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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湘淮人物与晚清社会”论集，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丛书——晚清史论丛的第三辑。
2009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和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在湖南省湘潭市
联合举办第三届“晚清国家与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主题为“湘淮集团的兴起与晚清社会
”。
《湘淮人物与晚清社会》(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
心)收入论文28篇，除会议论文外，也有少数几篇是特约稿。
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湘淮系人物的思想与志业，以及湘淮集团兴起对晚清政治权力结构
、外交、军事和社会经济的广泛影响，进一步揭示了晚清社会变化的诸多面相，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
晚清中国社会与政治变迁，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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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正式组建于1978年，其前身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刘大
年所主持的“中国近代史组”，主要任务是研究晚清和民国初年(1840～1919)的中国社会与中国政治
。
1999年，因学科调整，原中国通史研究室并入，政治史研究室的研究范围亦相应有所扩大，即包含了
整个明清史(主要是清史)在内，但重点仍在晚清和民初。
政治史研究室在刘大年、罗尔纲、张海鹏等知名学者的带领下，在学科建设方面形成了既重视晚清断
代史研究又兼顾中国近代通史的研究特色，在诸多研究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其中，晚清史学科于2003年被确定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
政治史研究室现有研究人员11人，其中研究员6人(博士生导师3人)，副研究员2人，助理研究员3人。
研究室现任主任为崔志海研究员、副主任为李细珠研究员。

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正式成立于2006年，是湘潭大学校级重点研究基地。
曾国藩研究中心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成立的湘潭大学文献研究所曾国藩研究室，此研究室曾承担
过国家古籍整理重点项目《曾国藩全集》(30册)的点校整理工作，并出版了研究曾国藩的学术专刊《
曾国藩学刊》(共9辑)。
曾国藩研究中心的宗旨是宏扬湖湘文化传统，探究以曾国藩为代表的近代湖南人才群体对近代中国历
史进程的作用和影响。
曾国藩研究中心定期举办曾国藩学术研讨会(已举办3次)，出版年刊《曾国藩研究》(已出5辑)。
曾国藩研究中心现有专兼职研究人员12人，其中教授8人，还聘请了一些国内著名的曾国藩研究学者担
任学术顾问。
研究中心主任为王继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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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曾国藩和他的时代
曾江交谊与湘军的创立
曾国藩的天人观探析
曾国藩、左宗棠关系中的性格影响因素论析
曾国藩批点《仪礼郑注句读》稿本述评
湘军饷源探析
清御敕湘淮军平定太平天国战图考略
李鸿章与直隶练军
略论李鸿章幕府的两个阶段
李鸿章平捻政策出台前后
薛福成与曾国藩、李鸿章
丁日昌与曾国藩、李鸿章交往关系探微
张树声督粤政绩述略
从《开县李尚书政书》透视李宗羲的宦海生涯
试论北洋集团与淮军集团的渊源关系
晚清直省“公费”与吏治整顿
晚清“地方财政”形成疏证
同治初年的关厘之争——以江南四榷关为例
近代经济新闻价值取向及其政治语境解读——以《香港船头货价纸》为中心
旁观者观察清末民变的视点与反应——《申报》有关长沙抢米风潮的舆论取向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城市管理制度：以晚清北京为例
晚清维新派、立宪派的兴起与清朝的覆灭
戊戌时期李盛铎与康、梁关系补正——梁启超未刊书札释读
绍英与《绍英日记》
杨度与清季制宪
近年中国大陆与台湾晚清秘密会社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以一贯道为例
天地会和兴中会
论罗长椅与清末民初之藏事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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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所谓“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其实正是表明了太平天国势如破竹
的胜利进军：从偏于西南一隅的广西，北上进军两湖，再转而沿江东下，直至占领南京（定都为天京
），累计行军5000余里，影响及至沿途的数以百万计的民众百姓。
所谓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被“抢掠罄尽”，也恰恰说明太平天国初起之时极得人心，
受到沿途民众的衷心拥护和全力支持。
金田起义之初，太平军将士连同家属不过两三万人，在广西境内则始终未超过五万人，转战湘桂边境
时甚至还遭到严重损失。
而其全军人数的大发展，正是在进入湖南以后。
据太平天国后期的军事领袖忠王李秀成回忆：太平军在初入湘南的道州时，所招之众，“足有二万之
敷”，继而转赴郴州、茶陵一带，“亦招二三万众”。
曾国藩的情报官员张德坚也认为：太平军入湖南后，“由江、永而至郴、桂，更得挖煤矿徒刘代伟之
党，已倍前数”。
至于大小船只之扫数入太平军，是在其北上进军益阳并进入洞庭湖之后。
太平天国从此有了规模空前的水军。
从前的船户、水手变身成为水军的将士。
素孚人望的水手唐正才也一跃成为统率水军的将领。
湖北巡抚常大淳曾花费经月时间在临资口沉载巨石大船堵塞水路，以为从此可以阻挡太平军向湖北的
进军。
但太平军水路兵马到达后，“役民夫数万人去沉船，一日而通”。
这正是其时人心向背的最好说明！
至于所谓“日给米一合”云云，更是不值得一驳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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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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