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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读史鉴今，资政育人唐朝重臣魏征死去时，唐太宗说：“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人为鉴，可明得失
；以史为鉴，可知兴替。
”“以人为鉴，可明得失”道理真切，因为某一历史事件的成与败，主要取决于事件的发动者和指挥
者。
短暂的中国近代史中出现的历史人物繁多，知名的就够人数一阵子了。
本书的宗旨并非泛写这历史长河中的“知名人物”，而是写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
、能够称得上“第一”的人物。
笔者认为，总结和汲取历史人物的经验教训，写作的形式应该是多样的，不应仅仅停留在系统的人物
传记上。
从目前国内图书市场的信息可见，尚未见以“第一人”形式出版的作品，因此，本书自然就有“读史
鉴今、资政育人”的尝试效用了。
“世人皆醉我独醒”，外界精彩打进来。
在旧中国漫长的皇权、军阀专制统治下，革命先驱们为什么能够“世人皆醉我独醒”，这不仅仅因为
他们具有睿智的头脑，更主要的是他们善于汲取世界先进的入文和科技知识，才将外界的精彩打入了
中国封建落后的一统天下。
他们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和赤诚之心，希望中国独立、强大与富强。
正鉴于此，我们撰写了“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林则徐、近代科学第一人徐寿、留学西方第一人容闳、
引进西学第一人严复”等。
以他们为桥梁，向中国人传递了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
必先富而后能强，由军工转向民用。
主张开办近代教育，引进西方技术，开办近代军工、民用企业，走自强之路，构成了洋务运动的全部
内容。
特别是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后，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痛感中国积弱不振之原因为“患贫”，从而得
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由“军工”转向“求富”。
以其为代表的洋务派集团，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这场运动，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拉开了中国人“救亡图存”运动的大幕。
为此，我们撰写了“洋务运动第一人李鸿章、中体西用第一人张之洞、官督商办第一人盛宣怀和实业
救国第一人张謇”等。
事实表明，当年的洋务运动，对我国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有着借鉴、启示作用。
“中国不亡有我在”，血染大地树丰碑。
岳飞背上刺的是什么——精忠报国！
他的目标是什么——直捣黄龙府与诸君痛饮；顾炎武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九一八”后，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入侵，张伯苓喊出了“中国不亡有我在”。
以此为主线，我们撰写了“敢为天下先、为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拼得十万头颅血、力把乾坤须
挽回’的巾帼革命第一人秋瑾，为宪法流血第一人宋教仁”等仁人志士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事迹。
他们为了国家的独立、人民的解放，慷慨陈词，血染大地，诸如“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
今中国未闻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
有之，请自嗣同始”的豪言壮语至今仍响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耳畔！
因本书立意新颖，所以，我们在撰写过程中多方查找资料，本着对传主、对历史和对读者负责的态度
，边写边议，最后成稿。
此书既然是尝试性的写作形式，就难免存在不足，敬请读者不吝赐教，以便修订此书时，再做删改。
值此，我们将在本书的基础上，撰写中国近现代“第一人”，如“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李大钊、创
建党国第一人蒋介石、创建新中国第一人毛泽东、改革开放第一人邓小平”等，以飨读者。
孟庆春郧在廷2009年11月16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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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短暂的中国近代史上出现的人物繁多，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都有称得上一第二的人物。
总结和汲取历史人物的经验教训形式是多样的，不应仅仅停留在系统的传记上，本书以独特的视角、
新颖的切入点，真正诠释了“第一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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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孟庆春，北京印捌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全国优秀教师、北京市教学名师、北京市党
史研究先进个人。
发表出版论著226篇／部(著述880余万字)。
独立在《中共党史研究》、《社会主义研究》、《毛泽东思想研究》、《史学月刊》、《民国档案》
、《社会科学战线》、《中国教育改革》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独立在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毛泽东的领导艺术》、《周恩来处理矛盾》、《中国革命史若干问题
探讨》、《毛泽东凝聚人心的智慧》、《邓小平的忍耐力》、《毛泽东的辉煌与夙愿》、《毛泽东在
韶山、井冈山、遵义、延安、香山》等10余部著作。
论著被《新华文摘》《作家文摘》《党史信息报》摘观点或报刊转载42次。
荣获全国党建优秀著作二等奖、中国管理辨学优秀论文二等奖等2项。
系为研究中共领袖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成果丰厚的知名学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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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读史鉴今，资政育人一、开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二、迥代外交第一人——奕诉三、爱权
辱国第一人——慈禧四、近代科学第一人——徐寿五、驻外使节第一人——郭嵩焘六、洋务运动第一
人——李鸿章七、留学西主第一人——容闳八、官督商办第一人——盛宣怀九、中体西用第一人——
张之洞十、实业救国第一人——张謇十一、抨击西方第一人——辜鸿铭十二、维新变法第一人——康
有为十三、思想启蒙第一人——梁启超十四、为变法流血第一人——谭嗣同十五、引进西学第一人—
—严复十六、建设铁路第一人——詹天佑十七、共和革命第一人——孙中山十八、为宪法流血第一人
——宋教仁十九、巾帼革命第一人——秋瑾二十、教育革命和一人——蔡元培二十一、近代申奥第一
人——张伯苓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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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为民办实事林则徐虽居高位，但清廉自好，勤于职守，循法秉公，被老百姓誉为“林青天”。
在任江苏廉防使时，他在大堂上书写一联：“求通民情，愿闻己过。
”事事为民着想，对于漕运、盐法、水利、农业、制币、吏治、救灾等关系民生的大事，无不予以关
注。
1830年秋，林则徐任湖北布政使，翌年春调任河南布政使，擢东河河道总督。
从六月到次年七月，林则徐先后任湖北、河南、江宁布政使。
“一岁之中，周历三省、所至贪墨吏望风解缓。
疆臣重其才，皆折节倾心下之。
”他为清朝统治的长远利益，锐意整顿财政，兴修水利，救灾办赈”，“一时贤名满天下。
”1831年10月，升任河东河道总督。
面对关系到河道民生的重大问题，决心“破除情面”，“力振因循”，以求“弊除帑节，工固澜安。
”为了治理黄河，林则徐亲自顶着寒风，步行几百里，对备用的几千个治水商梁秸进行检查，还将沿
河地势，水流情况，绘画张挂，便于了解和治理。
1832年2月，林则徐调任江苏巡抚。
从这一年起到道光十六年间，他对农业、漕务、水利、救灾、吏治各方面都做出过成绩，尤重提倡新
的农耕技术，推广新农具。
他在实践活动中认识到：“地力必资人力，土功皆属农功。
水道多一分之疏通，即田畴多一分之利赖。
”林则徐这种农耕思想，是在实际考察中总结出来的。
1833年，江苏等地因连年水灾，民不聊生，灾民“鸠形鹄面，扶老携幼，流浪四处，亦恐不被逼而倒
毙，而流窃，而造乱⋯⋯窘迫之状，已致极端矣”。
面对此种情状，林则徐认为只有上奏皇上缓征漕赋、拨发贩银，才能“以纾民困，解燃眉之急”。
但是，林则徐对漕政只有部分议事权，按例不能单独上奏，需与两江总督陶澍一起上奏才可。
林则徐便上门与陶澍商量上奏之事。
陶澍说：“例行报告秋灾、请缓征赋已超过时限，即是急奏，亦大为迟矣。
”林则徐说：“迟也当奏必奏，此事实在是不可不奏之急务也！
”陶澍又说，“如此硬是不可奏而硬奏，必将上千圣怒，以至获罪⋯⋯”林则徐说：“既是获罪，自
由徐一人当之！
”两人正在商讨的时候，传来了道光皇帝的圣旨。
道光在谕旨中说“朕闻近来江苏等省几于无岁不缓，无年不赈，国家经费有常，岂容以展缓旷典，年
复一年，视为相沿成例”，道光指责此种情况的形成是“该都巡等不肯为国任怨，不以国计为亟”。
这一道谕旨让林则徐想奏请缓征漕赋、拨银发赈的希望，一下子化为泡影。
然而，想到风雨飘摇、百姓饥号的凄惨景象，林则徐“终夜辗转不能已”，至卯时，夜不能寐的林则
徐终于躺不住了，对夫人说道：“事关民之生死，即便丢官获罪，徐某也将孤注一掷，为民争命矣！
”林则徐不仅破格单衔上奏、公然与道光的谕旨对抗，而且在上奏之后，不等批复，又上了一份奏章
，请求朝廷对常州府所属各县一律普缓。
道光帝对林则徐的上奏大为不悦，即刻下旨，密令两江总督陶澍秘密调查林则徐奏请一事。
幸亏陶澍在复奏中借“奉旨密查之所见”，侧面地支持了他，才使林则徐幸免于难。
林则徐不顾报灾限期和朝廷斥责，详尽陈述灾情，呼吁缓征漕赋，提出“多宽一分追呼”，即多培“
一分元气”的请求，这对发展生产、纾息民困在客观上起了有利的作用。
同时，他分析水灾原因是由于吴淞江、黄浦江、娄河及与之相表里的白茆河年久失修，逐年淤塞所致
，于是决定兴修白茆河、娄河，还修建海塘，这些在我国水利史上都有一定的地位。
在这一时期，林则徐对清王朝的财经政策、贸易政策提出异议，反对一概禁用洋钱，并第一次婉转地
向道光帝提出了一套自铸银币，建立本国银本位制度的主张。
这是中国近代币制改革的先声，也是适应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保护本国工商业者，保护民族经济独立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近代第一人>>

发展，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先进思想。
1837年正月，林则徐升任湖广总督。
面对湖北境内每到夏季大河常泛滥成灾的情形，林则徐采取有力措施，提出“修防兼重”，使“江汉
数千里长堤，安澜普庆，并支河里堤，亦无一处漫口，”对保障江汉沿岸州县百姓的生命财产，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同时林则徐整饬吏治，严惩贪赃枉法。
“要正人，先正己”。
“身教重于言教”，林则徐十分注意严格要求自己，事事以身作则，处处为人表率。
在出任湖北布政时，入湖北发出《传牌》，禁止沿途阿谀奉迎，借端勒索。
在总督任内，仍保持“一切秉公办理”的作风。
林则徐办事兢兢业业，是当时官场中最廉明能干、正直无私受群众爱戴的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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