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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民变是长期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
民众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如同神经末梢一般对社会有着最直接的感触，国家事态的任何变化，都
会在他们的生活中产生波澜。
因而一旦社会稍有蛛丝马迹般的变动，他们便会敏锐地感受到，从而产生最“原始”的反应以努力维
持自己的生活。
所以每当一个朝代走向没落灭亡的时候，随着局势的动荡，民变的频率也愈加高涨。
辛亥革命前十年亦不例外，处处“人心不靖”、“人心浮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变高峰。
　　在中国历史上，清末十年无疑是一个比较微妙的时间段。
这段时期，中国的国情纷繁复杂，在外面临着穷凶极恶的列强入侵，在内清朝政府业已衰相毕露，正
在进行着垂死挣扎。
帝国主义国家既要利用清政府来压迫中国百姓，实现他们对中国的掠夺，又要时刻压制着清朝政府，
不让其壮大；清政府则既要对侵略者奴颜媚骨以换取片刻的喘息，又想利用此喘息之机得到一定的发
展，同时还要四处镇压民众反抗以“巩固”统治。
因此，帝国主义国家与清朝政府貌合神离，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阳为握手和谈，阴则乐看“鹬蚌相争
”。
这种内外尔虞我诈的局面，直接的炮灰便是广大中国百姓。
中国百姓时为二者共同压榨的对象，时为二者互相攻讦的工具，但是无论处在何种状况，他们都无一
例外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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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晚清民变研究》内容为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民变是长期普遍存在
的一种社会现象。
民众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如同神经末梢一般对社会有着最直接的感触，国家事态的任何变化，都
会在他们的生活中产生波澜。
因而一旦社会稍有蛛丝马迹般的变动，他们便会敏锐地感受到，从而产生最“原始”的反应以努力维
持自己的生活。
所以每当一个朝代走向没落灭亡的时候，随着局势的动荡，民变的频率也愈加高涨。
辛亥革命前十年亦不例外，处处“人心不靖”、“人心浮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民变高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晚清民变研究>>

书籍目录

目录第一章 释题“民变”第二章 晚清财政与民变第一节 晚清的财政支绌及应对措施第二节 人民捐税
负担的加重及抗捐抗税运动的兴起第三章 晚清灾荒与民变第一节 灾荒与清政府第二节 饥民运动第四
章 晚清思想统治的削弱与民变第一节 民变与近代报刊的舆论导向第二节 《申报》对民变的报道第五
章 1910年莱阳抗捐抗税运动第一节 运动的兴起第二节 运动的失败第六章 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第一节 
序幕的拉开第二节 饥民的斗争第三节 清政府的难题余论——民变与晚清覆亡的契机附录一1902年
～1911年10月抗捐抗税抗租运动表附录二1902年～1911年10月饥民运动表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晚清民变研究>>

章节摘录

　　（6）民变个案的研究。
清末十年一些对当时社会造成广泛影响的民变个案也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如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就
是比较吸引史学工作者目光的民变事件。
关于该个案，其发生的原因以及事件中的官绅斗争是争议比较多的问题。
其中，对于事件发生的原因，简婷认为灾荒直接导致了长沙抢米风潮的爆发，“连年灾荒使社会生活
紊乱、道德失范、人性扭曲；而政府赈济灾荒的措施不能达到安抚灾民的目的，又为民变爆发提供了
某些偶然因素”。
朱圆满则侧重于经济学视角，从五个方面解读了梁启超对长沙抢米风潮的经济观察。
第一，通货膨胀和政府滥铸铜元是导致米贵的政治经济根源。
第二，政府的财政政策亦难辞其咎：首先，政府肆意加重农民负担是百物腾贵的直接原因；其次，不
合理的税收制度使得贫苦农民逐渐失去经济自立能力，从而沦为社会的边缘人群；再次，盲目推行扩
张的财政政策致使人民的购买力下降。
第三，工资低、就业困难和人民的贫困化引发了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导致饥民、失业者以及那些拿
着过低“庸银”的工匠成为长沙抢米风潮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
第四，全国性的农业萧条和粮食短缺，构成了长沙抢米风潮发生的经济大背景，但造成此事件的根本
原因还在于湖南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过于低廉。
第五，湖南人民所得大米达不到维持人的生命存在的最低粮食数量，致使生命将无从延续亦是致变的
重要原因。
　　此外，鲁克亮在重新分析了当时湖南粮食产量和米价后，认为“传统观点所持的粮食供应不足、
米价腾贵对长沙抢米风潮的解释显得十分勉强，长沙抢米风潮的深层原因实际上是占长沙市人口多数
的城市工人和外来灾民在面对粮食危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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