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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维新运动中，湖南维新占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是整个维新运动的一个缩影，而且真正赋予了维新运动以社会实践意义。因此，将
湖南维新运动作为独立的学术课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将为整个维新运动研究提供独特的视角，有助于深入理解维新运动的 历史命运。包括
前言在内，全文分五个部分展开。 

    前言对以往的湖南维新运动研究作了回顾，指出以80年代中期为界，湖南维新运动研究呈现两个发展阶段，80年代中期以前，主要是在“改
良主义”的理论模式下进行研究；8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多样化的研究趋势，在研究的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有了明显的进展。本文的研究思路一
是加强定量分析，加强对湖南维新运动发展过程的具体研究和描述，努力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相结合，宏观的理论概括与具体的过程描述相结
合；二是把握好湖南维新与全国维新运动的关系，注意考察朝廷政局与湖南维新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影响。 

    第一章从社会经济、文化传统与士绅队伍状况等三个方面分析湖南维新的社会基础。首先指出湖南维新运动前没有开设通商口岸，在洋务运
动中湖南显得沉寂，到维新时期基本上还保持着传统的封建农业经济；其次对近代湖湘文化的理学传统、今文经学和船山学说这三大学术源流作
了分析，认为近代湖湘文化具有“经世致用”和“维护道统”的二重特征，分别所接纳近代思想的土壤和阻碍近代化的思想因素；随后运用定量
分析的手段，对太平天国前后湖南士绅的数量、所占人口比例作了估算，指出湖南士绅队伍在太平天国后有大幅度的扩张，文中分析了士绅阶层
在地方社会事务中的作用以及官绅结合的地方行政体制对湖南维新运动的影响。 

    第二章对湖南维新运动进行分期研究，将湖南维新分成发端、兴盛、停滞与失败三个阶段，描述了湖南维新的兴衰过程。自1895年谭嗣同等
人在浏阳兴算到1897年11月所湖南维新运动的发端时期，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所办实业、开风气。自1897年11月梁启超入湘至1898年5月所运动
的兴盛时期，时务学堂、南学会以及《湘报》等维新事件体现了维新派的“民权”与“地方自治”的主张。1898年5月陈宝箴调阅时务学堂札
记，标志湖南维新运动发生转折，由于抚院态度发生变化，于是有了南学会停讲、时务学堂总理易人、《湘报》改章，而时务学堂学生札记批语
中反满倾向被保守派抓住作为攻击把柄，影响了维新政局。到戊戌政变发生，湖南维新运动走向最后失败。 

    第三章湖南维新时期官绅的思想变迁，指出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等维新派的根本主张所民权与地方自治。谭嗣同的民权思想主要来自船
山学说，带有较强烈的反满倾向。梁启超的民权思想主要来自康有为的“改制”理论；黄遵宪的民权与地方自治思想则所对西方的直接借鉴。湖
南维新时期的官吏的主要思想是“中体西用”，陈宝箴是推行新政最力、最能接受维新主张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对湖南维新的影响不容忽视，其
《劝学派》所针对维新派的，其中的方案是典型的“中体西用”论。守旧派领衔人物王先谦在前期是参与维新的，思想中有开新的一面，但当他
发现维新派的主张危及封建道统时就起而反对；叶德辉是守旧阵营实际上的主将，一种强烈的卫道心理使他反对维新派的主张，守旧派的核心思
想是要严“夷夏之防”。 

    第四章论述湖南维新运动失败的历史影响，文中指出湖南维新失败的原因是缺乏相应的社会基础。其历史影响一是给湖南社会带来了深刻变
革，使湖南在后来的清末新政中形势发展较快；二是传播了反清革命思想，对1900年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有直接的影响，虽然受康有为的保
皇思想的影响，但反清自立的意识也很鲜明，通过自立军起义，湖南维新运动对后来革命的发展业产生了影响。 

文章录入：zhangzhiyong    责任编辑：zhangzhiyong  

● 上一篇文章： 《晚清社会思潮》序 

● 下一篇文章： 梁启超“斥后保皇”与谋救光绪皇帝（1898、9─1900、9）之评析 

【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 战国封建说质疑 
● 《晚清社会思潮》序 
● 张之洞与《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 晚清政治与新史学 
● 重读《李秀成自述》 
● 近年来学术界对“封建”及“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版权所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 邮编：100006 传真：651332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