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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文化史是中国近代文化形成、发展和变化的历史。
作为专史，《中国近代文化史》以1826—1956年间的中国文化为研究对象，重在考察中国文化现代化
的历史过程，阐述近代新文化生长和嬗变的轨迹，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在近代的蜕变与新生，通过
认识过去，以把握现在、启发未来。
全书由张昭军和孙燕京拟定提纲、统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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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可以说，经世派以忧国忧民之情，对清政府统治下的社会积弊沉疴进行了尖锐的批
评。
他们深刻揭露了吏治败坏、经济凋零、军备废弛、道德沦丧的黑暗现实。
他们指出，道光时期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昏时衰世。
张穆更把当时的社会比成五官犹存而官窍不灵的垂危病人，指出“方今良法美意，事事有名无实。
譬之于人，五官犹是，手足犹是，而关窍不灵，运动皆滞，是以当极盛之时，而不及四期，已败坏至
此。
”总体上看，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派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不仅全面而且尖锐深刻，他们希望藉此唤醒统治
者，促成社会变革。
 2.改革弊政 经世派积极探讨解决弊政的方法和途径。
他们根据传统的变易观念，主张通过“变法”来达到兴利除弊的目的。
龚自珍大声疾呼：“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
”魏源强调，“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 经世派的改革主张，首先集中在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实际政务，特别是问题较为严重的漕运、盐
法、河工、农业诸大政身上。
 清代的漕运，主要是通过大运河来进行南粮北运。
由于负责漕运的各级机构在征收、运输和入库等各个环节上反复转手，层层盘剥，使南粮北运耗费惊
人，成为清代的一大苛政。
经世派为了改变漕远的种种弊端，积极倡导以海运来代替河运。
早在嘉庆末年，包世臣在《海运南漕议》一文中就曾提出，改河运为海运，改官运为商运，并主张在
北方“置官屯”种水稻，改变南粮北运的局面。
林则徐在《畿辅水利议》中也主张在直隶推广水稻，从根本上杜绝漕弊。
1824年，时任江苏巡抚的陶澍再次提出海运之议。
魏源在1825年和1827年先后写成《筹漕篇上》和《筹漕篇下》，并代江苏布政使贺长龄撰写《海运全
案序》、《海运全案跋》、《道光丙戌海运说》、《复魏制府询海运书》、《复蒋中堂论南漕书》等
文，积极赞成海运。
后来，清政府根据这些建议，改河运为海运，大大地节省了清政府的财政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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