历史系。曾在南京大学、清华大学、河南大学、中央政治学校执教，后升任中央大
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在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初始阶段，与萧一山、简又文、罗尔纲、谢兴尧等筚
路蓝缕，在史料发掘和史事考定方面作出了卓越的成就，是该专题研究的第一代学者。1949年赴台，
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后历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筹备处主任、近
代史所所长。1959年起，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合作，首创口述历史工作，以口述笔记方式
，为民国史搜集资料（唐德刚所著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
黄郛夫人回忆录》即为其中的一部分）。曾赴夏威夷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讲学
及研究，并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客座高级研究员。1975年病逝于美国纽约。郭廷以毕生心血致
力于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培植大批史学人才，为现代史学著名先驱。著述有《太平天国历法考
订》、《中国近代史》、《郭嵩焘先生年谱》、《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台湾史事概说》等。《近代中国史纲》一书，是郭廷以1969年9月到夏威夷大
学东西文化中心访问研究时开始写的，不久即辞去中央研究所所长职务；此后无论是应哈佛大学之邀
到康桥，还是在访问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时，均未停辍；1972年写成初稿；嗣后进行修订， 
“最后一章定稿是在他逝世前二日”（郭夫人李心颜《书后小记》）。此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时，
郭廷以先生已过世一年了。1976年，《近代中国史纲》在香港出版，因其取材丰富，史料详实，写作
态度严谨，大受学术界和普通读者的欢迎，到1996年已经3版10次印刷了。说也奇怪，该书却未能在台
湾出版，和江南的《蒋经国传》一样，只能在地摊上露面（从打破文化专制的角度来说，盗版可真是
功德无量）。直到1994年，才在台湾获得正式出版。在我看来，该书不仅史料丰富，同时由于郭廷以
的研究角度和观点，与我一向来所接触到的历史书籍不同，所以有很大的触动。比如太平天国的一些
问题：在制度上男女是平等的，但实际上“妇女并未能得到平等与解放，且备受压迫荼毒。⋯⋯不只
是夫妇关系，一般伦理观念，与传统亦无出入”；说洪秀全“要破除所有信仰，建立一以他自己为中
心的信仰，控制所有的人力、物力，由他自己支配。他抱有大同的空想，自己则是特权阶级，举措‘
不近人情，但求事济’”。还有，他把述说太平天国的那一小节题目，直接定名为“极权统治”，真
是一针见血。就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出版前言》云：“只依照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提供的繁
体字版本作了简化字处理，书中除对外文人名、地名等译法不同和原版个别错别字作了改动外，其余
均未作改动”。这样的处理，在一般大陆引进出版的书籍中较为罕见。在大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也算是大牌了，但短短数百字的前言中，却将郭先生的卒年、该书在香港的出版年份搞错了，这样的
疏忽虽然不应该，但跟“考据之学”还扯不上边。郭先生在《清的统治》一节中，关于“考据之学”
的一段话说得很有见地：“统观清代的统治策略，一切以集权、防范、压制为尚。⋯⋯汉人之热中利
禄者，但知讲习八股；英拔才智之士，因恐触时讳，不敢谈民生利弊，论时政得失，惟有致力于考据
之学，以求远嫌免祸，学术上流于破碎支离，不见其大者远者，民族的朝气凿丧，朝野的志趣萎靡。
政治上‘上下之情未通，满汉之气中閼，大臣闒茸以保富贵，小臣钳结而惜功名’；社会上‘清议无
闻，而务科第、营货财，节义经纶之事，漠然无与其身’。”大清王朝为满人治汉，其统治之酷虐从
文字狱中可略见一斑，而金石考据之学却成果辉煌，远远超过以前汉人自己统治的历朝历代，在学术
史上盛称为“朴学”。然而，这种学术上“破碎支离”的成果，如要以对全国人民的思想专制为代价
的话，我祈求，中国永远不要再有这种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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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史纲》

章节试读

1、《近代中国史纲》的笔记-第135页

        1858年5月28日，中国有史以来失地最广的【璦珲条约】签字，，

2、《近代中国史纲》的笔记-第178页

        【案，洪杨之乱，其时，不唯中原，长江中下游兵乱，，西南的云南、贵州，西北的陕西、甘肃
、新疆，俱都大乱，种族屠杀，随处可见，可今天，少数民族对汉人的控诉却听不见，也不见有抗汉
的民族英雄纪念馆，，】

3、《近代中国史纲》的笔记-第155页

        太平天国之乱，，江浙大乱，上海为富家巨室避难麋集之地，户口由三十万增至百万，，

4、《近代中国史纲》的笔记-第106页

        【案，难怪mao要肯定太平天国，彼此的治军，及政治制度，政治理想，都差不多，比如焚书、理
论教育、土地共有、计划配给、打土豪要归公，，，】

5、《近代中国史纲》的笔记-第61页

        英国反对派抨击政府不早日取缔鸦片贸易，国旗应保证公正与荣誉，不得保护毒品。
但国会终于于四月初，以极微弱的多数同意了政府的政策。
英政府始终未正式宣战，认为军事行动只是一种报复，而非战争。

6、《近代中国史纲》的笔记-第105页

        【案，太平天国，行政体系，大概是以翼王为中书省，东王为司礼监，北王为门下省，丞相为尚
书省，，】

7、《近代中国史纲》的笔记-第50页

        【熙案，看此句奏议，原来一个想不通的问题，迎刃而解～为何中国不种鸦片，保持贸易平衡？
，清人尚有此觉悟，后来陕北某军却不在意，种植罂粟，以换军火药品，真可谓不择手段，，立国不
正，夫复何言？】

第五，栽植鸦片之利，数倍于谷，如不禁止，膏腴之地，将尽化为鸦片之壤。
第六，亦是最重要一点，银漏所关尚小，鸦片伤人所关犹巨，若明驰其禁，是绝民命而伤元气。

8、《近代中国史纲》的笔记-第146页

        【案，广州，南京，天津，北京，四大条约始末读完，深有所感的还是“弱国无外交”五字，，
漂亮事谁不愿做？近代外交，朝野动辄言以“丧权辱国”四字，声讨经手之人，亦经常不过暴民心态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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