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有分类
			
	
			首页
	亲子早教
	体育书籍
	励志职场
	医学养生
	历史文化
	学习教育
	建筑
	心理学科
	文学小说
	景观设计
	生活百科
	社会科学
	经济管理
	能源书籍
	计算机类
	代找电子书
	链接失效反馈

	




  
  
  



        
      
      
                  登录
          注册              

    

  

  
 > 资源>历史文化



  
    
      
              

    

    
      茅海建作品集套装共五册epub下载-茅海建作品集套装共五册电子版免费阅读

      	
          暂无评分        
	
                    347
        
	
                    0
        



      
              


      
        
                  


        
			微海报分享
      

    

  

  
    
      
      
      编辑点评：晚清史研究大家

晚清史研究大家茅海建作品集套装共5册是三联出品！资料翔实，考据精深！豆瓣高分作品全收录！无数具有偶然性的关键细节，往往决定了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收场，决定了历史人物的沉浮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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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修订版)》豆瓣9.4

对我国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作了回顾，试图以全新的视角来解析这场颠覆清王朝的浩劫。作为一名求真的治史者，茅海建历数了清朝的军事力量、骤然而至的战争、广州的“战局”、“抚”议再起等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对于清朝统治打击的致命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论著。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增订本)》豆瓣9.1

集中讨论历史上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的军事与外交活动。作者对交战双方的军队编制、人员、兵器、统帅以及军费等方面进行详尽的检讨，改变以往近代史研究者较少从上述角度揭示中国方面失败原因的做法，还原了19世纪的一段重要历史。作者指出，庞大的中国军队之所以败给了数千名敌军，除政治的原因外，还因为当时中国军事建设，如战备、训练、军制、指挥调度系统，甚至常为国人自豪的兵法都存在很多问题，难以适应殖民时代工业大国的侵略战争；而在外交上，通过广州反对英国人入城的斗争、公使驻京两事的重点分析，作者指出，清廷上下“天朝”观念和体制在面对西方列强时的外交“失矩”，说明传统国家在适应国际社会的过程中榫卯不合的种种痛楚。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豆瓣9.0

是戊戌变法研究的三大史料之一。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到日本，应其在日弟子之约，写下这部自传，叙述其出生到戊戌变法的个人奋斗史。由于康有为与晚清政治、学术、文化的重要关系，学界对本书的重视更是非同一般，一直被认为是关于康有为及其戊戌变法的第一手材料。作者对康有为《我史》中重要的部分——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至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注解，将相关的档案文献及先行研究附注之，对康有为的说法鉴别真伪，进行史实查证。

从甲午到戊戌，是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本书展现了色彩煊斓、悲情催泪的历史图卷——戊戌变法和康有为及其党人乘风扬帆，激情浩荡的一幕幕重要场景。

★《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 》豆瓣9.2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相关的研究已经很多，本书的研究仍能使人耳目一新。

作者对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改革戊戌变法的相关史实一一厘定，尤其集中在政变的时间、过程、原委，中下级官吏的上书以及日本政府对政变的观察与反应等重大环节上。全书约四五十万字，收五篇专题论文。从不同的视角，相当翔实地从细部上清晰了事件的整个过程。大量档案材料的披露，包括收藏于北京的中国历史档案馆、东京的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台北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故宫博物馆文献处；重大史实的精心考证与重要场景的细密描述，以及张之洞调京主持朝政与机会错失；光绪帝的对外观念；日本政府的观察与反应。

★《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豆瓣9.1

本书所收九篇专题考论均系作者根据档案材料，检视先前各说，作出新的认知、补证与修正，明晰了一些关键性的历史细节。针对 “公车上书”的质疑和辩难，作者明确提出：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叙史者有必要加以区别。从观察甲午战后清朝整个保举活动，揭示出当时政情的诸多特点。重新梳理京师大学堂的初建历史，见出戊戌变法之基本相：以康有为为首的激进派，与张之洞、孙家鼐领军的温和派，都在其所宗的“中学”指导下，自行其改革事业，尽管从形式上已尽力模仿泰西、日本。司员士民为救时而提出外交与军事内容的建策，在今天看来，大多只是救时的偏方，与历史发展的方向并不吻合。

此外，“光绪帝召见张元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康有为及其党人所拟戊戌奏折”和“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诸篇都分别对补订史事缺环、匡正偏见有所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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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作者简介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学术委员会

目录

自序

绪论　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

一　琦善其人

二　琦善卖国罪名之否定

三　琦善卖国说形成的原因

四　本书的主旨

第1章　清朝的军事力量

一　武器装备

二　兵力与编制

三　士兵与军官

第2章　骤然而至的战争

一　从严禁吸食到严禁海口

二　林则徐的禁烟活动及其评论

三　林则徐的敌情判断

四　林则徐的制敌方略

第3章　“剿”“抚”“剿”的回旋

一　初战

二　“剿”“抚”之变

三　伊里布与浙江停战

四　琦善与广东谈判

五　虎门大战

第4章　广州的“战局”

一　杨芳的“果勇”

二　奕山的“靖逆”

三　三元里抗英的史实与传说

第5章　东南壁垒的倾塌

一　璞鼎查的东来

二　厦门的石壁

三　定海的土城

四　镇海的天险

五　浙东的反攻

第6章　“抚”议再起

一　“十可虑”

二　屡战屡败：从杭州湾到扬子江

三　求和的历程

第7章　平等与不平等

一　中英南京条约及其引起的忧虑

二　迈入陷阱：中英虎门条约

三　“等价交换”？中美望厦条约

四　“奉献”：中法黄埔条约

第8章　历史的诉说

征引文献

人名、船名对照表

新版后记

近代的尺度：两次鸦片战争军事与外交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自　序

西方新敌面前的「天朝」旧容

鸦片战争清朝军费考

鸦片战争时期的中英兵力

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军与英、法军兵力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的装备与训练

「天朝」观念下的外交失矩

广州反入城斗争三题

入城与修约：论叶名琛的外交

公使驻京本末

第一次中比条约的订立时间及其评价

近代尺度丈量下的实距

虎门之战研究

浙东之战的战术

吴淞之战新探

大沽口之战考实

上海三联书店版后记

附　录

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自序

导论

手稿本、抄本与写作时间

刊印与书名

《我史》“鉴注”的时段

《我史》的真实性

礼送康有为出日本

光绪二十四年岁暮康有为写作时的心情

“鉴注”的方式

《我史》光绪二十——二十四年鉴注

光绪二十年　甲午（1894）　三十七岁

光绪二十一年　乙未（1895）　三十八岁

光绪二十二年　丙申（1896）　三十九岁

光绪二十三年　丁酉（1897）　四十岁

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1898）　四十一岁

附录

《我史》手稿本所录注文、跋语

顾颉刚抄本所录丁文江之跋语

征引文献目录

索引

人名索引

奏折、条陈索引

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自序

目录

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证、修正

一、学术史与本文之旨趣

二、政变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

事后报告制度

未送慈禧太后的个别重要奏折

慈禧太后似不掌握全部谕旨的原文

事前请示制度

从张荫桓弹劾案看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

三、七月二十九日至八月初三日的政治异动

开懋勤殿与七月三十日给杨锐朱谕

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

八月初二日给康有为的明发上谕

八月初三日参预新政军机章京“签拟”权力受限

四、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

杨崇伊的奏折与八月初三日晚慈禧太后决定明日回西苑

伊藤博文的觐见

八月初四日光绪帝移居瀛台非为囚禁

八月初五日上午光绪帝单独处理政务

五、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训政前后

八月初五日慈禧太后决定回颐和园时间推迟至初十日

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训政

袁世凯告密消息传到北京

光绪帝不认可“围园劫后”说

六、整肃与软禁

八月十五日慈禧太后决定不回颐和园

八月十九日杖毙太监

八月二十三日起光绪帝被软禁

九月初四日公布光绪帝病情

七、结论

附录一：百日维新期间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重要折片

附录二：光绪二十四年正月至百日维新前军机处上呈慈禧太后重要折片

戊戌年张之洞召京与沙市事件的处理

一、徐桐的提议与清廷的用意

二、张之洞与总理衙门对沙市事件的处理

三、召张之洞进京的呼声再起

四、简短的结语

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研究

一、学术目的与方法

二、上奏权、代奏与上书的处置

代奏的规定

六月十五日以后的新规定与罢免礼部六堂官

“参预新政”军机四章京与上书处置方式的改变

慈禧太后的介入与新规定的取消

三、上书的内容及其评价

清朝政府的制度病

激进、缓进与守旧

议会的概念与设置

西学与中学

铸币

税收与财政

农业改革

追求实效的具体建策

北京的道路河道修建

四、简短的结语

附录：司员士民上书的时间、代奏及收藏状况

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对外观念的调适

一、德国亨利亲王来华促动的清朝觐见礼仪改革

二、为德皇制作宝星与购置世界地图

三、亲拟致日本国书与召见伊藤博文

四、赴韩使节的派出

五、结语

日本政府对于戊戌变法的观察与反应

一、戊戌变法时期中日关系之背景

二、戊戌变法前期及高潮期日本政府的观察

三、戊戌政变后日本政府的观察与反应

最初的反应与大隈重信的态度

援救张荫桓

援救梁启超

同意康有为赴日本

参加各国派兵北京的行动

援救黄遵宪

阻止废黜光绪帝

参与各国迫董福祥部甘军退出北京的联合行动

四、山县有朋首相、青木周藏外相的态度变化

劝告清朝实行温和主义的行动被中止

援救文廷式的行动被中止

“礼送”康有为离开日本

五、简短的结论

本书征引文献

新版后记

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封面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

自序

第一章　“公车上书”考证补

一　问题的提出

二　档案文献的再次检视

三　都察院的态度

四　“公车上书”的发动者

五　官员与公车上书的实际政治作用

六　孙毓汶的分量

七　《公车上书记》、《南海先生四上书记》的说法

八　结论

第二章　“公车上书”考证再补

一　总理衙门章京的上书

二　刘大鹏日记中的记录

三　“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中的记录

四　我未加解读的相关史料

五　关于史家的主观意志

六　个人的希望

第三章　戊戌变法期间的保举

一　甲午战后下诏求贤

二　胶州湾事件后三次下诏求贤

三　康有为及其党人的活动

四　王文韶、荣禄、张之洞、陈宝箴、刘坤一等封疆大吏的保举

五　京城中的较量

六　懋勤殿：康有为及其党人最后的保举攻势

七　简短的结语

第四章　京师大学堂的初建——康有为派与孙家鼐派之争

一　淡出的背景：强学会与官书局

二　京师大学堂的开办与章程起草人的变更

三　李盛铎奏折及其用意

四　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联衔上奏及附呈《大学堂章程》

五　孙家鼐的政治理念与总教习位置之争

六　孙家鼐对《大学堂章程》的修改

七　孙家鼐的办学思想

八　简短的结语

第五章　救时的偏方——戊戌变法期间司员士民上书中军事外交论

一　军事对抗的方案：民团

二　师法于西方与西法之不可据

三　书生议兵与武将论兵

四　因应的外交策略

五　师法日本而修律改约

六　消除教案诸策

七　简短的结语

第六章　记忆与记录——光绪帝召见张元济

一　张元济的回忆

二　张元济当时书信中的记录

第七章　巴西招募华工与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

一　康有为的说法

二　巴西输入华工的设想与清朝的对策

三　光绪十九年巴西再派使节来华

四　光绪十九年澳门非法招募华工去巴西

五　康有为移民巴西计划的释读、相关史料与考证

六　推导出的结论

第八章　康有为及其党人所拟戊戌奏折之补篇

一　假奏稿与真奏章

二　王鹏运、宋伯鲁的四件折片

三　文悌、张仲炘、杨深秀、李盛铎的五件奏折

四　宋伯鲁和他的《焚余草》

五　《焚余草》所录康有为、梁启超代拟的五件折片

第九章　“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阅读报告

一　手稿本的基本情况

二　抄本的流传及刊行

三　书名、卷数与写作时间

四　手稿本的修改与增添

五　光绪十五年之误记

六　初步的结论与愿望

征引文献

精彩试读

一、徐桐的提议与清廷的用意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即1898年，正是清朝内外多事之年。德国占领胶澳，俄国、法国、英国也紧随其后，对大连、广州湾（湛江）、新界、威海提出了租借要求。清朝为偿还甲午战争对日本的赔款，对外大借款，引发了俄、英两国对借款权的争夺，向清朝施加种种压力。清朝处理此类事务的总理衙门对此根本无法抗拒。朝野上下感到了普遍的危机。而正是这种危机感引发了戊戌维新。

此时清朝的政治权力中心——军机处，正处在权、能皆不足的境地。军机大臣当时共有5位：恭亲王奕訢（兼总理衙门首席大臣）、礼亲王世铎、翁同龢（兼总理衙门大臣、户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钱应溥（工部尚书）。首席军机大臣、首席总理衙门大臣奕訢正处于病中，多次给假，经常不能入值，有事常去其家中请示。礼亲王世铎于光绪十年（1884）甲申政治风波中接替奕訢，出任首席军机大臣，光绪二十年（1894）奕訢再入军机处，他退居次席。其人无才，亦无野心，入值军机处14年一无建树，但以其亲王的身份、谦和的姿态也能自保其位。翁同龢、刚毅皆为光绪二十年入值军机处。其中翁同龢为帝师，曾于光绪八年（1882）至十年入值军机处，此次为再次入值。光绪帝常在上书房私下与翁相谋大计，遭慈禧太后疑忌，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初裁撤汉书房。从此，翁与慈禧太后的关系十分微妙。刚毅因在甲午战争中力主战策，由广东巡抚开缺，以侍郎候补入值军机处。其思想保守，又是满人，但与慈禧太后的关系甚好。(1)钱应溥本是军机章京出身，一度入曾国藩幕府。他于光绪二十一年入值军机处，一直列为班末，政治上的发言机会不多。他于光绪二十四年初起一直生病，多次给假。由此，军机处虽有5人，但奕訢、钱应溥一直请假，实为世、翁、刚三人。其中翁、刚有隙，世又无争，意见常常不一。在此情况下，奕訢提出“枢垣需人”，光绪帝请示慈禧太后，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初十日（1898年3月2日）命刑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廖寿恒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2)廖秉性肫诚，持躬端谨，但无大作为。入值后，光绪帝经常命其起草谕旨，但整个军机处的工作并未因廖的入值而有任何起色。

此外，清朝还有两个重要的机构，一是内阁，一是总理衙门。当时的内阁大学士为文华殿大学士李鸿章，武英殿大学士麟书，东阁大学士昆冈，体仁阁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荣禄、翁同龢。内阁本身当时已成闲散衙门，李鸿章甲午战败后，虽得保全，但已失势；麟书此时已病重，不久后死去；昆冈、徐桐当时被视为文人，且年龄太高，难掌政治执柄；荣禄在慈禧太后的器重下，主要执掌兵权，此时任督办军务处会办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兵部尚书、步军统领。总理衙门大臣为奕訢、庆亲王奕劻、廖寿恒、张荫桓、敬信、荣禄、翁同龢、李鸿章、崇礼、许应骙。其中奕劻为慈禧太后的亲信，时任颐和园工程处大臣、御前大臣，主要在慈禧太后身边；张荫桓最为光绪帝所重，时任户部侍郎，经常受光绪帝召见，但为慈禧太后所嫉恨。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清朝上层处于权力结构不和谐状态。正是在这一情况下，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吏部事务、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于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光绪帝收到此折后，未签署意见，当日将之上呈慈禧太后。(3)然而，这一份建议让慈禧太后考虑了3天，直到闰三月初三日（4月23日），清廷发出电旨：

奉旨：张之洞著来京陛见，有面询事件。湖广总督著谭继洵兼署。钦此。(4)

翁同龢对此在日记中称：“令湖督来京陛见，从徐桐请也，盖慈览后，圣意如此。”同一天，翁还致信正在病中的恭亲王奕訢，告知此事。(5)

从当时的政情来分析，清廷于此时调张之洞入京，是在政治格局上有所调整的重要举措。

此时戊戌维新运动已经发动，不少人已上奏建议改革。其中正月初三日，总理衙门大臣约见康有为；初六日根据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决定开设“经济特科”；十四日，发行“昭信股票”；二十一日批准兴建津浦铁路；二十五日根据御史王鹏运的建议，决定开办京师大学堂；二十九日根据荣禄等人的建议，决定武科改试枪炮；二月十九日总理衙门代递康有为变法奏议；三月初三日总理衙门再递康有为变法奏议两件及康著《俄彼得变政记》；二十三日总理衙门再递康有为变法奏议三件及康著《日本变政考》、《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6)与此同时，民间的报刊、学会如春风春雨般地浸润着社会的土壤；各省大吏也在开矿、修路、兴办新学方面力图多有建树。百日维新尚未正式开场，但改革之势伴随列强的压力而增大积强。

徐桐，汉军正蓝旗人，时年79周岁。他在当时属思想守旧一派，并在政治上与李鸿章、翁同龢、张荫桓等趋新趋洋派人士格格不入。此时的中枢，以徐桐的眼光来看，已是大成问题：李鸿藻已于光绪二十三年去世，奕訢病重，将不久于人世，世铎力弱且少见识，翁同龢的权势太盛，刚毅、廖寿恒难以相敌。也就是说，奕訢若因病不能入值，权力将落在翁氏手中。若逐翁出军机，中枢即无一有能之人。由此需要一位新人能抵消翁氏的力量；若有机会逐翁，其人也能顶替上去，在中枢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徐桐此时不满翁外，更嫉恨权臣张荫桓。张虽未入军机，但频频入见，对光绪帝的影响力极大。在多人出奏参劾张氏未成后，徐桐后于闰三月二十七日亲上一折《请将张荫桓严谴折》，(7)明言攻张仍暗中稍涉及翁。然此折上后，张荫桓依旧未能撼动，光绪帝优宠有加。在徐桐看来，如果奕訢一旦过世而翁、张联手，政治局势的发展更不知伊于胡底。徐桐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推出张之洞的。(8)

此时的张之洞，已是督抚中的实力人物。甲午战争期间署理两江，战后又回任湖广，开创出了许多引人注目的新事业。他原本是清流出身，与京中各大老甚有关系；此时又与新派人士，包括康有为等人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络；长年封疆大吏的工作，使之有了实际的政治经验，做起事来更能让老派人士放心。同时，考虑到光绪帝此时的政治取向，此类趋新的官员也容易得到光绪帝的认可。是年张氏61周岁，恰是政治家最成熟的年龄，其声望、地位在军机处皆能镇得住。

徐桐荐张的原折，我在档案中尚未检出，仅能从军机章京的摘由中知其大要。但徐桐的身份地位，使之在奏折上不可能将其用意和盘托出，仅是提出召张入京“有面询事件”。政治经验丰富的翁同龢一下子便识破其心，在日记中写道：“徐桐保张之洞。”(9)谢俊美先生在其著作《翁同龢传》称徐氏用意在于“以张驱翁”，虽无直接材料而推测，我对之仍是同意的。(10)慈禧太后看到徐桐的奏折后，用了3天的时间来考虑，也是因为兹事体大。

就在清廷发出召张电旨的几天后，安徽布政使于荫霖上奏弹劾李鸿章、翁同龢、张荫桓。于氏此折的背景今天还不能说得很清楚，但非为个人的举动。光绪帝于闰三月初八日收到，将此折留中，也未上呈慈禧太后。(11)此时光绪帝正与慈禧太后同住于颐和园，(12)于荫霖奏折的内容有无向慈禧太后当面报告，今限于材料，无法得知。当日，光绪帝再发电旨给张之洞：

奉旨：昨谕令张之洞即日来京陛见。该督何日起程，著即电闻，毋得迟滞。钦此。(13)

此中的“昨”字，当作“以前”解。这一道催张入京的电旨，很可能经由慈禧太后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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