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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几年前，部队首长到我们单位开一个座谈会，在会上，我对首长说：“我想备一课，讲讲发生在
晚清时期的军事变革问题。
”因为我从事的是外国军事问题研究，所以当时有些人对我这个想法不大理解。
但是，我还是坚持要讲讲这个问题。
原因也不复杂，就是想给当前正在进行的军事变革提供点历史参考。
　　清朝是中华帝国最后一个君主专制王朝。
中国现今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外交和边疆民族等许多问题，大都是从清代演化和延伸过
来的。
中国在“康乾盛世”步入传统社会发展的巅峰。
同样，中国自“康乾盛世”之后开始跌落，至今再也没有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排头兵。
对这种现象，每一个中国人都在为之焦急，为之忧虑，都在思考，都在试图奋斗改变。
自“康乾盛世”之后200余年的历史中，出现过许多为中国重新崛起而挣扎、探索、奋进的仁人志士。
中国晚清时期出现的军事变革，就是这些仁人志士群体思维与行为的一幕剪影。
　　然而，这次军事变革没有使得中国如同变革者本人所希望的那样重新崛起；中华民族不仅没有从
这次军事变革中实现伟大的复兴，而且差一点沦为殖民地社会。
梁启超先生说：“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
足以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势而立于万国者。
”由此，我生发出研究晚清军事变革的想法。
　　后来，领导同意我讲授这个课目，但是列入讲座课，时间只有一个小时左右。
因而，我在讲授时只能更多地谈观点，史料引用可能少一些。
在此我还要特别强调一点，我的所有观点，都是有足够的史实为依托的。
　　关于这个课目，我有几点说明。
　　一、晚清军事变革的背景　　清代从1644年顺治定都北京到1912年宣统退位，历经10帝，共268年
。
晚清不是一个严格意义的历史分期概念。
我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才使用了这么一个概念。
　　（一）晚清军事变革的起止时间　　关于晚清军事变革的时间，学术界一般从1861年划到1911年
，历时半个世纪。
学术界的这种划分在时间上比较宽泛。
其实，这种划分是为了便于与中国历史分期相衔接，讲的更多的是这段时间内中国军事状况。
我个人认为，这种时间划分所讨论的，不是严格意义的晚清军事变革。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
　　晚清军事变革的起点为1861年安庆军械所建立，终点在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
理由如下：　　1、军事变革是洋务运动的组成部分　　晚清的洋务运动追求“自强求富”，而军事
变革则是“自强”的组成部分，应该从1861年为发端，因为这一年是洋务运动兴起的标志。
　　2、军事变革目的在于打造一支忠于清朝的强大军队　　清朝军队由三部分组成：八旗、绿营和
团练。
此外再加上水师。
军事变革期间，清朝政府除了对陆军进行了改革外，最突出的成绩是建立了南北两支舰队。
　　所有这些部队都是清王朝的军队，而不是私家武装。
军事变革的目的就是要打造一支忠于国家的军队。
尽管，曾国藩的湘军已有私家武装的雏形，但是，尚未成气候。
随着甲午战争的失败，上述改革的成果全部崩溃，标志着晚清军事变革的失败。
至于袁世凯以小站练兵为开端的新式陆军的建立，已属于中国近代军阀的私人武装，与晚清军事变革
不是一个命题范畴，所以我把终点定在了18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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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上就是我开讲晚清军事变革课目的大致脉络。
课讲完后，反响很强烈，收到了“让历史告诉未来”的效果一一这也正是我所希望的！
　　据此，有些朋友建议我继续研究这个晚清军事问题，我有些惶然。
因为，这毕竟不是我的专业方向。
而正在这时，中央电视台一个栏目找到我，让我讲讲晚清军事的人与事。
我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讲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丁汝昌、严复、洪秀全，以
及北洋舰队的薪水究竟有多少等十余期节目。
并在此基础上，写了一本书，也就是现在呈现给大家面前的这本小册子。
　　成书过程中，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的吴力超、韩峰、雷宁和赵子一等朋友，数次来寒舍夜谈
甚晚，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帮助。
在此表示深深的谢意，没有他们的鼓励与帮助，本书真的不知猴年马月出来。
　　最后，再复一言：我出身非晚清研究专业，尽管自己阅读了大量有关史料，有些地方肯定是见解
不深，甚至有错误。
好在学术是在辩论中成长的，因而恳切期盼同仁给予指正。
　　马骏　　2008年7月9日于京郊马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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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区区1996个英国士兵在中国攻城掠地，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为什么？
　　究竟是谁烧了圆明园？
八国联军为什么没去烧紫禁城？
　　拿着高薪的北洋海军号称“世界第七，亚洲第一”，为什么在甲午战争中会全军覆没？
　　丁汝昌、邓世昌真的是民族英雄吗？
　　你知道张之洞“几大纪律几项注意”的军歌吗？
　　自诩信仰上帝的洪秀全，为了要太监，结果整死了许多小男孩。
　　一向被视为卖国贼的李鸿章，却为推进晚清军事近代化而呕心沥血。
　　慈禧太后为了抵御外敌，竟舍得拿出国库年收入的二十分之一筹建水师。
　　谭嗣同为了警醒国人而慷慨就义，但在刑场上老百姓却往他脸上扔大菜帮子。
　　庚子年清军11.3万人对付八国联军2万人，但北京地区的战争仅仅打了56天就全线溃败。
　　自从人类文明开化以来，中国一直是“执世界之牛耳”的国家，但从晚清开始却急剧衰落，仅仅
是因为军力不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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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　新人新兵新鲜事——太平天国那个“国”字中国的字是“王”不是“玉”　　（一） 洪秀全
封了88个皇娘，自然也需要有太监，但是他没那份技术，许多男童都被弄死了。
　　1851年3月23日，太平军在东乡举行了洪秀全正式登基仪式。
但是之后的历史发展，证明这是一个短命的政权。
除了别的因素而外，太平军的失败还在于自身的腐败。
　　太平军本身的问题，自己首先应该有不被打败的实力，同时要想取得胜利还要看敌人给不给你可
乘的机会，“可胜在敌不可胜在己”，《孙子兵法》讲的门儿清着呢，这说明太平天国本身就有漏洞
。
举例来说，洪秀全后宫在册的有88个老婆。
后宫没有什么呢？
没有太监，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吗？
他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封了88个皇娘，他没太监？
这不乱套了吗？
他就是没有太监，为什么？
他不是不想有，自然也需要有太监，但是他没那份技术，找来一堆小男孩，做手术不成功，许多男童
都被弄死了。
他毕竟是土包子开花，不懂得太监手术这门技术。
太监手术是由清廷内务府专门处理这个事情的。
　　那不是一般的手术，弄完之后还得插一个鹅毛管，那个时候没有现在的导尿管，还得分季节，夏
天做手术感染，秋天上凉了以后才做，那是有一套的程序的，他不懂啊。
他哪懂这个啊，土包子开花嘛，就知道有太监，不知道太监怎么来的，不知道太监怎么做手术，就知
道太监把那玩意割掉就行了，他就学，东施效颦。
　　因为弄不成太监，这时女官就出来了。
大老婆管小老婆就那样管着吧，这就是从那开始有一套太平天国自己的制度了。
这先不说了啊，总之天国的失败有自身因素，以致后来“十年壮丽天王府，化做荒庄野鸽飞”。
曾国荃打进来之后，把天王府一把火给烧了。
天王府珍藏的珠宝是不是都被他抢了，他为了毁灭罪证把天王府都烧了？
对此后世说法不一。
不管怎么样，真的假的先不说。
后来的诗嘛，就是“十年壮丽天王府，化做荒庄野鸽飞”。
成为一片废墟，到处是野鸽子了。
　　这是当时的诗人写的，这不是后来人编的。
这时的军队已经不能打仗了，为什么呢？
农民起义啊，在一定条件下兴忽衰忽，都在一瞬间。
他的衰落和他的兴起是同样的快，没办法，这是个怪圈。
闯王李自成不也是吗？
打下北京城建立大顺政权，最后也走人了。
　　太平天国之后，洋务运动不就兴起了嘛。
这时候清政府有三支武装力量，团练，八旗，绿营三支。
那么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曾国藩、李鸿章还有左宗棠就觉得上海没有被太平天国攻下肯定有原因
，太平军攻下了杭州，没攻下上海，原因何在？
哦，是由于华尔的洋枪队。
因为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那个时候已经是初具规模了，上海外国人自己组织武装，来保卫上海不被
战争所蹂躏，这就有了华尔的洋枪队。
我认为，对于华尔来说，他不觉得我就是镇压太平天国，他就是想，你太平天国在外边爱怎么打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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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但是不能打我保卫的上海。
　　太平天国打洋枪队不行，什么毛病？
武器装备。
这件事情对李鸿章很有启发，随后他专门化装到外国兵船上看看，李鸿章当时已经有品级了，二品大
员啊，他如果去外国军舰上参观也可以啊。
但他去了也看不着什么啊，惊动也大，弄不好泄露风声，被太平军给整死了，用现在的话来说给你一
个奇袭，那不行。
所以李鸿章要化装去看。
外国军舰那时候还让参观。
李鸿章看了之后就要买洋枪，让谁去买啊？
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让他去买3000步枪，武装淮军。
　　左宗棠呢更厉害，他直接成立了洋枪队，组织了常捷军。
　　这样看来，如果没有太平天国运动，晚清许多将领，包括太平天国自己的将领，恐怕就是该剃头
的剃头，该烧炭的烧炭，但是这个运动起来之后却成就了他们杰出的军事才能。
正所谓“国家不幸兵之幸”，就怕你没能耐，因为一旦国家处于动荡阶段，他需要秩序恢复，那么这
个时候需要谁恢复呢？
需要能人。
如果这个物体处于平衡状态，这就不需要你，但要处于失衡呢，这就需要恢复平衡。
你比如说石达开，如果今天划成分他应该是大地主，韦昌辉也是。
像石达开、韦昌辉这些人，为什么要参加太平军？
大地主你参加太平军干什么？
你没饭吃，还是没衣服穿，用老百姓的话讲“心气太高了，不安分”。
贫下中农造反我理解，你说你这个大白领你造什么反，事实上他血液里就有那种细胞，就是说我一定
要比现在强，他需要一个时机。
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人就跑出来了。
　　中国的农民起义分两种，一种“佃变”，就像陈胜、吴广起义。
朱元璋都不是佃变，他是打的郭子兴的旗号走上来的。
一种是“民变”，民变成分就复杂了，你洪秀全真是吃不上穿不上吗？
果真如此你去广州还考什么试呀？
洪秀全是个秀才呀，并且是破落的。
他们打仗可不是“来来来，大战三百回合”，可不是那样，他是指挥的。
随着战争的发展，指挥开始复杂起来了，指挥的样式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在古代社会将军在
古代战场的个人作用非常突出，刘关张三英战吕布，他如果败了下面几千人就得走，他胜了就冲，现
在不是这样了。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的时候在几千公里外的欧洲已经产生了今天军队的大脑——总参谋部，已经进入现
代军事统帅体制了。
中国落后吗？
落后，但再也不像刘关张那个时代了，在这个大势下，冯云山、石达开、韦昌辉等更重要的任务是摆
兵布阵，用兵的问题，你打县城，围魏救赵，围城打援，怎么集中几倍的兵力，怎么做诱饵，他们更
多的是讲这个。
在太平军的时候就更重视谋略的，当然还得打仗不怕死。
什么叫“抵近指挥”呀？
比如打永安城，冯云山也是抵近，那个时候的炮不像现在呀，远射程武器，远程制导打击，从美国能
打到关岛。
他在战场上被打死，就是因为抵近指挥了，不是在后方指挥部。
所以他们为什么能崛起就是学习如何掌握战场的主动权，想办法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取得胜利。
　　近代史上有一首晚清民歌：“豌豆开花花蕊红，太平军哥哥一去无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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娘娘哭得白了头，妹妹哭得眼睛红⋯⋯”反映了中国底层民众对理想主义境界的向往。
“太平天国”首先是一种空想，他原来有个施政纲领《资政新篇》但没有实行，是1859年洪仁玕弄得
。
《天朝田亩制度》也没落实，“无处不饱暖，无处不均匀，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和中国传统农
耕社会的大同思想是有深刻联系的。
农民就追求绝对的平均呀，太平天国追求的太平的前提就是平均。
　　“无处不饱暖，无处不均匀，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开始时这是作为一种信仰，对统治者
来讲那就是一种手段，因为他的目的就是建立天朝。
彻底改善中国的土地制度，农民是提不出的。
一定要打破现有的土地制度然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那是目的。
统治者是作为策略提出来的，但农民最信这个。
那种农耕社会的自然经济才符合这种东西。
但是这种东西实际上一天都没实现过。
比如说分“男行”“女行”，自己就不平均呀，那时候太平军那些首领就已经有自己的好几个太太了
。
　　太平军有女兵是不是开创性的？
历史上是不是没有过的？
就这些东西也可以打个问号。
首先，太平军的基本士兵是汉族，有少数民族吗？
有，但基本成分是汉族，而且越往北汉族越多。
但汉族的女人都裹脚，连走路都费劲，你别说让她行军打仗了。
而且南方多山区（少数民族妇女不裹脚）。
洪宣娇也是个子虚乌有的人物。
从生理上来看，女的也不可能成为一个作战建制。
裹脚女人怎么能打仗呢，只能是做些辅助性工作，把她们组织起来纳鞋底子总行吧。
你站都站不稳是不是啊，在太平军就是做辅助工作，就是把她们组织起来。
这种方式是不是也是一种新的形式？
从这点意义上来讲，这是个社会运动，他把整个社会呼唤起来了，最主要的是他对女人不歧视，男人
能干的女人也能干。
但前提错了，不能结婚没有家庭，没大小辈儿。
他不是拜上帝教吗，对上帝来讲我们都是孩子，爹妈也是兄弟姐妹。
谁的孩子，主的，就是一家人也得分开，农业社会主义啊。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就是基督教传到中国的变体。
中国人不认这个。
为什么曾国藩威信这么高啊，他用中国的传统文化孔孟来对付你太平天国，孔孟之道对中国一般民众
是有吸引力的，都是走科举取试，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就跟现在的民工似的，他虽然现在生活条件不好是弱势，但是他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读大学。
一个道理，曾国藩之所以能，能就能在抓住了民众的心理。
　　现在又说曾国藩又说太平军，那么太平军的覆灭，是一种军事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呢？
　　是社会问题。
农民这个阶级就不可能通过起义取代政权。
但有个前提条件，只能是国内问题。
而现在是国外的来了。
　　那个时候还管外国人叫洋亲兄弟啊，高兴啊。
后来觉得不对劲了，认识你也不行，我得不到更大的权益。
　　那个时候国内的部队里有没有洋人呢，有。
军事顾问。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马骏>>

但是就是说这种洋人支持太平军基本上是个人行为。
但背后，出安全问题的事了就不是个人行为了，这就是国家利益问题了。
不光是个人问题，大小问题，打关系也是跟清政府打关系。
你比如华尔、戈登，尽管是以退役军官的个人身份在华从事工作的，但他代表一种势力一种责任。
农民起义兴忽衰忽啊，农民一旦走到一个点就完了，立马就转变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太平军最后是自己垮掉的，1856年的天京内哄，损失的都是精锐部队啊。
　　还有太平天国那个李秀成自述，怎么理解？
李秀成那个不能看作是投降，他尽自己的职责，出发点还是为了太平天国。
　　中国的农民起义分为两种，一种叫“佃变”，真正的穷苦农民，生活不下去了，揭竿而起。
比如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你去戍边误期是死，起义也是死，那就起义吧。
中国这块土地上容易产生邪教，农民大起义常常以邪教为由头，把一条鱼放在土里埋了，上面贴张纸
，要变天了，“咣”一个炸雷，挖出来，这就是征兆。
比如东汉张角的太平道、东晋孙恩的五斗米道，洪秀全弄了个拜上帝教等等。
为什么曾国藩打太平天国一打一个准儿，曾国藩就用传统的儒教来教育他自己的子弟兵。
　　农民起义第二种就是“民变”，参加者有的是大地主，有的是知识分子。
比如《水浒传》中的故事就是民变。
宋江这个小官吏造反是腐败引起的，官场黑暗，他不是活不下去，他担任的县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县
委秘书长，完全活得下去，你最后杀人了，你勾结黑社会，怎么能不抓你呢？
搁现在社会也抓你呀。
然后他跑了，这是典型的民变。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其实是一场“民变”。
他利用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为什么这样讲？
这就要追溯到鸦片战争时代。
1840年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1842年8月29号签订的《南京条约》，五个通商口岸开了，用现在的
话说是好事，但那时是被迫的。
因为中国有传统的“男耕女织”的经济，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
封建社会的特点就是政治上的专制，经济上的自给自足。
你有家织布，人家有洋布，你不能光穿家织布（家织布是白色的）呀，你给谁戴孝呀？
那不成，你得染呀，你用的是植物染料，人家用的是化学染料；人家不褪色，你的褪色；人家不缩水
，你的缩水呀。
所以家织布抵御不了洋布。
手工业者失业了。
杨秀清就是手工业者，烧炭的。
所以广东地区社会矛盾尖锐。
矛盾大，老百姓是逼上梁山呀，老百姓一般是不造反的。
中国农民太老实了，谁干那事呀，怕惹祸。
　　洪秀全考了四次秀才，都没考上，灰心丧气。
他第二次去广东考秀才的时候遇见一个叫梁发的人，时间是1846年。
梁发是个传教士，他拿着《劝世良言》给了洪秀全，但洪秀全给放在一边了，第三次秀才没考中，把
这本书翻出来发现挺好。
中国第一次把外国的思想、外国的意识形态嫁接到中国就是洪秀全，马克思主义那是后来。
所以毛泽东说洪秀全是中国第一人、全人，是第一次接受西方真理的人。
上帝就一个儿子耶稣，他讲上帝还有一个儿子就是洪秀全。
他的拜上帝教改造了上帝，因为有天父，他的肉身生父他不认了，洪秀全以后再也不提他的父亲了。
洪李氏是洪秀全的母亲，上帝也就是天父没老婆，玛丽亚是童贞生孩子，生在利伯恒的马槽子里。
但中国又有传统，你不认父母哪成呀？
所以洪秀全改造了基督教，他嫁接，妈妈认，爸爸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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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了天王后把他的妈妈请到南京去了，叫做“君王母”。
为什么不叫太后？
因为他说那是妖。
皇帝、太后这是妖。
我妈妈是太后，但是不能叫这个名。
洪秀全原名洪火秀，为什么要改成洪秀全呢？
“秀”取了，又改了个“全”就是要全体，要大，洪秀全就是什么都有。
你看太平天国的那个“国”，里面没有一点，四方框里面有个“玉”字，不是，四方框里面是个“王
”字。
他造字，国家之中就一个王才叫“国”呢，否则不叫“国”，“王”是谁呀？
就是他。
由于社会矛盾尖锐，农民揭竿而起。
清政府打不过他。
1853年洪秀全建都南京，咸丰皇帝抓瞎喽，再往北过完长江就是徐州然后是河北，过完河北就是北京
了。
势如破竹，不可阻挡。
　　（二） 唯才是用与任人唯亲，太平天国在用人问题上“前明后暗”，经验与教训就像两只手，捧
起的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太平天国是发生在晚清时期一次重要社会革命。
这次革命一度被捧上了天，美化得不得了，洪秀全被认为是中国历史第一完人。
改革开放以后，太平天国历史“洗尽铅华还本来”，被人们给予了理性的分析与认识。
　　不管人们对这次运动怎样认识，太平天国对于中国近代史的走向起到一个非常奇特的作用，这是
毫无疑义的。
　　没有太平天国运动，就不会有洋务运动；没有洋务运动，就没有中国求强求富道路的探索；没有
探索的失败，就不会有康有为变法，孙中山革命；没有孙中山革命，就没有辛亥革命；没有辛亥革命
，就没有今天的一切。
　　这样认识并不是要归结到今天的一切都是太平天国带来的，如果得到这样的结论，那是荒谬至极
！
　　我用这样的逻辑推理，不过想说这样一个观点：太平天国运动是一部分中国人在近代做出的一种
改变中国现状的尝试。
尽管他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太平天国所有悲剧式的人与事，都为后来者继续探索中国既富又强的道路
，提供了有益经验和教训。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在揭秘晚清军事专题中讲讲太平天国问题的原因！
　　太平天国从建立那天起，军事工作就是这个政权的最主要的工作。
从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爆发，到1864年7月19日曾国荃攻陷南京，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为止，这个
政权始终处于战争状态。
几乎是没有一天过着稳定的和平生活。
在这样一条主线中，太平天国由盛到衰始终被一条看得见的问题左右：这就是洪秀全的用人问题。
俗话说：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在战争时期，用人得失一直决定着他们事业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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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骏：晚清军事揭秘》作者马骏，央视“百家讲坛”“周末开讲”、北京电视台“名师讲坛”
坛主，其讲授的“二战人物”与“孙子兵法”，拥有众多观众，揭秘刀兵烽烟戈铁马，解读百年沉沦
家国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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