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辛亥革命前后的官绅商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辛亥革命前后的官绅商学>>

13位ISBN编号：9787562250494

10位ISBN编号：7562250499

出版时间：2011-7

出版时间：华中师大

作者：章开沅//马敏//朱英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辛亥革命前后的官绅商学>>

内容概要

《辛亥革命前后的官绅商学》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文库》的其中一册，《辛亥革命前后的官绅商学
》分别从晚清、民国时期探讨了中国近代社会中官、绅、商、学的相互关系，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这
几个重要社会群体的角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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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长了督抚的离心倾向。
所以当时就有人评论此举不过是“自取灭亡之道”，“设有大敌，而欲督抚效命，岂可得耶？
”以上，我们概述了19世纪50年代以来督抚与中央关系消长的轨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晚清督抚实
已成为与中央政府抗衡的力量，他们依持自己手中的财权、军权及其他权力，既左右和影响着中央决
策，又为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利益而与中央对抗，这种地方与中央间的疏离乃至对立既是清王朝最终走
向灭亡的重要原因，又是民国初年军阀混战割据的重要渊源。
在论及晚清督抚与中央关系时，还有一个问题需予以辨明，即晚清督抚是否已形成“割据”，中央集
权是否已名存实亡？
我们认为，晚清地方督抚权力扩大、中央权力下移是事实，在地方权力扩大过程中，出现了个别不听
中央指令而另行一套的情况（如东南互保）也是事实，但却还不足以构成“割据”。
所谓割据，即地方形成自己独立的军政财系统并拒不听命中央。
晚清还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其中有制度的原因。
首先，凡事必须请旨而行的制度仍然是皇帝驾驭督抚的重要手段。
虽然晚清出现督抚先行后奏的情况，但重大事件擅自行动者尚属少见。
其次，中央仍牢牢握有对督抚的黜陟权。
在不得不下放权力的过程中，朝廷三令五申“黜陟之柄，操之朝廷，差委之权，归于总督”。
黜陟权成为遏制督抚权力扩张的重要手段。
1908年清廷将当时督抚中最有实力的张之洞、袁世凯调京任军机大臣，用明升暗降之法削弱他们的势
力就是明证。
在凡事请旨而行和黜陟权这两项制度效用仍存的情况下，清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就仍然存在，所表现的
只是程度削弱的问题。
一种政治体制是否稳定与存在，还取决于参与其间的人对它的认同程度。
如果这一认同发生动摇，那这一体制本身的存在也就必然出现危机。
对于晚清督抚而言，由于地位的重要和实力的增长，因而他们的态度就成为清王朝中央集权体制能否
延续的关键。
我们看到，在晚清这一历史时期中，地方督抚总的趋向是尽心尽力扶持清王朝这一将倾之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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