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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图矫正过去对清朝后期的政府一概否定的简单化弊病，力求历史主义地客观陈述晚清经济政策
与改革措施的演变过程。
作者把辛亥革命前期这一时间概念界定为甲午战后，因为清朝政府经济政策转变的广度、深度与力度
，确实是在1895年以后才有清晰的轨迹可寻。
过去我们往往过分强调“百日维新”的昙花一现和庚子之役的极端愚昧落后，殊不知这两件大事在中
国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都曾留下深刻的印痕。
如果说前者至少是通过一系列诏谕，初步勾画了虽然简略却也清楚的现代国家的草图；后者则是以历
史的反动及其空前加深的民族灾难，为清朝政府的顽固传统路线谱写了一曲悲惨的挽歌。
有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才使清政府的整体趋新政策导向迈出了决定性的第一步。
辛丑以后的新政，实际上是戊戌变法的继续，尽管它缺乏足够的自觉。

张謇不是历史学家，但是他也有爱谈因果关系的习惯，譬如上述“政因而业果”，士大夫(即学)需要
“通因果为权”之类。
我们史学界的祖师爷司马迂，早在两干多年以前就对历史学家提出极高的要求：“究天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可以说是“通因果为权”的典范。
但是在我国晚清史的研究中，对因果关系的寻求往往失之于公式化、简单化，因而有时难免忽略了因
果关系内涵与外延的错综复杂特点。
对辛亥革命前期清政府十年新政的研究与论析，人们常常是因为清朝最终的覆亡，而否定了它在某个
时期和某种程度上多少顺应潮流的转变与努力。
如果说，社会转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那么处在这个大潮流中的人群(包括统治者)就绝不可能一
成不变，其中总有某些人在某些方面做某些适应社会转型的事业，充其量无非是存在着主动适应与被
动适应、奋力推进与勉强因应之类的差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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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于是，在15世纪至16世纪以后，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出现了明显的不同。
西方各国均竭力排斥外国商人，扩大本国的对外贸易，清政府则尽量限制本国的对外贸易；西方各国
实行重商主义，保护贸易，无不限制进口，鼓励出口，清政府则对出口的限制严于进口；西方各国采
取诸多方式，向本国商人提供各种优惠，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不仅不向商人提供便利条件，反而多
方掣肘，1727年甚至规定：“从前逗留外洋之人，不准回籍”①。
这些禁令，大大限制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使中国丧失了利用对外贸易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机遇。
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东方强国，造船、制炮技术并不落后于西方多少，因而并非没
有力量以积极的方式抵御殖民主义者的侵扰。
事实上，明清两代的中外海战中，中国曾多次取得胜利。
所以，禁海和闭关是一种消极的海防政策。
关键在于封建统治者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作用。
中国资源丰富，地域辽阔，是一个不需要外来商品、高度自给自足的农业国家，外贸在国民经济中从
来就不占重要地位。
正如乾隆帝致英王的文书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②嘉庆帝在上谕中也称：“天朝富有四海，岂需尔小国些微物货哉？
”③外贸既然无足轻重，加上西方殖民主义者借此对中国屡加骚扰，封建统治者自然予以严格的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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