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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洋务运动是19世纪中期清朝政府内的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运动。
《洋务运动史话》不仅介绍了洋务运动的发生、发展、结束的历史事实，还对当时发生的廷臣疆吏大
辩论、天文算学馆之争、幼童留洋学西学等进行了详细描述。
这些对后世有着深刻影响的事件作者一一作了还原，使清末的这次改良运动更加清晰地呈现出来，并
为当代的读者深入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较为全面的版本。
本书由丁贤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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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丁贤俊(1928—)，男，汉族，湖北钟祥人，中共党员，1957年考入华东师大历史系(1957-1961)，本科学
业结束后继续攻读中国近代史专业硕士(1961—1964)。
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先后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特约研究员。
专著有《洋务运动史话》、《伍廷芳评传》，参加《中国近代史》编著工作。
编辑：《伍廷芳集k《中山墨宝》。
集体编辑：《孙中山全集》、《胡适密档暨函札》、《中国家法族规》、《澳门史料》、翻译英、日
文史学论文20余篇。
发表新旧体诗百余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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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56年以后，英、法侵略军乘清政府遭受农民革命沉重打击之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英、法与清政府在北方已处于交战状态，在上海却同时出现了英法公使在江苏布政使薛焕和两江总督
何桂清请求“保全”的情况下，宣布保护上海。
于是，上海官绅雇用美国人华尔组成洋枪队。
咸丰帝对于何、薛的借洋兵自保，斥为“纰缪已极”，多次下令解散这支队伍。
上海地方官绅并未立即执行。
1860年8月中下旬，出现了英法联军在北方攻打大沽炮台，一部分洋人组成的军队却配合清军在上海攻
打太平军的怪现象。
　　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清廷和王公大臣遭到英法联军驱赶，逃亡热河；侵略联军遵约退兵后又邀
请清廷和王公大臣回京。
经过一打一扶的两度波折，他们对英、法侵略军的看法开始转变。
俄、法两国表示愿意“助剿”，咸丰帝已不断然拒绝，只是责令东南督抚讨论。
江苏巡抚薛焕和两江总督曾国藩，一个赞成，一个拒绝。
英国唯恐俄、法两国“助剿”损害它的在华利权，从中作梗。
这两国的助剿并未实施。
但上海地区酝酿“中外会防”（实际上是清军与英法联军共同防御太平军）和雇佣洋人“助剿”却仍
在实行，只不过还不是官方正式出面。
　　1861年咸丰帝死，慈禧、奕诉掌权，情况再次变化。
年底，大平军第二次围攻上海。
11月，“上海中外会防局”正式成立，由上海官绅出钱，英、法出兵，共同抵抗太平军。
当这个谋划用上海官绅“公呈”的名义上奏到京时，去年还表示“借夷剿贼，流弊滋多”的奕诉，这
时已成了辅佐幼帝同治的权臣，他用同治帝的名义，对上海官绅的“公呈”大为赞赏，下令薛焕会同
各绅士速与英、法筹商借师助剿事宜，只要对“剿贼”有益，皇帝定不遥制。
这种中外合作的新政策，正是从奕诉所酝酿的新国策“灭发捻为先”派生出来的！
于是，借师助剿便成了朝廷首肯的军事行动。
这行动又势必推动购买洋枪洋炮和进而准备仿造洋枪洋炮的施行，成为洋务运动发生的助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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