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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中心》的作者是夏维奇。

《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中心》以晚清时期的有线电报建设为中心，在近代中
国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宏阔视域下，系统、深入地探讨清政府引入、推广这种西方科技的基本历程
与主要影响，进而以此个案解析中国在向近代转型过程中所呈示出的复杂局面。
这一研究成果对深化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研究，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

作者简介

夏维奇，男，1970年9月生。
安徽庐江人。
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后。
现任淮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安徽大学历史系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社会史研究。
近年来，先后在《台湾研究》、《学术研究》、《社会科学战线》、《北大史学》等核心期刊发表论
文十余篇，其中多篇为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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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序二
绪论 
第一章 中与外、新与旧的较量：电报的东延
  第一节 电报知识的东传
    一、天涯咫尺：电报的研发与东延
    二、来华西人与也洋国人：电报知识东传的两大主体 
  第二节 清政府与列强关于西人在华架建电报的早期较量 
    一、  “持议甚坚”：西人在华架建电报的提请
    二、“力为设法阻止”：清政府的态度与行动
    三、“界限分明”：中西较量的结局
  第三节 晚清朝野对自建电报的认知及嬗变
    一、分化：晚清早期国人对自建电报的认知
    二、对抗：台事后的趋新与守旧的论争
    三、观照：日本电报业的发展对国人的触动
第二章 阶段与板块、稀疏与不匀：电报的创建
  第一节 电报的试创l
    一、中国自建首条电报线考辨 
    二、中国拥有的第一条电报线——马尾线
    三、中国早期自建的三条电报线
  第二节 三大电报干线的架建     
    一、津沪线的架建
        二、长江线的架建
    三、沪粤线的架建
  第三节 电报的深入发展
    一、津沪线的延伸及华东、华北、东北电报网的形成
    二、沪粤线的延伸及东南、华南电报网的形成 
    三、长江线的延伸及华中、西南电报网的形成
    四、西北电报网的形成
    附一：列强在中国架设的电线
    附二：中国在朝鲜架设的电线 
第三章 经办、管理与技术：电报的运作
  第一节 电报的经办
    一、早期官办
    二、官商分办
    三、官商合办l 
    四、国有部办
  第二节 打报制度与巡护制度
    一、打报制度 
    二、巡护制度
  第三节 电码编制与器材研制
    一、电码编制
    二、器材研制
第四章 国际因应：电报的中外沟通
  第一节 中外接线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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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与列强的接线
    二、中国与朝鲜(韩国)的接线
  第二节 中外接线后的出入境电报收费问题
    一、《齐价合同》订立前中国出入境电报收费的分成问题
    二、中、英、丹四次《电报齐价摊分合同》
    三、中外其他电报收费交涉
      第三节 中国与国际电报会议与组织
    一、世界保护海线会议
    二、各国公议电学总会：     
    三、万国电报公会
第五章 “润物细无声”：电报与晚清社会 
  第一节 电报与社会观念及政治 
    一、电奏的出现与电奏制度
    二、电旨的出现与明降谕旨电寄制度
  第二节 电报与中外战争
    一、转变
    二、措置
  第三节 电报与社会经济
    一、电报与赈灾防灾
    二、电报与铁路运营
    三、电报与矿山开采
  第四节 电报与文化教育
    一、电报与新闻事业
    二、电报与教育事业
结论
征引文献及参考书目
附录：中国电线地图
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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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与列强信息飞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
速悬殊”。
李鸿章以曾纪泽与清廷的联系为例，具体指陈二者间的差距：“即如曾纪泽由俄国电报到上海，只须
一日。
而由上海至京城，现系轮船附寄，尚须六七日到京。
如遇海道不通，由驿必以十日为期。
是上海至京仅二千数百里，较之俄国至上海数万里，消息反迟十倍。
”这一系列数字是李氏基于其与曾通信联系的亲身经历，全是写实，故极具说服力。
 中外通信迟速如此之悬殊，已让中国处于严重不利境地。
一旦战事发生，中国必十分被动，李鸿章据此警示国人： “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
利害已判若径庭。
”在上述层层论证的基础上，李鸿章进而指出： “是电报实为防务必需之物。
” 本来，津沪线的架设将会对所经之地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皆产生积极影响，但《李片》强调的是电
报的军事价值，着重铺陈架设该线之国防意义，不涉李鸿章早年提及的电报之商业功能。
此既是时下形势所需，也是李氏的奏设策略之一。
盖军事关乎国家之安危、政权之巩固，故强调军事最能打动朝廷，也最能减弱保守势力的阻挠。
 李鸿章在综述西方电报的应用及影响之后，还具体指陈俄罗斯与日本的电报建设情形：“近来俄罗斯
、日本均效而行之。
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
”“查俄国海线可达上海，旱线可达恰克图，其消息灵捷极矣。
”此亦有其深意：一则表明建设电报已成世界大势，落后国家应及时跟进；更为关键的是，俄日为中
国近邻，而儒家治国安邦的政治理念中强调“邻厚君薄”的优患意识，故李鸿章突出这些国家的电报
发展景况，更能警示国人，以增强其危机感。
 另需指出，李鸿章奏设的是津沪线，离京城尚有一段距离。
其实，他深知北京通电之意义：“神京为中外所归响，发号施令，需用倍切”，但却拟从天津架设，
此仍是其策略。
李鸿章后称，其时“颇虑士大夫见闻未熟悉，或滋口舌，是以暂从天津设起，渐开风气”。
既然引入电报已不能再作延缓，而京城保守氛围仍重，与其提出由北京设起而“滋口舌”，辩论耽搁
时日，甚至存在废止之险，不如暂退一步，先部分地实现计划，以“渐开风气”。
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李鸿宣的无奈，并昭示嗣后中国电报建设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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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晚清电报建设与社会变迁:以有线电报为考察中心》青年学术丛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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