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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其研究一直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从政府视角 

出发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著述主要集中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 

应对策略及影响。至于研究的不足，主要表现在总体上相关研究较少，缺乏研究共识；研究者需 

要勤于思考以强化意识；相关研究中仍带有革命史观的影响；相关资料有待整理挖掘等四个 

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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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事件， 

其研究一直受到史学界的重视，其中存在的问题 

主要是政府视角探究不够。虽然近年来政治史范 

式的制约相形弱化，但学界在研究视角上过于拘 

泥于革命情结，取径往往是自下而上，清朝政府成 

了被忽视的对象，政府的危机应对等重要的课题 

没有引起关注。从政府视角出发研究太平天国运 

动主要集中于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政府的政治、 

经济、军事、外交等应对策略及影响。太平天国运 

动爆发之前政府并未有效解决社会危机，爆发之 

后清政府的一系列举措虽然救一时之急，却埋下 

了灭亡的隐忧。相关研究为解读这些策略及其实 

施的影响提供了重要参考，但深入分析，其在内 

容、范围、理论和材料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对政府 

视角下的太平天国运动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将 

有助于推动这一领域乃至其他相关领域的研究走 

向深入。 

一

、政治方面的研究 

关于政治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太平天国爆 

发前清政府政策研究，及之后清政府镇压太平天 

国运动的政策及影响两个方面。 

1．太平天国爆发前清政府政策研究 

金田起义前清政府应对政策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清政府在广西地区的行政不作为和处置失当两 

个方面。 ． 

政府不作为的研究中，夏春涛撰文指出“道 

光末年，广西是长江以南社会矛盾最尖锐、统治基 

础最薄弱的一个省份，民生问题、民族问题、土客 

问题相互交织，而清政府在该省的统治力量存在 

先天性不足，主要表现为官员少、驻军少、经费 

少。”面对民变事件层见叠出的局面，广西官府陷 

人缺兵少饷的窘境，疲于招架。而吏治腐败这一 

深层次原因又致使官府在应对民变时“效率低 

下，方寸大乱，尤其是军队缺乏战斗力。”⋯王明 

前提出“广西官府对待社会矛盾的消极态度、地 

方绅士缺乏地方行政积极性而表现出的应付社会 

突发事件的低下能力、土客械斗向地方军事化的 

转变与强化，这一切都便利了拜上帝教与客家武 

装团体的有效融合。” 

关于政府处置失当的相关研究中，菊池秀 

明 指出，清政府并未充分认识到以移民为主的 

土地开垦事业的中坚力量成为新的社会精英，和 

处理纳税问题的过程中对地方官的治理积极提出 

问题的地方领袖这股新兴势力的重要性，做出了 

压制新兴势力的举措，因而大大加深了独占政治 

发言权的科举精英和非科举精英之间的矛盾。马 

冠武以金田起义前后树起来的碑刻作为研究的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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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指出面对危机，“清朝政府各级官员深感 ‘近 

忧’、‘远虑’。他们试图采用德威兼用，‘除暴安 

良’的两面手法加以消除。”-4 而这一套对应措施 

并不能消弭人民群众的斗争。此外，陈开江之文 

“从科举制度层面透析太平军军兴之因。” 

2．太平天国爆发后清政府镇压该运动的政策 

和影响 

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政策和影响的研 

究可分为宏观、微观两个方面。宏观方面，楚双志 

提出“太平天国时期，中央与地方出现了权力再 

分配的格局。在太平天国的沉重打击下，清政府 

不得不实行放权督抚的政策，允许地方进行 自救。 

清政府这种政策调整的结果，造成国家权力由中 

央到地方的逐渐下移，以皇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 

体制逐渐为以督抚为核心的地方分权体制所代 

替，晚清内轻外重局面基本形成。” 郭林认为 

“独特的晚清政局造成了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而太平天国运动又深深地影响了晚清政局的发 

展。”[71 

微观方面，谢世诚之文论述了吏治问题关乎 

太平天国和清政府双方的成败。他提出“晚清道 

光、咸丰年间吏治的腐败，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兴 

起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太平军占领南京 

后，靠反清朝腐败吏治起家的太平天国领袖们，却 

忽视了自身对吏治的整饬。⋯⋯与太平天国领袖 

们不重视吏治整饬的态度相反，清统治者特别是 

湘军代表人物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痛定思痛， 

在整饬吏治上狠下功夫，取得了相当成效，从而奠 

定了战胜太平军的政治基础。” 

二、经济方面的研究 

经济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太平天国运动时 

期清政府为应对财政危机所采取的各种经济政策 

的整体性研究、田赋问题、金融政策和军费征收问 

题研究等方面。 

1．关于清政府财政危机与财政对策的整体 

研究 

付志宇指出“以太平天国起义为首的农民运 

动动摇了清朝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庞大的军费 

开支使清政府面临空前的财政危机。为了摆脱财 

政经济的困境，清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对策以缓和 

财政危机。” 范琼也提出“清政府通过铸大钱、 

举借内债、增加各种税收来增加财政收人，这不仅 

仅改善了晚清窘迫的财政状况，也改变了中央和 

地方的权利格局，对清政府的财政收支结构和财 

政体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为洋务运动的 

发展提供了契机。”̈⋯。 

2．田赋 问题 

潘国旗之文记述了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对 

部分战区省份实行 ‘减赋’政策，在政治上，稳定 

了封建统治⋯⋯但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镇压 

后，清政府马上将 ‘减赋 ’政策转变为清赋政 

策。”-】 在地方田赋征收政策及影响方面，张玉莲 

之文“以太平天国运动起源地广西省为例，从对 

影响田赋征收的人户、土地两大因素着手⋯⋯着 

重探讨人地关系变动下的旧有瘫痪的田赋征收制 

度重建的失败及其影响0”[ 林齐模 论述了清 

政府战后重建安徽田赋征收制度的努力和其失败 

原 因以及安徽战后 田赋征收弊病 的表现及其 

后果。 

3．金融政策和军费征收问题 

针对清政府在太平天国时期的金融政策，李 

瑚 指出清政府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发生经济 

危机后，采取了滥发通货的办法来解决，从而出现 

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币制极为混乱的时期。洪葭 

管ll 则考察了清朝统治区域的经济、金融所起的 

变化。清政府的军费筹措方面，罗包庚指出“太 

平天国时期，以往驻军不多的江西成为战争的重 

灾区，清朝传统的军事和后勤体制被打破。沉重 

的军费负担和统治者竭泽而渔式的括民之术，对 

当时及以后的江西政治与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刻影 

响。’’[ ] 

三、军事方面的研究 

军事是太平天国运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政府视角出发进行研究主要集中于清政府对非 

官方军队的利用问题与清政府对太平军的分化瓦 

解策略两个方面。 

关于清政府对非官方军队的利用问题，叶凤 

刚提出“在借师助剿的背景下，清廷对雇佣军的 

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反对到赞成的变化过程。雇佣 

军合法化以后，清政府比较重视对雇佣军的控 

制。”-l 团练问题是太平天国史研究的一个重要 

方面，不少文章从批判清政府的角度出发，对清政 

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采取的军事举措进行了研 

究。曹国祉之文  ̈论述了团练出现的原因及其 

实际效果，探讨了团练对于维护统治所起的正反 

两方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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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政府对太平军的分化瓦解策略的相关 

研究中，贾熟村指出“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起 

义的过程中，软硬兼施，一方面是真刀真枪的战场 

斗争，另一方面，也对太平军大力分化瓦解，招降 

纳叛。” 李惠民对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清政府对 

于监犯和被俘人员的利用进行了探讨 。此外， 

在有关清朝官方军事部署的论述中，崔岷 详细 

论述了咸丰帝自即位后通过一系列部署逐步加强 

了广西“剿匪”的指挥系统和兵力以及这些举措 

的实际效果和对金田起义的影响。 

四、外交及综述式研究 

关于太平天国的外交研究，学术界的研究成 

果颇多，这些研究或侧重于太平天国对西方国家 

的外交政策，或关注西方国家对太平天国的态度。 

王桃对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清政府与西方国家外交 

关系的变化进行了探讨 。在清政府与基督教 

关系方面，杨大春指出“太平天国战争对清政府 

教会政策的影响和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保持着一 

致。随着清政府对外政策在辛酉政变后的转折， 

这种影响亦可以辛酉政变分为前后两种。” 而 

赵树好则提出应以1860年 10月作为太平天国时 

期清政府对基督教政策的前后分界线，前期是限 

制、打击教会，后期则以偏袒教会为主 。 

以政府视角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综述性文章 

主要集中于清政府的应对政策及其影响的评价方 

面。刘次涵 对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 

动时在财政、军事和外交上采取了的对策和措施， 

以及这些对策和措施产生的后果进行了探讨。郑 

起东则提出“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后实行的 
⋯ ⋯ 让步政策，确实让农民得到了经济实惠，促进 

了经济的发展。” 钊相关研究的综合性的著述较 

少，仅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的《清政府镇 

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 等反映清政府镇压太平 

天国过程的档案汇编性质的著作。 

五、相关研究的反思 

太平天国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学者从诸多视角对太平天国运动进行了研究。以 

政府视角切人，探讨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前后所采取的策略及其效果，有利于完整的认识 

太平天国运动中被忽视的另一方——清政府，突 

破以往在研究过程中单纯以太平天国政权为主 

体，将清政府作为反面陪衬的程式化论述。太平 

天国运动是针对清政府的暴力反抗活动，是一个 

互动的过程，缺乏清政府应对策略的研究则不免 

造成偏颇的认识。正如有的论者所指出的“倘若 

撇开清政府的因素，忽视当时空前激化的种种社 

会矛盾，单纯从个人方面来推究引发这些事件的 

原因，那就难以作出正确的解释”⋯。更重要的 

是，研究清政府对于这场规模空前的社会危机的 

应对措施将为后世提供借鉴，发挥史学研究的资 

鉴功能，推动当下 日渐冷清的太平天国史研究走 

向深入 。 

总体上来看，政府视角下的太平天国研究内 

容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但 

是，目前尚未有专门以政府视角综合论述清政府 

应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方针、政策及其实施效果的 

论述。相关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总体上相关研 

究较少，缺乏研究共识；研究者需要勤于思考以强 

化素质；相关研究中仍带有革命史观的影响；相关 

资料有待整理挖掘四个方面。 

1．总体上相关研究较少。缺乏研究共识 

在目前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以政府视角来 

研究的著述较少，从中国知网搜索的相关文章约 

三十余篇，缺乏系统的研究型著述。政府视角下 

的太平天国史研究或是从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 

立场出发对清政府的某一政策进行描述，如潘国 

旗的《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的“减赋”政策》̈¨； 

或是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主体探讨其对于清政府的 

各项政策的影响，如范琼的《太平天国运动对晚 

清财政的影响》 1o]等等。总体上缺乏将政府为研 

究主体探讨其应对统治危机的决策过程及相关政 

策成效的研究，在研究的内容上也存在着偏向中 

央政府的视角的倾向，地方政府视角下的太平天 

国运动论述较少。相关著述多有泛泛之嫌，如对 

于清政府的经济政策的论述基本上都是对清政府 

铸大钱、举借内债、增加厘金等各种税收翻来覆去 

的论说，新意有欠。目前学界对于政府视角应用 

于近代史研究尚缺乏共识是制约相关研究走向深 

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政府视角下的太平天国史研 

究不同于以往的政治史研究，也不是在论述太平 

天国起义前的社会背景中简单提及政府的不作为 

和乱作为。对此，学界尚无较为一致的认知。 

2．研究者需要勤于思考以强化意识 

治史者缺乏将原有的太平天国史研究纳入新 

的视角研究的自觉，视野的狭窄和视距所限导致 

了相关研究多停留在表层叙述，缺乏深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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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论证。仅有的几篇如夏春涛的《金田起义前夜 

的广西社会》⋯、陈开江的《太平天国运动与晚清 

科举制之关系探讨——兼论清廷推行捐纳举措的 

得与失》 等文章虽然论述了清政府对太平天国 

的政策及其影响，但也多是就事而论，简单的批判 

与否定，至于清政府如何解决行政不作为问题以 

及除了采取这些“失当”的策略之外还能采取哪 

些更为有效地举措则鲜有提及。学界研究的取径 

往往是自下而上，从否定政府的初衷出发，站在政 

府的对立面，着意于感性层面上的批评、指责政 

府，努力寻觅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其实，就太平天 

国史研究而言，若从政府的角度看，则有许多值得 

探究的问题，如果清政府不采取征收厘金、放权督 

抚的政策，还有更好的选择吗?应对这场前所未 

有的社会危机，清政府是否做出了最佳的选择? 

是什么因素影响了它对太平天国的政策?太平天 

国运动终究被镇压下去了，究竟是清政府政策的 

成功还是失败?等等，类似的问题将次第而生，这 

也体现了该课题研究的意义、价值。史学研究是 
一 种创造性的活动，需要史学研究者思维的嵌入。 

我们需要用大历史的眼光来审视这场运动的前前 

后后，给予更加准确、客观的评价和深思1 

3．相关研究中仍带有革命史观的影响 

革命史观是影响政府视角研究走向深入的一 

大障碍。相关论述多囿于革命史观禁锢，研究多 

限于对清政府政策进行叙述，对其政策多持简单 

批评态度，没有从根本上对政策的决策动机及效 

果进行综合考虑。如赵树好之文在论述太平天国 

时期清政府对基督教政策时提出“太平天国时期 

清政府的基督教政策是以镇压人民、维护 自己的 

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因而虽有合理性，但缺乏统 

筹规划，前后矛盾，弊端丛生。历史证明，太平天 

国时期反动的清政府不可能制定出正确的基督教 

政策” 。这种结论式的研究难以彰显史学研究 

的资鉴意义。史学的功能不能得以彰显，史学研 

究的价值不能得以体现，史学便难逃被边缘化的 

命运。 

4．相关资料有待整理挖掘 

虽然早在上世纪 8O年代已经陆续编纂出版 

了大量的清方记载，如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主编 

的《太平天国资料汇编》 副和中国第一历史档案 

馆编纂的《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等，但 

学界对其利用却有待强化，并未因此而造就一批 

高质量的清政府对太平天国政策的研究性著述。 

故而仍需进一步挖掘相关史料，而不仅仅是对某 
一 政策做寻章摘句式的记述。另一方面，相关研 

究中石碑等新史料 的出现以及港澳台乃至海 

外资料 的整理也将为政府视角下的太平天国 

史研究提供宝贵的研究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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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aiping Rebellion is an important event in modem Chinese history，its research has drawn the Historians’attention for 

a long time．The research on the Taiping Heavenly Kingdom Movement from the Government perspective are mainly about the Qing 

government’S political，economic，military，diplomatic and other coping strategies and effects．Th e inadequacy of these resear- 

ches is mainly found in four aspects．Research in general less，lack of consensus；researchers ne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cious- 

ness of thinking；research is still a revolutionary history；data mining to finishing and SO O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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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oughts on Leading Farmers Internaliz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During the Devdlopment of Harmonious New Country 

GA0 Yan 

(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Yancheng Jiangsu 224003，China) 

Abstract：Leading farmers internalize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is not only the inherent requirements of building new socialist 

country，but also the acteal needs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construction．The key to the accomplishing this task lies in 

strengthening the faith i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the material achievements of building new countryside．Nurtu— 

ing new farmer is the core of accomplishing this task．And we should guide the farmers practice the socialist concept of honour 

and disgrace at first，and then we shoud lead them purse and follow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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