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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卷·导读

清代由盛转衰，乾隆末年已见征兆，而真正进入
衰世，则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大清王朝进入衰世，
中国历史也进入近代( 1840 ～ 1911 年) 。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英帝国主义者发动了
蓄谋已久的掠夺性侵略，这对中国社会的改革，起了
“不自觉的工具”( 马克思语) 的作用。从此以后，晚
清的社会便发生了本质的变革。从太平天国革命，
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都与历朝历代的朝政改革不
同，历史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社会思潮和
文化结构都和过去不同了。

中国近代史上每一次变革，每一次事件都出现
了一大批仁人志士。林则徐赴广州禁烟、虎门销烟，
是一次轰动全世界的壮举。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
关天培喋血虎门，更是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不甘屈
服、敢于斗争的英勇气概。

洪秀全的金四起义，表明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
革命运动从此揭开了序幕。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
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一次伟大的反封建反



侵略的农民运动。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
峰。太平天国的杰出领袖，如洪秀全、石达开、李秀
成等永远载入史册。
“戊戌变法”是一次要求民权、发展资本主义的

维新变法运动，运动中杰出领导人物康有为、梁启超
以及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他们是中国近代史上
应该大书特书的精英。

19世纪 60年代至 90年代，清政府内部洋务派官
僚以“自强”和“求富”为标榜，在军事、政治、经济、文
教及外交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革新运动，史称“洋务
运动”。它是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碰撞后的第一次大
规模的反应，它使中华文明开始具体地进入到一切学
习西方的运动，改变了中华文明几年来封闭的格局，
并使之面向世界、汇入世界文明的大潮中。“洋务运
动”中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盛宣怀等
在中国近代史上也自有其不可抹煞的功绩。

伟大革命先驱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朝封建统
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的专制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
制度，在这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中，涌现了成千上万
的革命志士，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秋瑾等等，他们
的名字将永垂青史，永远是国人所崇仰、学习的
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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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

虎门销烟

林则徐 ( 1785—1850 ) ，清末政治家。字元抚，一字

少穆，福建侯官 ( 今福州) 人。嘉庆进士。与龚自珍、魏

源、黄爵滋等人提倡经世之学。任东河河道总督时曾尽力

修治黄河。后任江苏巡抚，又兴修白茆浏河等水利。1838

年 ( 道光十八年) 在湖广总督任内，严厉禁烟，成效卓

著，为禁烟派代表人物。12 月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

查禁鸦片。次年 3 月到广州。为了解西方情况，派人翻译

外文书报，编成《四洲志》。主张对外商分别对持，孤立

烟贩。与总督邓廷桢协力查办，严令英美烟贩缴出鸦片二

百三十七万多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 并积极筹备海

防，倡办义勇，屡次打退英军挑衅。1840 年 1 月任两广总

督。6 月鸦片战争爆发后，严密设防，使英军在粤无法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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逞。10 月受诬害，被革职。次年派赴浙江，协办海防。不

久充军新疆，曾在新疆兴办水利，开辟屯田。后起用为陕

西巡抚，擢云贵总督，因病辞职回籍。1850 年受任钦差大

臣，往广西镇压农民起义，途中病逝于广东普宁。

林则徐出身于贫寒的封建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因家

贫，13 岁才进私塾读书，直至 50 岁才被选为贡生①，此后

屡试不中，一生以教书为业。他把自己的希望都寄托到儿

子林则徐身上。

林则徐也很听父亲的话，自幼勤奋好学。他 14 岁中

秀才，19 岁中举人，21 岁被聘到厦门任海防同知书记。

22 岁被聘为福建巡抚张师诚的幕僚②。他在嘉庆十六年

( 1811) ，27 时岁考中进士，从此步入仕途，先是任翰林院

编修，利用这里藏书丰富，人才荟萃的有利条件，刻苦学

习，进一步充实自己。

林则徐的仕途很顺畅，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历任两浙

盐运使，淮海道、江苏、陕西按察使，河南、湖北、江宁

布政使，河东河道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钦差大臣

①

②

贡生: 明清两代科举制度中，由府、州、县学推荐到京师国子监
学习的人。幕僚: 古代称将帅的幕府中参谋、书记等为幕僚，后
泛指文武官署中佐助人员 ( 一般指有官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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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职。在职内，他一心为民，忠于职守，秉公执法，力主

革新，体察民情，在兴办河工、治漕运、兴屯垦田等方面

都作了大量工作，很受当地人民群众爱戴。

在清朝道光十七年至道光十八年 ( 1837—1838 ) ，鸦

片就像洪水一样涌进中国。鸦片原盛产于印度和小亚细

亚，又叫“阿芙蓉”、“大烟”或 “烟土”，是用罂粟果实

中乳状汁液制成的一种有强烈麻醉性的毒品。少量服用，

能镇痛、止泻、止咳。如果吸食，就很容易上瘾 ( yǐn ) ，

非每天吸食不可。慢慢地，人变得面黄肌瘦，萎靡不振，

成了“大烟鬼”。

早在唐代鸦片已开始输入中国，但数量极微，仅用于

医药。直到 1767 年，每年由印度输入的鸦片不过 200 箱，

但英国商人发现鸦片既能获得高额利润，又容易找到销

路，就用它来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于是，千方百计地在

印度扩大鸦片的生产，通过贿赂清朝官吏、武装走私等手

段，把鸦片贩运到中国。输入中国的鸦片年年增加，到

1838 年竟多达 4 万余箱。

清朝每年出口的大量茶叶、丝绸等土特产，还不够抵

偿鸦片的价值。据道光十五年 ( 公元 1835 年) 的估计，

当时中国已经有二百万人吸食鸦片，每年白银外流四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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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两。因此，鸦片既毒害了中国人，又给清朝的财政造

成了很大损失。

鸦片的威胁这么大，很多正直的官员都很忧虑。他们

强烈要求禁止鸦片进口。可这时候的清朝政府已经走向下

坡路，腐败无能。有些掌权的大臣竟然反对禁烟，更有那

些只顾自己发财的官员阳奉阴违，暗中和外商勾结，不但

纵容官兵大量吸食鸦片，还公然受贿导致鸦片走私畅通

无阻。

在鸦片越来越多的涌入中国的形势下，清政府内部分

裂为抵抗和妥协两派。一部分坚持禁烟，要求抵抗外侮的

官员构成抵抗派，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是他们的代

表; 一部分原来就是反对禁烟，或者害怕对战争动摇其统

治的官员构成妥协派，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直隶总督琦

善、两江总督伊里布是他们的代表。妥协派在朝中占有很

大的权力。

当时林则徐任湖广总督，在总督任上，他查获了近

5000 杆烟枪，当众刀劈火烧，收缴了大量鸦片，仅阳县就

缴获鸦片一、二万斤。为了帮助吸食者戒烟，林则徐提出

了配制断瘾丸，强迫吸食者戒绝，大举搜查烟枪、土膏等

六条禁止鸦片的办法。许多吸毒者戒除了烟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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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十八年 ( 1838) 八月，林则徐上书道光皇帝主张

禁烟。林则徐在奏书中尖锐指出鸦片的危害，无情地揭露

了鸦片受贿集团和吸食者的关系。道光皇帝看了奏章后，

用朱笔在上面加了圈。他感到问题的严重: 军队是坐天下

的命根子，军饷是维持统治的基础。如果基础不牢靠，那

是不堪设想的事，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他同意了林则徐

禁烟的主张。

接着，就下令召见林则徐进京商议禁烟对策，林则徐

从武昌起程进京途中，弛禁派头子、直隶总督琦善从北京

赶来，以禁烟必然要引起外国武装干涉，威胁林则徐，但

林则徐不为所动。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

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深知

这次去广州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但他向自己的师友表

示: “祸福死生，早已置之度外”，要尽一切努力，除掉鸦

片这一毒患。

林则徐来到广州后，看到街头上，一些骨瘦如柴、脸

色黑灰的“大烟鬼”有气无力地缩身在墙角里，不住地打

着哈欠，鼻涕眼泪一齐往外流。那些商贩守着店铺货摊，

却无人来买。身穿便服进行私访的林则徐看到这令人心酸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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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心里非常激动。他觉得要想彻底禁烟，非得先从

内部整顿不可，一定查出并严办那些走私鸦片的汉奸和贪

官，让老百姓的精神振奋起来。

过了几天，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去检查几个书

院，提出要对学生进行考试。考场的大门关得严严的，学

生们紧张地待着发考卷。考卷发下来了，学生们打开一

看，都愣了。原来考卷里面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此

次考试，可以不答试题，但是必须把自己知道的烟贩姓

名、住址和活动情况写出来，对官兵受贿走私的内幕，更

要写明白，不得隐瞒。书院的学生来自四面八方，知道的

情况很多，又大都年轻活跃，对鸦片走私也深恶痛绝。大

家默默地写了起来。林则徐威严的面孔也露出了笑容。

林则徐用种种办法，终于查清了走私鸦片的情况，严

惩了一些违法官兵和烟贩子。然后，他发出了通告，主要

内容是: 一切外国商人必须在三天内缴出全部鸦片，并写

出永远不再贩运鸦片的保证书。今后如再查出鸦片，按犯

罪论处，货物没收，犯人处死。

外国商人根据多年的经验认为，清朝官员都是可以买

通的，官方的禁烟无非都是没有雨的雷声。他们没有料

到，新来的钦差大臣表现出完全不同的作风。林则徐到达



7

广州后就积极筹备海防，相信 “民心可用”，号召组织武

装团体，招募水师 5000 人，公开号召民众起来保卫国家，

宣布“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林则

徐宣布的三天全部交出鸦片的期限已到，但目中无人的外

国烟贩却拒绝交出鸦片。这时，林则徐下令传讯英国的大

烟贩颠地，开始和外国侵略者展开了直接的斗争。英驻华

商务监督义律从澳门赶到广州，把颠地藏到商馆保护起

来。林则徐闻讯后立即命令中国军队包围了英国商馆，并

下令暂停中英贸易，以示警告。由于他采取了坚决措施，

200 多名英国商人终于被迫交出了 20283 箱鸦片。当时，

美国在广州的商人也被迫交出了 1540 箱鸦片烟。

这么多鸦片怎么处理呢? 林则徐决定在虎门海滩当众

销毁。他叫士兵在海滩上挖了两个方形的大池子，都有十

五丈见方，叫销烟池。池的前边挖有涵洞，后边涌水沟。

销烟前，先把水从沟里引进池里，再制成卤水。

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 ( 公元 1839 年 6 月 3 日) ，

林则徐率领广东各级军政官员，来到虎门海滩边的高岗

上，亲自指挥和监督销毁鸦片。这天，天气十分晴朗。成

千上万的群众闻讯赶来，海滩周围人山人海。

销烟开始了。一队队打着赤膊的工人和士兵们把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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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子找来，又用力把箱子劈开，将鸦片切成碎块投入蓄有

卤水的销烟池里。销烟池上搭着木板，站在木板上的工人

和士兵，把早已准备好的石灰用铁锨撒入池内，还用力地

搅拌着。不一会儿，池里的卤水和鸦片翻滚起来，烟油上

冒，烟渣下沉，一股浓烟冲天而起，直上云霄，霎时间弥

漫了海滩的上空。

销烟连续进行了 23 天，到 6 月 25 日止，将收缴重

2376254 斤鸦片全部销毁，万众欢腾，无不称快。有些外

国商人也来到虎门销烟现场参观，虎门海滩下中国人民高

涨的销烟情绪和彻底销毁鸦片，是他们怎么也预料不到

的。美国传教士俾治文在参观记中写道: “他们在整个工

作进行时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

象再有任何事情比执行这一工作更忠实的了。”虎门销烟

是中国禁烟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它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

气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斗志，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

民清除烟毒、反抗外国侵略和维护民族尊严的坚强决心。

虎门销烟成为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伟大起点，林则徐受到

中国人民的敬仰。

那些被林则徐特意邀请来观看销烟的外国商人，眼看

着鸦片变成废渣泡沫，随着潮水从大坑的涵洞中排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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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不得不低下了头。有一个美国商人走到林则徐面前，

庄重地脱帽鞠躬，表示由衷钦佩。林则徐微笑着对他们

说: “我们禁的是害人的鸦片，不是正当的贸易。你们只

要遵守我国法纪，与我们互通有无，我们是欢迎的。”

了解西方文明

林则徐是第一个打开 “窗户”，睁眼看世界的人，也

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了解西方、 “制夷”的先驱。林则

徐睁眼看世界的思想，产生于反侵略斗争中，又服务于反

侵略斗争。他到广东查禁鸦片之前，和当时其他的士大夫

一样，对中国以外的世界毫无所知。到广东后，在禁烟、

抗英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实践中，他开始多方了解和研究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和动态，除了找外国水手、洋商和

过去在洋行中工作的人员调查外，还 “日日使人刺探西

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

他还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端写的 《世界地理大全》，

把它编成《四洲志》。书中记述了世界五大洲 30 多国的地

理和历史，是中国第一部较系统的世界地理志。后来，他

的友人魏源在这本书的基础上，扩编成《海国图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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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林则徐又译辑了 《澳门月报》、 《澳门新闻纸》、

《华事夷言》等大量介绍国外历史地理知识的资料。在译

辑这些书报的过程中，不仅使林则徐对世界有了新的认

识，而且及时掌握了敌情，对于他抵抗侵略军，发挥了重

要作用。

林则徐不仅注意了解西方，而且主张进一步学习西方先

进的技术。在他看来，学西方的“长技”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学习制炮造船。他主张若造船不及，则先购置; 铸炮不

及，则先买夷炮。这是林则徐积极吸取外国技术长处的一个

重要方面。他曾从澳门和新加坡购买西方制造的大炮 200

门，用来装备虎门各炮台，还购买西方制造的仿造、改制的

三只双桅船在广州江面下水。他还主持改进炮车的牵引技

术，制成四轮炮车，和威力相当于十门普通大炮效力的炸

炮。二是学习西方建立一支近代化的海军。他认为，英军之

所以追南逐北，攻城夺地，原因在于中国“无水战取胜之器

具”。因此，必须按照西方的方式建立和训练一支能在海上

追歼敌人的新式海军，以此来保家卫国。

正因为林则徐敢于打破禁区，不仅能睁眼看世界，而

且主张买进西方大炮与船只来抵抗西方的军事侵略。这是

林则徐积极吸取外国技术长处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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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能有效地进行抗英斗争的重要条件之一。林则徐 “睁

眼看世界”的思想，在中国近代史上，起了向西方学习寻

找真理的先驱作用。

林则徐估计到禁烟可能会引发英军侵略中国，便积极

备战，筹备海防，准备迎敌。他一面请求朝廷加强海防，

各海口派精兵严守; 一面亲自察看海口，修筑工事，添置

武器，整顿水陆官兵，倡导 “由民间自行团练，以保住村

庄”，招募水勇，协助水师抗敌，号召民众参战。与此同

时，林则徐冷静分析了中英双方情况，提出了 “坚守炮

台”、“以守为战; 信任群众，利用民力的战术。在林则徐

的鼓舞下，广东人民个个摩拳擦掌，随时准备战斗。

英军是在道光二十年五月 ( 公元 1840 年 6 月) 开始

发起进攻的。当时的英国政府接受了资产阶级和鸦片商人

的建议，派出四十八艘军舰，由懿律和义律 ( 懿律是义律

的堂兄) 率领海陆军四千人 ( 后来增加到一万人) 到了广

州的海面上。他们没有料到，还没登陆就遭到中国军民的

痛击。中国军队和渔民趁着潮退，乘着小船搜查到他们，

用火箭、火罐和喷筒等武器主动进攻，烧毁了英军不少船

只。从此，英军不敢在海岸附近停留，成天在海面上游弋

( yì) ，得不到淡水，只能用布帆兜接雨水救急，后来连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