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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團練時期軍文發展 
衝突地區

與規模 
盛世與偏安。來自長程外的

征服民族，滿清軍隊不需備

戰應付國內大敵。少數地區

盜匪等動亂，零零星星。 

動亂。地區性衝突。出現連鎖性的地

區性動亂，太平軍為朝廷的主要威脅。

軍制 八旗軍實施世襲制度。 團練（湘軍），士兵由地方士紳招募，

幹部由士兵中選拔。 
時間 17世紀 18世紀（1820-40） 
領導者 略 地方士紳、士大夫（曾國藩） 
狀態 刀械入庫、馬放南\山。沿

襲沒有軍人階層或街頭騎

士或武士之固有傳統。 

新的軍事力量出現，取代無能的正規

軍。曾國藩派李鴻章保衛上海，淮軍

出現並吸收西方現代化裝備。平亂

後，湘軍返鄉解甲歸田，沒有干政，

沒有轉槍口推翻清廷，淮軍則保留。

朝廷視團練為救命部隊，未及時遏制

軍隊地方主義的現象。 
正規軍與地方軍利益一致，同時存

在。清廷無力對全國的軍隊集中管

制。省屬地方軍隊服從文官領導，符

合中國傳統。 
影響 滿清軍事貴族缺乏紀律，必

須求助於漢人為主的綠營

軍。兩者平亂後，都得不到

百姓敬重。漢人文官制度優

良，滿清軍事領袖既沒有轉

業到文官的空間，也沒有尋

找其他工具來維持士氣，在

清代社會中變得無關緊要。

湘軍，由地方士紳領導，強

調宗族關係，對士紳效忠。

這些人使用暴力，可以管得

住，受地方社會約束，有省

份意識。 

士紳軍人化持續發展，部分士紳跌入

軍人化的陷阱不能自拔，原創的士紳

卻不能繼續維持文官統制武將的傳

統。私人軍隊出現，只忠於家鄉的指

揮官。行省領袖，擁兵自重與抗拒朝

廷。 
李鴻章，以地方上現代化軍隊為競爭

工具，獲得第國中漢人最高職務，地

方領袖群起效尤現代化政策，其發展

顯得零零星星、反覆無常。 

資料來源：參考Gilbert Rozman著，國家社會科學基金”比較現代化”課題組譯，

中國的現代化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江蘇：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3），頁60-64，繪製本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