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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明前编著的《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和农村政治》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青年学术文库之一。
本书共十五章节，第一章为时代背景分析。
第二章探讨太平天国政治文化的渊源。
第三章至第五章集中纠正阶级分析论研究范式。
其中第三章重点批判阶级分析论以《天朝田亩制度》作为衡量太平天国政治水平标准的理论误区，探
讨这一纲领性文件自身独有的理论价值。
在此基础上，第四章和第五章分别提炼太平天国农村政治的基本规律和政治的儒家化轨迹。
第六章至第十三章分前后期分别探讨太平天国的权力结构与农村政治。
第十四章为太平天国官制研究。
第十五章探讨太平天国起义在近代史分期框架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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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秀成在朝中没有宗族靠山，勤劳肯干才是他的晋身资本。
因此李秀成十分厌恶洪秀全“家天下”的中央集权政策，痛恨朝中以王长兄和次兄为代表的洪氏集团
把持朝政的倒行逆施，抵制洪仁歼的新政。
　　李秀成的政治性格还表现为他受宿命论支配的忠君思想和天命观。
　　李秀成的早期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世界观的基本倾向。
他的陈述也绝非被俘后心灰意冷，一时心血来潮所发。
从他的政治军事经历中，可以找到许多线索。
首先，他的忠君思想和他针对洪秀全“家天下”政治的抵制，与他主动积极的政治参与并不矛盾。
他的忠君思想本身就是受宿命论天命观影响形成的。
这使他在与洪秀全的权力斗争中，不仅其积极参政的建设性程度和效果有所降低，而且在与洪秀全的
较量中，因为政治心理被洪秀全把握，而最终沦为其政治牺牲品。
　　其次，李秀成由宿命论支配的天命观也深刻影响了与自己部将的政治互动。
李秀成虽然与李世贤以南北拱卫天京的方式影响天京政局，但是他在1860年以前仍然不得不向陈玉成
求援，如在桐城战役中他曾得到陈玉成的帮助。
1858年李秀成再次主持天京解围军务。
他“通文各镇守将，凡是天朝将官概行传齐，到安省枞阳会议，各处将臣俱而依约而来。
此时正是八年六月中旬，那时陈玉成由罗田、麻城败转，不约而到枞阳会议矣，各誓一心，定约会战
”。
1859年因薛之元叛降而导致的江北军事危机和天京再度被围，迫使李秀成“不得已，追调前军主将陈
玉成赶军下救”。
　　有论者认为李秀成言过其实，理由是李秀成是后军主将，地位低于前军主将陈玉成，没有权力调
动陈玉成。
但是如果把“传齐、调动”理解为“邀请”，歧义自然消除。
其实在1860年以前，太平军各部将领都围绕天京在各自辖区苦战，彼此协作是很自然的事。
太平军五军主将不过是对各实力集团地位的确认，并无绝对高下之分，不似杨秀清的正军师可以节制
其他军师、诸王。
陈玉成在掌率会议中任又正掌率，李秀成是副掌率，但这只能说明陈玉成由于实力强于李秀成，洪秀
全确认他的排名在李秀成之前。
李秀成固然不能调动陈玉成，而陈玉成也决不能节制李秀成，除非他们中谁有天王圣旨。
由于李秀成负责天京外围特别是长江北岸的防务，因此他是有可能也有权力组织军事会议的，因为他
有为天京解围的特定任务。
李秀成所谓“传齐”众将，并未明确说明采用的是何种方式。
有可能通过天王圣旨，也可能是邀请朋友帮忙。
至于李秀成说陈玉成“不约而来”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陈玉成由罗田、麻城败转”，可能李秀成的通文尚未传到他军中，他就听说有此会议而赶来；
也可能李秀成因为他正在湖北作战而本身就没有计划请他到会。
总之李秀成关于枞阳会议的情节并无夸大之辞。
至于1859年“追调”陈玉成到天京战场，李秀成的意思无非是表明因为自己无力解决江北战局，他不
得已只好请正在皖北作战的陈玉成回援。
“追调”的方式他自己并未说明，仍然可能是两种方式：请旨天王传檄陈玉成，或以请朋友帮忙的形
式请求陈玉成东援。
前者可能性大些，因为1858年三河大捷后，陈玉成、李秀成的作战区域便相对稳定，彼此的独立性增
强，要调动对方，请旨天王保险些。
而请朋友帮忙也不是不可能。
陈玉成与李秀成在家乡的时候关系很好，“至陈玉成在家，与其至好，上下屋之不远，旧日深交，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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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朝，格宜深友”。
李秀成请陈玉成帮忙不该是难办的事，况且陈玉成忠诚天真，于国于友他都不会坐视不管。
　　但李秀成不甘心依靠朋友交情过日子。
他不断积蓄自己的力量，培植自己的忠诚网络。
除了把堂弟李世贤拉入天京领导层并加意扶持外，他还与陈坤书、谭绍光、吴定彩、陈炳文、陆顺德
等建立起垂直部属关系。
李秀成还希望借吸纳捻军的加入来壮大自己的力量。
李昭寿是他重点拉拢引进的对象，他希望李昭寿的加入可以在加强自己实力的同时，帮助自己镇守滁
州、天长及两浦，以便自己向更外围拓展势力范围。
因此他对李昭寿恭礼有加，甚至十分纵容。
李秀成坦承：“李昭寿是我部下，我无不重情深待。
我部下旧将见我重待李昭寿深重，我手上各又不服。
至李昭寿之兵甚为多事，兵又扰民，逢到州县，要任其支取，不支，又扰民，县县佐将被其打责。
”对此李秀成竟“并未责其半言”。
因此李昭寿滁州叛降，使李秀成在朝中处境十分尴尬，甚至招致洪秀全的信任危机。
事后李秀成也承认“我天国坏者，一是李昭寿”，但他又归咎于“主不问政事，不严法章，不用明才
佐政，故而坏由此等之人坏起”。
其实更内在的原因正如洪仁歼所指责：“滁州原守之将甚妥善，忠王念李昭寿同姓，且有八拜之交及
亲谊内戚之情，调换镇将，众议沸腾，忠王坚原将出征而任李昭寿。
”因此还是李秀成本人对李昭寿的盲目信任和纵容导致李昭寿叛降的恶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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