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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清代为我国最后之封建王朝，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距今未远。
清代众多之历史和社会问题与今日息息相关。
欲知今日中国国情，必当追溯清代之历史，故而编纂一部详细、可信、公允之清代历史实属切要之举
。
编史要务，首在采集史料，广搜确证，以为依据。
必藉此史料，乃能窥见历史陈迹。
故史料为历史研究之基础，研究者必须积累大量史料，勤于梳理，善于分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进行科学之抽象，上升为理性之认识，才能洞察过去，认识历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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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奏为遵旨酌提制钱解津，谨将大概情形恭折由驿覆奏，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密寄，同治六年十一月初五日奉上谕：“户部奏请饬滨临江海各省解钱筹铜一折
，前因铜斤缺乏，鼓铸当十大钱，原为一时权宜之计，行之日久，不无流弊。
近来市廛行使，暗中折减，于国用民生均有未便。
惟欲规复圜法，必须筹备制钱。
京师自通行‘大钱以来，所有制钱大都运往外省，若欲鼓铸新钱，又非一二年所能骤复。
户部议令滨临江海各省筹解制钱，实为便捷之法。
前经谭廷襄函商湖北督抚，拟于盐厘项下酌提制钱，由轮船运津，据称事属可行。
外如江西、江苏、浙江、广东四省，均有海船可通，各该省厘金较旺，自可一律提解。
著曾国藩、郭柏荫、英（桂]、马新贻、瑞麟、蒋益澧、李翰章、何[璩]、刘坤一[于]各各盐卡、厘卡
收款内，每年酌提制钱三十万串，由轮船装运天津，交崇厚择地严密收存，听候提用。
酌提钱文，准照银价划抵应解京饷。
其制钱一千合银若干及运脚若干，即著各该督抚迅速议定具奏。
所提之钱务须年清年款，以两年为止，不准稍有短解。
此项钱文即名为‘天津练饷’，以昭慎密，不可稍有宣露，致令外来商民传播都城，有碍钱法，是为
至要。
其湖北施、宜等处向多铜矿，著该督抚饬属招商试办，酌抽矿税。
试行有效，即筹款收买商铜，以裕鼓铸。
并著妥议章程具奏。
至滨海商贾向有贩运红铜、条铜等项，应如何招商收买之处，并著各该督抚、三口通商大臣妥速议奏
等因。
钦此。
”当经转饬司道钦遵筹议。
伏查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
京师为首善之区，钱法尤民生所系，今因大钱相率折减，亟须调剂均平。
臣等忝任疆圻，必应公同筹画。
惟查制钱一项，苏省军兴以后，因滇铜采办维艰，业已停铸多年，现在市肆所有钱文，均系就地周转
，散而不聚，亦鲜有徙而之他者。
所收盐厘、货厘，虽以钱数入册，实则纹银与洋银两项折算者多，且拨充军饷等项，均系易银批解，
是以民用未形不足。
若遽以数十万串提运出省，则钱少价昂，小民衣食之需，势必渐臻腾贵，实亦不可不防。
臣等往复筹商，窃以应解京饷以两淮、上海为最，且盐厘均在两淮，货厘半在上海，地之相去几及千
里，分路筹出则不见其多，按季解交则不形其骤。
拟由两淮运司、苏松太道本年各解钱十五万串，分作四季匀解。
如钱款不敷，即由司关随时与厘局兑换，以免市侩居奇。
至银钱市价低昂不一，现在每钱一千约易银六钱有零，将来起运时长落尚难预定。
所有自沪至津轮船水脚、保险以及麻袋、绳索、捆扎辛工，每钱百干约需银六两有零，加以押运委员
薪水、川资及到津驳运挑力等项，每次约银二百余两，其由两淮解至上海转解者，尚须加给水脚等项
。
应俟起解时分别给发，统在应解京饷项下开支，事竣汇计银数，核实造报，即以抵作奉拨京饷，另行
奏咨。
俟运足三十万串，如钱价不致过昂，民用亦无窒碍，仍当酌量情形接续起解，仰慰宸廑。
如因运解过多，钱价骤增，即当奏明下年少解数成，期于中外通筹，无畸重畸轻之弊。
此项钱文谨遵谕旨，名为“天津练饷”，以昭慎密。
至红铜、条铜，大半产自外洋，苏省从前鼓铸之时，系由官、民两商自备船只采办洋铜，现在东洋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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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悉听泰西各国运行，铜商无利可图，以致华人望而却步。
应如何招商收买、变通办理，已饬司道体察情形，确切筹计，俟办有眉目，再当另行核奏。
除饬司道将解钱日期呈报分咨外，合将遵办缘由恭折由驿覆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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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丁日昌集(套装上下册)》是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南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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