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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清史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清朝是中国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最后一个王朝，它经历了由一个独立封建大国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的大转变，在这样深刻的变化中，蕴涵着极丰富的内容，且与今天我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产生了紧
密联系。
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民族关系等诸方面问题，莫不与清朝密不可分；甚至可以说，对清史的研
究，就可以更深入细致地了解中国国情。
　　清史研究是中国断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距离今天也仅只经历了90余年的发展历程，是一个较年
轻的研究领域，其发展经历了一定的过程。
　　就研究队伍而言，清史研究队伍在不断发展壮大。
清史研究拓荒者萧一山先生和孟森先生，对清前史和清代重大历史进行研究和考证，分别著述了巨作
《清代通史》和《明清史讲义》，为清史研究的深入奠定了基础。
其后具有扎实史学功底的一批学者涌现出来，如郑天挺先生、傅衣凌先生、王钟翰先生、戴逸先生、
冯尔康先生等。
他们运用唯物史观，拓展研究视野，把清史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清代督抚张允随与云南社会>>

内容概要

《清代督抚张允随与云南社会》一文就清代雍乾交替时期自雍正八年（1730年）至乾隆十五年（1750
年）这一期间任滇省督抚的张允随及云南社会展开研究，集中研究张允随及其治滇的主要方面、即治
矿、治荒、治江、抚绥边夷、裁汰僧道及吏治，从而揭示云南社会的发展状况；并探讨其政绩，挖掘
其治滇思想，透视其个人素质，进而充分肯定他对当时云南社会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本文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尽可能地搜集史料，加以排比胪列，作出客观分析，希望用资料得出
对督抚张允随及清代雍乾交替时期云南社会的尽可能的确切判断，且进一步充实雍乾交替进期云南史
的研究。
    为了完成上述与作构想，本论文按以下结构进行写作：    前言总结前人研究成果，指出本论文的选
题由来及写作动机，进而介绍选题的学术意义及研究的创新点。
    第一章叙述张允随的家世及任官经历，指出雍乾时期作为滇省督抚张允随所处的整个清代中国的社
会大背景及云南存在的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
    第二章分析清王朝的矿业政策演变脉络，提供云南矿业的详情，剖析张允随独到的治矿见解及推动
滇省矿业发展过程所起的作用。
    第三章阐述清代荒政大略，简述云南荒灾概况及特征，剖析张允随的治荒思想及治荒业绩。
    第四章叙述金沙江水道开修的急迫性和必然性及张允随主持开修的艰巨过程，分析金沙开修中张允
随的处理办法，客观评价其浚江功过。
    第五章论述了在清王朝改土归流及善后政策举措基础之上，结合云南各地少数民族的实况，张允随
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孟连土司袭职纠纷事件、猛缅改土归流事件、秤戛事件、沾益州故土司安于蕃家口
安置事件中所出出的矛盾，从不同角度及层面处理民族关系，体现出张允随抚绥滇省少数民族的稳健
风格，揭示出张允随统率滇省之时所出现的云南民族安定局面。
    第六章就云南宗教问题及吏治问题展开论述，阐明张允随裁汰僧道及为官之道，以此透视在封建专
制主义下，清统治者在意识形态领域利用宗教为其服务的政策变化过程，及清代高度集权的官僚体制
。
    结语总结张允随治理滇省二十载的功绩，分析其治滇思想及个人素质，揭示滇省社会的状态，肯定
张允随对滇省的贡献。
    附录《张允随随年谱》，平叙张允随59年的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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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开浚金沙江上下两游1 300余里，应开凿大小81滩及沿江陆路、续开蜈蚣岭（后经复议停修）等滩
，据奏报所用过夫役有888 568个工，支付工价、盘费、官役养廉、工食、船只、器具、食米、赏恤等
项，共银193 446．56两，张允随预算除将水运铜斤节省脚银52670余两抵补外，再加六年节省运脚，即
可全抵原款，实际开修花费银140776两，①而余款若需6年偿清的话，则每年实际可节省的运脚费用约
是23 462两，②事实上金沙江每年的4月至10月间江水涨发，根本不可能勘估开修，亦不可能运送京铜
，故而只有近半年时间，即冬春两季水落瘴消之时，才可运送京铜，也就是说每月可节省运脚银3
910~]，仅从账目表面来看，其每年所节约的银两就是其开修所花费的国帑的10％。
清政府每年从滇铜生产中所获取的利益约为银551 400两。
③而所有金江开修费用占到每年获利的35％，④况且此时的金沙江并未全程贯通，比预算就要少去许
多，可见按此比例来看，开修金沙江所用确实是巨帑。
工程进度及银两用度素为高宗所关心，数次在谕旨中询问，如于乾隆九年六月十六日之谕旨中问道“
所奏俱悉，统计此工程所费若干？
作何筹办？
并目今获效与将来如何有益之处，详缮简明摺奏来。
钦此。
”而自始至终，金沙江巨工之款项基本是清清楚楚的，（除上下游共核减银18 000两作为应急备用而
遭高宗斥责外）工程每进一分则呈报一次简况，时时处于明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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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清代督抚张允随与云南社会》一文就清代雍乾交替时期自雍正八年（1730年）至乾隆十五年
（1750年）这一期间任滇省督抚的张允随及云南社会展开研究，集中研究张允随及其治滇的主要方面
、即治矿、治荒、治江、抚绥边夷、裁汰僧道及吏治，从而揭示云南社会的发展状况；并探讨其政绩
，挖掘其治滇思想，透视其个人素质，进而充分肯定他对当时云南社会发展所作出的突出贡献。
　　本文以辩证唯物史观为指导，尽可能地搜集史料，加以排比胪列，作出客观分析，希望用资料得
出对督抚张允随及清代雍乾交替时期云南社会的尽可能的确切判断，且进一步充实雍乾交替进期云南
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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