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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代史》，本书阐述了自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近代历史进程。
其中着重叙述了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变化、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及中国人民为实现国家的独立富强进行的种种探索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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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节 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展开　　1 洋务派　　“洋务”一词由“夷务”衍变面来，泛指与西
方资本主义有关的一切事务，包括外交、通商、传教等。
洋务运动则是指19世纪60至90年代，清朝一部分当权的官僚效法西方资本主义所进行的一系列军事、
经济、文化等活动。
前期（19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自强”，以购置西洋船炮枪械、建立近代军事工业、训练新式海陆
军为主；70年代后，在进行上述活动的同时，又在“求富”的口号下，陆续创办了工矿、轮船、电报
、铁路和纺织等民用企业，还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翻译西方书籍等，从事这些活动的人被称
为洋务派。
　　2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清朝中央主要有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和户部侍郎文祥等人；在地方
主要有担任封疆大吏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及稍后崛起的张之洞、盛宣怀等。
　　奕诉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辛酉政变后，荣膺议政王大臣并掌管军机处、总署等要害部门的实权
，并通过对军机处的大改组，全面控制了中枢权力。
虽然在体制上清廷的最高权力握于太后之手，但此时的慈禧尚“不便明揽大权”，还处于“事事小心
以得政治学术之经验”①的阶段，大凡军国要政，实由奕?做主。
他最早提出了洋务运动的方针并支持地方实力派兴办洋务，其洋务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具有
全面的指导作用。
　　曾国藩是最早由封建官僚转化为洋务派的。
他尊崇程朱理学，但不尚空谈，讲求经世致用，1860年便提出了“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开展洋务运
动的思想主张。
为此，曾国藩不仅广泛网罗懂科技的专门人才，而且重用和提拔了一大批包括左宗棠、李鸿章、郭嵩
焘等在内推进洋务运动的中坚和骨干。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他急流勇退，自请“裁湘留淮”，势力渐弱，加之他去世较早，所办洋务项目有
限。
但他在开创风气，培养人才等方面颇有建树，成为公认的洋务派首领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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