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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吕著中国近代史》分为五个部分，包括《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中国近百年
史概说》、《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和《日俄战争》。
《中国近代史讲义》是作者抗日战争以前在光华大学讲授中国近代史的讲义，主要论述了帝国主义对
中国的入侵以及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侵略的具体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及遭到
列强入侵的原因。
这篇讲义本来只编到“清之亡及民国成立”，“民国以来之政局”和“民国以来之外交”两章是后来
补写的。
《中国近世史前编》在《中国近代史讲义》之后写成，它着重写了早期近代史中两个重要方面，一方
面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的穷凶极恶的侵略，而另一方面则是中国人民对当时的封建政权和帝国主义
势力进行的轰轰烈烈的反抗斗争。
《中国近百年史概说》是吕思勉先生在抗战时期应游击区青云、辅华两校邀请讲学的讲演稿。
这部讲稿从明末西力东渐讲起，直到北伐胜利为止，脉络分明，叙事完整，要言不烦。
《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内有商业篇、财产篇、征榷篇、官制篇、选举篇、刑法篇和学校篇七篇，对
中国近代文化史(亦包含民国时期)的主要方面作了简明扼要的论述，可与前面三篇内容互补。
《日俄战争》对1904年日俄两国之间爆发战争的起因、经过、结果及其影响作了详细的分析。
虽然中国并没有参与这场战争，但是这场战争确是中国近代史中重要的研究课题。
因为战争是由于两国争夺侵略中国东北而爆发的，战场主要在中国的东北，而战争的结果，更是进一
步扩大和深化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本书写作范围广博，取精用弘，多有独到之处，叙述简明精当，脉络流贯，议论风发，对一般读者熟
悉中国近代史能起到非常积极的效果。
    吕思勉(1884．一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
出生于“世代仕宦”的书香之家，12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了解中国历史，16岁自学古
史典籍。
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
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
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
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
1949年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并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
专史领域都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吕思勉先生一生著作颇丰，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两部通史，还有《先秦史》、 《秦汉史
》、 《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断代史，以及《中国民族史》、《史通评》等书。
除此之外，他还注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这本《吕著中国近代史》就是他早年对中国近代史探讨的主
要成果。
他认为“研究历史当略古详今”《中国近代史讲义》第一章)，而近代时期的中国处于一个伟大的转变
时期，且“迄于今而尤未已”《中国近代史前编》第一章)。
作者在他的著作中尝试分析了当时中国对外事件失败的原因，希望在历史中找到经验教训，以为后鉴
。
并希望大家能重视这个伟大的转变时期，完成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变。
    吕思勉先生的这本《吕著中国近代史》在今天重新出版，是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的。
首先，重拾对学术文化的严谨态度，恐怕是今人亟待学习的。
吕思勉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占有丰富的史料和融合社会学知识是其研究历史的两个主要方法。
他主张论从史出，反对主观的武断，认为史书上的史料是十分珍贵的。
从1906年首次通读正史起，他以后又对正史通读了三次，做到了融会贯通，在史料的把握方面十分得
心应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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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史学研究十分强调社会学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将历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正是因为拥有了广泛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才使得他的著作眼界开阔，能紧跟时代的步伐，才能在
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探索上有所成效。
虽然吕思勉先生治学的方法在今天看来也许并不全面，但其治学的态度却是今人所需学习的。
其次，本书作为学习中国近代史的读物，作者在比较全面地叙述了中国近代史的经过的基础上，分析
并总结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影响，使普通读者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近代史的全貌。
如第一篇第十章，作者专门分析了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一日朝政之非”，“二日兵力之不振”，
“三日士大夫之虚骄，不能知己知彼、勤求敌情，又不能实事求是”等，读者可从中对相应的历史事
件得到深入理解。
最后，本书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有许多珍贵的历史材料值得重视。
如关于民国时期的税法研究(第四篇第三章)、日俄战争的研究(第五篇)等，作者都提供了很多翔实的
史料，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十分有用的。
    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加入了新颖的“图解”模式，将繁琐的历史内容用表格的形式标示出来，不仅
有助于读者的理解，也给由于不同时代文化所造成的理解差异下的作者和读者间构建了沟通的桥梁。
此外，本书开篇所配的精美彩图专题和文中的插图，补充了书中的历史资料，使读者在阅读时，能获
得更强的视觉体验，学到更多的知识。
    本书以吕思勉先生生前所著手稿为蓝本，该著作成书于不同时期，在一些称谓上与当今略有不同，
有些称谓，前后也有所不同。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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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吕著中国近代史》分为五个部分，包括《中国近代史讲义》《中国近世史前编》《中国近百年
史概说》《中国近世文化史补编》和《日俄战争》。
　　前三个部分内容基本上一致，都是就同一内容作者在不同时期的讲义集结而成。
后两部分则是就前一部分在某些领域的进一步深化详解。
本书写作范围广博，取精用弘，多有独到之处，叙述简明精当，脉络流贯，议论风发，对一般读者熟
悉中国近代史能起到非常积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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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
现代著名的历史学家。
他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
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任教。
一生著述达一千多万字，涉及史学、文学、经学、文字学、文化思想、民族学等多个领域，代表作有
：《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
史》、《吕著中国近代史》、《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
记》，以及十多种教材和文史通俗读物。
其著述规模恢宏，博赡丰实，素为学界所推重，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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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中国近代电讲义 第一章绪论 第二章中西交通之始 第三章传教之始 第四章康雍乾三朝与俄国交
涉 第五章清代之盛衰 第六章道光以前中外通商情形 第七章道光以前烟禁 第八章烧烟及中英战事 第九
章江宁和议 第十章鸦片战争之役评论 第十一章五口通商后广东中英交涉 第十二章咸丰戊午、庚申之
役 第十三章戊午、庚申和约大要 第十四章中俄咸丰戊午、庚申两约 第十五章同光中俄交涉 第十六章
嘉道咸同光之朝局 第十七章各国立约交涉 第十八章革新之渐 第十九章日本立约及台湾生番事件 第二
十章英人《芝罘条约》 第二十一章法越之役 第二十二章英缅之役 第二十三章英谋西藏 第二十四章中
日之战与马关条约 第二十五章港湾之租借 第二十六章戊戌政变及庚子义和团 第二十七章俄占东三省
及日俄之战 第二十八章清末外交情势 第二十九章改革政体之动机 第三十章清之亡及民国成立 第三十
一章民国以来之政局 第三十二章民国以来之外交 第二篇中国近世史前编 第一章论中国近世史的性质 
第二章入近世期以前中国的情形 第三章中西的初期交涉 第一节近代西人的东来及中西交通 第二节近
代基督教的输入 第三节康雍乾时的中俄关系 第四章鸦片战争和成丰戊午、庚申之役 第一节鸦片战争
和五口通商 第二节咸丰戊午英法交涉 第三节成丰庚申英法交涉 第四节咸丰戊午、庚申中俄条约 第五
节教禁的解除 第五章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一节太平天国以前诸秘密结社的活动 第二节太平天国的兴亡 
第三节捻党始末 第三篇中国近百年史概说 第一章总论 第二章中西交涉之初期 第三章鸦片战争前之国
内情形 第四章外力侵入时代中国之情形 第五章变动中之中国 第六章国民政府之北伐 第四篇中国近世
文化史补编 第一章商业篇 第二章财产篇 第三章征榷篇 第四章官制篇 第五章选举篇 第六章刑法篇 第
七章学校篇 第五篇日俄战争 第一章东北形势总论 第二章日俄开战之原因 第三章日俄战前之交涉 第四
章日俄两国战前之形势 第五章日俄战事上 第六章日俄战事下 第七章日俄和议 第八章日俄战事与中国
之关系 第九章日俄战役之结果及战后情势之变迁 第十章结论 附录一中国近代史年表 附录二中国近代
不平等条约一览表 附录三中国近代主要不平等条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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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方宣宗之以烟禁交疆臣议奏也，一时议者多主禁绝，而湖广总督林则徐言之尤激，
有不禁则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等语，宣宗以为深识远虑，召入
京面授方略，以兵部尚书颁钦差大臣关防赴广东查办。
时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也。
明年则徐驰至广东停英贸易，绝其接济，迫英商缴出鸦片二万有二百八十三箱，一箱百二十斤，凡二
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四十五斤，焚之。
时四月中也。
则徐请定例，洋人运鸦片入口，分别首从，处以斩绞。
又布告各国商船入口，须具“夹带鸦片，船货充公，人即正法”具结。
葡、美皆愿遵命，而义律不可，请许英商船泊澳门，派员会议禁烟办法。
则徐谓许英商船泊澳门，则粤关遂成虚设，不可。
会英水手在尖沙嘴与华民交哄，杀华民林维喜，则徐令义律交出凶手，义律亦不听。
中外相水火益深。
七月，则徐遂令沿海州县，绝英接济。
 时义律居澳门，屡请本国政府强硬对华，其政府未之许，而印度总督遣军舰二至澳门。
义律大喜，以素食为名，攻九龙。
水师参将赖恩爵击之，沉其双桅船一，舢板二。
义律不得逞，又未得政府许开战之命。
八月，复介葡人转圜，惟请删“人即正法”一语，余悉如命。
时中朝方主严厉，则徐奏报“夷船之遵法者保护之，桀骜者惩拒之”，奉批“同是一国之人，办理两
歧，未免自相矛盾”，大理寺卿曾望颜至奏请闭海关，尽绝各国贸易，则徐持之乃止。
时又奉谕“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则徐遂坚持不许。
九十月间英船屡扰尖沙嘴附近，至十一月八日，中朝遂发停英贸易之谕。
 时英议会中亦多不主用兵，且有以营销鸦片为不义者，然卒以九票之多通过“对中国前此之侵害，要
求赔偿，英人在华之安全，要求保证”，时1840年4月，道光二十年二月也。
英政府乃调印度、好望角兵万五千，使乔治·懿律（统陆）、伯麦（统海）率之而东，五月至澳门。
则徐已严备沿海，焚其舢板二。
伯麦乃遣26艘趋定海，以5艘攻厦门。
时邓廷桢督闽，败其兵，而定海以六月八日失陷。
伯麦投巴里满致中国首相书（书要求六事，一偿货价，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通商，三
中英官交际礼用平行，四偿军费，五不以英船夹带鸦片累及岸商，六尽裁洋商即经手华商浮费），浙
抚乌尔恭额不受，乃赴天津投之直督，琦善受之以闻。
时诸大吏恶生事，多不悦则徐，相与造蜚语，谓去岁烧烟本许价买，而后负约，致激英变，又谓厦门
奏报战事不实。
寝闻于上，廷意遂中变，命江督伊里布赴浙访致寇之由，以乌尔恭额却伯麦书，致其北上，革其职。
谕沿海督抚，洋船投书许即收受驰奏。
时津海道陆建瀛以英人据定海要我，请录其船，羁其酋，命还定海然后议之。
又谓宜先决禁烟事，然后以免税代偿货价，以开澳门代五口，而令海关监督与其官吏平行，余仍令回
广东与则徐商议。
当道不许。
则徐已署粤督，革其职，令留粤听勘，命怡良署总督，琦善以钦差大臣赴粤查办，并革邓廷桢职，代
以颜伯焘。
旧史或云，伯麦以甘言饵琦善，谓中堂赴粤，予等即可永远和好。
琦善为所中，故力以自任。
其入都面陈，多造膝语秘，世莫得闻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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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则近莫须有矣。
朝廷既许查办，义律遂返舟山与伊里布定停战之约，时九月也。
 琦善至广州，尽撤则徐所设守备。
时乔治·懿律有疾，甲必丹·义律代之交涉。
琦善许偿烟价200万，义律易之，又求割让香港，琦善不敢许。
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义律发兵陷沙角、大角两炮台，副将陈连升死之。
连升骁将也。
琦善惧，许开广州，让香港，义律乃还两炮台，并许还定海。
事闻，朝廷大怒，下谕有烟价一毫不许，土地一寸不给之语，以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
赴粤，饬伊里布回本任，命江督裕谦赴浙。
旋以英人在香港出示，指其地为英属，并求驻港营汛撤回。
怡良奏闻，革琦善职，籍其家。
二月五日，英人陷横挡、虎门各炮台。
提督关天培死之。
时杨芳自甘肃先至（杨芳本任固原提督），而英印鹿总督命卧乌古率陆军亦至，险要尽为敌据，芳亦
束手无策。
二十六日，美、法商人介行商伍怡和调停，言义律但欲得通商，无他求。
芳与怡良据以入奏，欲姑抚之，图收回险要。
朝旨不许。
三月二十三日，奕山及新督祁埙至，问计于则徐，则徐言宜使人诱敌退出，仍于要隘设防，乃可徐图
战守。
奕山亦然之。
已又惑于人言，以四月朔夜袭英军不克，明日英人进攻，城外炮台皆陷，全城形势已落敌人掌中，不
得已，令广州知府余葆纯缒城出，许偿军费600万元，尽五日交付，将军率兵退至距会城60里之处，香
港则俟将来再议，英兵乃退出虎门。
奕山遂奏称初八日进剿，大挫凶锋，义律穷蹙乞抚，求准照旧通商，永远不敢售卖鸦片，而将600万改
为商欠。
英兵既撤，大行淫掠。
初十日，将赴佛山，过三元里，人民树平英团之帜御之，各乡团勇集者数万。
义律被围。
奕山虑败抚义，遣余葆纯慰谕，众乃散。
十二日英兵去广州。
十六日，奕山、隆文退屯小金山。
隆文旋卒，杨芳留城弹压，寻亦以病罢去。
时朝廷得奕山奏，信以为真，但饬与督抚妥议章程。
而英先得琦善与义律所定草约，以为偿金太少，又英人后此之安全并无保证，撤回义律代以璞鼎查，
命巴尔克率海军从之。
六月至七月十日卧乌古、巴尔克陷厦门弃之。
八月攻舟山，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力战七昼夜，十七日同日败死。
舟山遂陷。
时裕谦自守镇海，以提督余步云为宿将，命守招宝山，总兵谢朝恩守金鸡岭。
二十六日英兵登陆，步云先逃，朝恩兵望见亦溃，裕谦自杀。
英人遂陷镇海。
步云走宁波，英兵进迫之，又弃城走上虞。
浙抚刘韵珂遣兵划曹娥江而守，朝廷闻之，以奕经为扬威将军，进兵浙江，命粤抚怡良以钦差驻福建
，旋罢颜伯焘，以怡良代之。
移豫抚牛鉴督两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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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经用知泗州张应云议，约宁波、镇海汉奸为内应，以二十二年正月分三路进攻。
事泄败绩。
先是伊里布以遣家人张喜往来洋船革职，逮入都，遣戍。
及是，刘韵珂请令赴浙效力，乃以耆英为杭州将军，给伊里布七品顶戴随往，旋以为乍浦副都统。
三月，英撤宁波、镇海军。
四月，陷乍浦，五月攻吴淞，提督陈化成死之，英兵遂陷宝山、上海。
攻松江不克，将图苏州，遣船测量水道，胶于水草而止。
乃撤兵入江。
六月陷镇江，焚瓜洲至仪征，盐船估舶扬州官绅赂以银30万元乃免。
七月，英兵进薄江宁，于是战守俱穷，而和议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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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人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
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史学家严耕望《治史答问》    当时常州府中学堂诸师长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之师。
    ——钱穆《师友杂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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