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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督抚制度肇端于明代，其时尚属临时体制，因事而设，事毕即撤；至有清一代，则成定制。作为
中央派驻地方的封疆大吏，督抚执掌辖区内的军政大权，为地方最高官长，权力较明代大为扩大。不
过，在清朝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下，督抚的权力仍受到了有力的制约。嘉道以降，随着清朝统治走向
衰败和清廷中央集权的式微，督抚权力日渐坐大，其转变点则在太平天国之役。是时，由于绿营兵不
堪一击，太平军迅速占领南京，并建立起农民政权，清朝命悬一线。咸丰三年，清廷令大江南北在籍
官绅举办团练，组织地方武装，以对抗太平军。缘是，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湘、淮军，得以乘势而
起。咸丰十年，清廷复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授钦差大臣，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随后，在曾
国藩的保荐下，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一大批湘、淮军将领，出任各地督抚，尤其是同光两朝近
五十年里，最为举足轻重的直隶、两江总督，几乎被湘、淮将帅所垄断，督抚专擅兵权的局面开始出
现。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督抚采西学、制洋器、开工厂、练新兵、办学堂，实
力进一步扩大。特别是身处中外交涉的要冲，督抚得以挟洋人以自重。因是之故，同光之后，清廷于
军国大政，不能不首先垂询地方督抚而后定。督抚权力日重，清朝统治浸成了“内轻外重”的格局，
给晚清历史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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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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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社会巨变中的晚清督抚　　晚清督抚处于中国社会由传统向近代蜕变的大变动、大转型
时期。其间，中西文化急剧冲突，民族矛盾不断激化，中国社会发生了空前的巨变。对督抚来说，巨
变的社会既是挑战，也是机遇。他们抓住机遇，在自我发展的同时，对晚清的社会变迁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前所未有的社会巨变。　　1840年，英国的炮火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由是，近代中国开始
了反抗西方列强侵略的历史过程。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列强的侵略步步加深。在炮火逼迫下
，清政府节节败退，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社会逐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外国商品、资本潮涌而入，不断扩大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
，逐步瓦解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被卷入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这是西方资本主义
“征服”世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
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
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中国亦莫能外。资产阶级席卷全球的殖民扩张，打破了清王朝“闭关自守的
、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迫使“天朝帝国与地面世界接触。”在与“世界接触”的过程中，中华
民族备受屈辱，疆土日削，主权渐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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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晚清大变局，一个王朝的灭亡，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作为官大清王朝的官儿对上均自称“奴
才”而对下以“大人”自称，这些称呼在千不久的电视剧里经常听见看到。这些官儿的角色大概就在
“奴才”和“大人”之间。
2、博士论文之类的真难看懂。。。。
3、还算是有一定新意。
4、关于晚清督抚研究没有什么新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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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督抚在晚清中的作用，自不待言，对其研究无疑十分重要。而此书在总结其作用的方面确实贡献
不少。作者选题甚佳，然而个人认为，在另一方面，作者反而有被题目“误导”的嫌疑。现试略述如
下。作者在《绪论》中提到，长期以来，学术界在考察“督抚权力结构的变迁及其与中央关系的演变
”时，“缺乏思想文化角度的剖析”首先，研究“督抚权力结构的变迁及其与中央关系的演变”为何
必须要有思想文化角度的剖析，作者并没有指出，而在后面各章的论述中，似乎也没有论证甚至涉及
。要说权力结构等变迁中的“思想文化”，大概可以指在太平天国等危机后清廷及时人对于督抚权力
的范围、大小的认识，但这点在书中似乎也没有体现。书中对于思想文化有所体现的，其实是作者所
说的督抚自身思想的嬗变。但其实这又涉及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督抚作为一个群体，其思想有没有
什么特殊性？要说有，总能通过一些蛛丝马迹找到些许端倪，但问题在于作者能不能找到，即便能找
到，又值不值得如此大作文章。如在后面讨论督抚的外交观念（第三、四、五章）、教育观念（第八
章）的改变时，作者的做法大致就是将各督抚各自辑出，然后对各人的思想进行比较，然后说谁比较
先进，谁有了进步云云，可见如果要落实到独特性时，各督抚本身出于志趣的不同等等，实在差别颇
大，难以落实到督抚作为一个群体所独有的特殊性。当然作者也曾如此尝试，即试图对督抚群体的观
念有一概括性总结，但当如此做时，其实作者无法回避但事实上却确实回避了的是：督抚群体与官僚
群体何异？如果说官僚群体中有思想落后的保守派，督抚中何尝没有？作者在《绪论》中提到，督抚
群体毕竟存在一定共性：即他们“身处中西文化急剧冲突的特殊历史时期、具有空前的权势与地位、
对晚清的社会变迁产生过巨大影响”。但试问这里哪一条可以论证督抚在思想上与官僚群体会存在巨
大的差异？如身处中西文化冲突的历史时期，试问当时的官僚群体哪一个不是处于这一时期的？而有
权有势是否会造成人的思想的转变？这一点是无疑的，但问题是官僚群体的权势与督抚的权势何异？
如何造成思想文化上的差异？这些作者都无明言。作者又言，其研究将重点关注中东部督抚中“政绩
卓著、影响力较大、具有改革意识的督抚身上”，并以“‘重点研究’同样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
进行解释。无疑重点研究是可行且必须的，但也必须因时因事而制宜，如讨论近代化举措时，当然要
举张之洞等人为例。但如果是要讨论督抚作为一个群体的思想文化的变迁，在选择考察对象时又先将
范围限定在督抚中具有改革意识中的一群，这不啻于是在进行循环论证，结论当然会是督抚具有改革
意识。质言之，作者最为自得的对督抚群体进行思想文化上的考察，无非是将督抚群体从整个官僚群
体中抽离了出来，这样的处理无疑能够实现：事实上我们能够将任何人从任何群体中抽离出来对他们
的进行思想文化上的考察。问题在于这么做有没有意义？如果抽离的对象与被抽离的对象不存在什么
根本上的差异的话，那么这样的考察恐怕只能是提供个例。而另一边厢，不处理这个文人群体而只处
理部分督抚，如在探讨甲午以前的教育观念时，只及曾、左、李少数几人，而不见冯桂芬等权势不大
，但著述影响深远者，就难免对督抚群体的思想转变有足够的体现，反而让人产生张冠李戴的错觉，
以为某项思想为督抚的首倡云云。如是种种，恐怕也是学术界不曾对督抚群体进行思想文化考察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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