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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序奏折里的历史世界奏折是高级官员给朝廷的“工作报告”、请示和建议，稍稍重要之事，臣属都
要向朝廷“汇报请示”。
然而，皇帝每日要披阅大量奏折，所以奏折不能太长，或者说要尽可能短。
但所奏之事又多数都是国家、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大事，其中不少又与上折者个人利益甚至身家
性命息息相关，如何以最少的文字陈明原委、说透道理，委实不易。
可以说，奏折中的每一个字都十分珍贵，都不能“浪费”，端的是“一字千金”。
如何写奏折、广而言之下级如何向上级“打报告”，确实大有学问。
例如，同治元年正月初十，即1862年2月上旬，两江总督曾国藩上了一道《参翁同书片》，指责曾任安
徽巡抚的翁同书对曾参与地方镇压捻军、但后来又割据一方抗清的苗沛霖处理不当、弃城而逃、谎报
军情等数条罪状，要求朝廷严惩。
此折一上，朝野震动。
因为翁同书的父亲翁心存曾入值上书房达二十余年，成丰皇帝、恭亲王等道光帝的几位皇子都是他的
学生，历任工部、吏部尚书；翁同书的两个弟弟翁同爵、翁同觫也是大名鼎鼎。
翁家权位如此之高，竟有人斗胆敢“参他一本”，焉能不朝野震动？
以翁家权位如此之高，要参奏翁同书，曾国藩也不能不格外慎重，所以要自己的几位幕僚各起草一份
备选。
在几份稿本中，他独独选中了此时还是他的私人幕僚的李鸿章（字少荃，1823-1901）之稿。
事实证明曾国藩所选不错，如此重要之折，李鸿章只以区区不到六百字便将事情“搞定”，迫使本来
有心回护翁同书的朝廷只得“比照统兵将帅守备不设，为贼与掩袭，以致失陷城寨者斩监候律，拟斩
监候”。
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认为，此折表明李鸿章写折的本领比其师曾国藩“还要辣”。
据说曾国藩曾经赞赏李鸿章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近，所拟奏咨函批，皆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
，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
”因此，曾国藩在军情紧急之中要李回乡组建“淮军”援沪、使其得以开始经营自己的政治、军事力
量。
就在李为曾写了《参翁同书片》几个月后，曾又推举李为举足轻重的江苏巡抚。
早想建功立业却屡受挫败因而大发“昨梦封侯今已非”之叹、以“书剑飘零旧酒徒”自嘲、在无奈之
中托人介绍才加入曾国藩幕府的李鸿章，终于志得意满，从“替别人”写折变成“为自己”写折，其
一生事业，便由此“隆隆直上”。
从一介书生到“晚清第一重臣”，其中有大动荡时代特有的风云际会，更有李鸿章本人的通权达变、
审时度势。
这种历史风云与老谋深算，当然也反映在他给朝廷的奏折中。
从1862年任江苏巡抚到1901年去世，四十年来李鸿章一直位高权重，自然上了大量奏折。
他的精于权谋与“写折子”的本事，在其奏折中反映得淋漓尽致。
在不少有关国家大政及一些与他本人利益相关的事情上，他与朝廷的主张并不一致，但多数情况下，
他却都能迂回曲折达到目的，并在奏折中列举种种理由说服朝廷，使其不能不或不得不接受自己的主
张。
更重要的是，由于参与大量国家、地方政务与机要，李鸿章的奏折内容自然涉及方方面面，透露出晚
清政治、社会、经济的重要信息。
仅从本书所评点的奏折中，即可看出：清政府在1861年其“基本国策”如何发生重大变化，使其“死
里逃生”，又赢得几十年时间；他怎样以自己十分得意的“痞子手段”控制洋人的“常胜军”、使其
为己所用镇压太平军却又不致尾大不掉、失去控制，利用与控制之间反映出清政府与列强间的复杂关
系；他在对外交涉中的是是非非，既有据理力争，更有忍让妥协；他怎样冲破重重阻力，“遇到红灯
绕道走”想方设法修铁路、架电线、造轮船、派留学生直至支持“商办”企业，艰难推进洋务运动；
曾、李在与朝廷的博弈中为了地方、自己利益彼此的私下商议、协调与呼应，表明了地方势力在晚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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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崛起；晚清政治的腐败，统治者的颟顸无知，奏函中更是反映得淋漓尽致，奏折当然全是冠冕堂皇
的文字，对奏折的点评、研究，除了分析其写作行文的“技巧”外，更有意义的是要透过奏折的“文
本”分析隐藏其后的具奏者的真实意图、见识、水平甚至其脾性才情，分析它的时代、社会背景与意
义。
所以，“奏折中的历史”往往比只有“结果”而缺乏“过程”的“史册中的历史”更加生动、丰富，
给人的历史感受更加深刻。
与奏折相比，信件通常更少修饰。
如果说奏折更多“台面”上的东西，信函则更多“台下”的活动，写信人的思想、真实意图往往表现
得更加直接，是了解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社会背景的另一个重要渠道。
因此，本书也对李鸿章给曾国藩、总理衙门、海军衙门的一些重要信函作了分析点评。
目的依然是期望通过“奏”“函”两相对照，人们能对其人其事，对衰世忠臣在大变动时代依然竭力
挣扎、力图维持一个一直在风雨飘摇中的腐朽政权的那种无奈心境与悲凉命运，对那个时代的政治、
社会状况的了解更加深刻、详细、生动。
李鸿章死后，梁启超写道：“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他的“才”、“识”、“遇”，其实也就是他“个人”与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与那个江河日下的
王朝的关系，这些，也生动地反映在他的奏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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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官场“李鸿章模式”：当官既要做事，又要自保。
敢于做事而疏于自保，下场往往很惨；精于自保而不做事，只是滑头和饭桶。
而李鸿章则是既敢于任事、开创新事业、又精于自保，善于经营自己的势力、维护自己的利益。
　　奏折里的历史世界：奏折是最危险也最神奇的应用文，可以因之高官厚禄，也可以人头落地。
奏折是台面上的东西，本书透过“台面”看“台下”，透过奏折的“说什么”，看其真正目的“要什
么”。
方寸之间，有被忽略了的历史。
　　一个人和一个帝国：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
李氏一生，虽力所能及地推进改革，但终究“不敢破格”；周旋于列强之间，功不可没，最终却“国
人皆欲杀”。
读李鸿章，其实也是在读者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落与悲凉晚景。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作者简介

雷颐，1956年出生，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当农民数年。
然后当兵，后又复员当工人。
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1982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吉林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中国近代
史专业，1985年毕业，获硕士学位。
1985年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曾任《近代史研究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书籍目录

自序　奏折里的历史世界为官：大臣何以成为大臣　从曾氏门生到方面大员——改变命运的关键一步
　做官须用自己人——空降巡抚的用人之道　该抗旨时就抗旨　升任两江总督——李、曾的政治命运
初现端倪　首次严重政治危机　该敷衍时且敷衍——从吴棠案看李氏的做官经　痞子手段与曾李政治
命运——接近权力中枢的关键一跃　第一总督——妥处与“老首长”关系　晚清时局中的曾李关系　
出国欧游　维新变法中的李鸿章　老臣厄运与再起外交：一生秋风糊裱匠　1861：朝廷的新国策——
从“仇夷”到“联夷制乱”　巡抚曾经心狠手辣——杀降事件和戈登辞赏　“常胜军”的终结　太平
天国洋兄弟之死　从理藩到外交——外交对清政府的重大意义　近代中日外交的开端——中日外交一
　台湾事端初次交锋——中日外交二　一次难得的强硬外交——保护秘鲁华工案　马嘉理案：中国边
疆危机的大爆发　马嘉理案的“威八条”——弱国外交家的两难处境　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琉球—
—中日外交三　中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朝鲜——中日外交四　中国边疆危机之新疆——中俄外交　中
国宗藩体系的崩塌之越南——中法外交洋务：被打出来的近代化　亦开风气之先——请设上海广方言
馆　“发威马齐”：中国军队的近代化　“阿思本舰队”事件——中国的近代海军梦　穷则变，变则
通——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一　从求强到求富——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二　开天辟地第一页  　后发
国家的困境——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三　在洋商与华商之间——李鸿章洋务思想述评四　“戴红帽”
企业的困境　电报与“忠”“孝”　铁路贵姓——晚清建造铁路的大争论　挨打之后的进步：海军建
设　遇到红灯绕道走：近代铁路海军造备忘：晚清政局中的象征性事件　曾李联手：“地方”派的崛
起　最高的文化接轨——跪拜礼仪之争　一桩官场丑闻：大工程里好赚钱　海防塞防战略大讨论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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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升任两江总督李、曾的政治命运初现端倪署理总督筹办大概情形折同治四年五月初六日（1865
年5月30日）奏为钦奉谕旨，恭谢天恩，并筹办大概情形，恭折奏祈圣鉴事。
窃臣于五月初四日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四月二十九日奉上谕：曾国藩著即携带钦差大臣关防，统领所部
各军星夜出省，前赴山东督剿。
两江总督已有旨，令李鸿章暂行署理，即著前赴金陵接印任事。
两江任大责重，李鸿章务须悉心经理，仍随时与曾国藩妥商。
曾国藩军营调兵集饷各事，宜该抚并当妥为筹画，不得稍有迟误，等因。
钦此。
当即恭设香案，望阙叩头，祗谢天恩。
伏念臣吴疆承乏，三载于兹。
虽思竭虑以效忠，窃愧过多而功少。
仰荷酬庸旷典，异数叠加，兄弟同列封圻，将佐多膺专阃。
每念寇氛未靖，时事多艰，辄互相儆戒，惧有陨越，致负圣主倚畀之隆。
兹复特降恩纶，暂权督篆，闻命震悚，日夜旁皇。
窃以臣籍隶安徽，该省系总督兼辖，例须回避。
又两江政务殷繁，所属蹂躏已久，凋瘵万分，善后各事，兵饷二端，在在棘手。
诚如圣谕，任大责重，微臣才智短绌，非所克胜。
揣分量力，必应吁辞固请。
惟亲王僧格林沁剿贼阵亡，捻氛日炽。
直东一带，失此长城，中外震惊，宵旰忧劳，急盼曾国藩前往督师，需人接替。
臣何敢拘泥常例，引嫌避位，致误事机。
拟即料理交卸，驰赴金陵，暂行接印。
此间善后，如浚河兴学，抚恤劝农，及常镇招垦荒田，上海通商洋务，均次第办有端绪。
藩司刘郇膏，接护抚篆，情形熟悉，地方一切，可无贻误。
惟苏境水陆防军三万余人，均已分布各隘。
又援剿福建之提督郭松林、杨鼎勋两军共八千余人，援剿徐州淮扬之提督黄翼升、刘铭传、周盛波，
臬司张树声、道员吴毓芬等军，共二万数千人，除黄翼升、李朝斌两枝水师系曾国藩旧部，余皆由臣
募练而成。
各军饷粮军火，专指苏、沪税厘，历经奏明在案。
统计每月饷需及制造采办各项杂支额款将近五十万，而苏、沪税厘及藩库地丁牵算，月入不足三十万
，挪东掩西，尽力凑济。
虽前敌各营，时时匮乏呼号，徒以恩义相维，尚不至于哗溃。
臣独心忧之，是以叠次奉拨京饷，义不敢辞。
甘饷迄难定数，每月能解一万已为勉力。
臣非忍恝置西陲，实迫于不容己也。
臣暂署督篆，距苏较近，所有调度兵将，筹画饷需，自当引为己责。
随时会商曾国藩，照章悉心经理，以期仰副宸廑。
至通商篆务，系臣兼办，现未奉明谕，臣谨暂带通商钦差大臣关防前往，随事饬令江海关道丁日昌等
妥为办理。
仍请旨定夺。
除俟交卸起程续行驰报外，所有接奉谕旨，恭谢天恩，并筹办大概情形，理合缮折由驿具陈。
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
谨奏。
从表面看，这不过是一道普通寻常的新官上任例行公事的报告，但看似普通却不“普通”，看似寻常
却不“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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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背后，有极其复杂的人事关系和政治权谋。
1864年7月下旬，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陷落，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运动的失败。
虽然仍有零星的太平军余部活动，但已是强弩之末，彻底失败已指日可待。
清廷十几年惶惶不可终日的“心腹之患”终被剪除。
不过“鸟尽弓藏”，在镇压太平天国中立下头等战功、手握重兵又广揽利权的曾国藩及其湘军，此时
转而成为清廷的心头隐患，因此开始对湘军处处防范。
这样，曾氏兄弟与清廷的关系突然紧张，一场新的政治危机一触即发。
对曾国藩集团，清廷采取恩威并重的方法，一方面官封曾国藩太子太保，授爵一等侯，世袭罔替；曾
国荃官封太子少保，一等伯。
一方面又下谕严责曾国荃措施不当，致使太平军千余人突围，且要追查天京金银下落，实际指责曾国
荃部军纪败坏，点名要曾国荃等不要“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
同时，清廷还公开支持一些与曾国藩不和的地方大员，迅速提拔重用一些曾的湘军部下，对左宗棠、
李鸿章等更是格外青睐，积极扶持，期望他们能“独立”于曾国藩，削弱曾的实力。
而深谙中国传统政治“兔死狗烹”之道的曾国藩，其实更早就在思考、担忧与朝廷的关系。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考虑到主客观条件，讲求“诚信忠孝”、以“理学”著称的他最终采取了自剪羽
翼、裁兵自敛的方针，所以在攻克天京后即着手裁减军队，大大减轻了清政府的顾虑。
但曾国藩深知清朝的国家经制军已腐败不堪，根本承担不起对外的国防与对内的镇压任务，所以他采
取了“裁湘留淮”政策。
因为清廷对李鸿章及淮军并无猜忌，而淮军的战斗力提高迅速，因此曾认为只要保留淮军，清王朝的
江山稳固就有一定保障。
而且毕竟湘、淮军曾有密切渊源，李曾是他的部下，在现在情况下，保留淮军对自己也是有利无弊。
他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写道：“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
淮勇任之。
”“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在封建统治者中，如曾国藩这般“顾大局”、“识大体”又能自保者，确不多见。
“裁湘留淮”使李鸿章的实力和地位顿时提高，用“大喜过望”形容他的心情恐不为过。
但李毕竟是老于世故的官僚，知道清廷与曾国藩的关系微妙，一定要小心谨慎处理各方关系。
所以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坚决支持这一决策却并未喜形于色，而且恭敬地表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
相终始”，淮军如果“改隶别部，难收速效”，“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持，敬俟卓裁”。
这一时期，命运之神对李鸿章似乎格外宠爱。
太平军虽已基本被镇压下去，但北方“捻军”却仍在活动，并且于1865年5月在山东击毙了前来镇压的
清军著名将领僧格林沁，僧部全军瓦解，令清廷大为惊恐。
于是立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赴山东镇压捻军，李鸿章接替曾国藩之职，由江苏巡抚升任两江总
督。
曾国藩接到命令后惊诧愤怒，李鸿章在欣喜异常之余，安慰曾国藩说：“上意专倚吾师，保障北方，
收拾残烬。
事机紧迫，物望丛积，自属义无可辞。
”由于湘军已经裁撤不少，镇压捻军明显兵马不够，李鸿章主动提出调拨淮军精兵供曾国藩调遣。
李鸿章此举一方面解决了曾缺兵少将之急，使其能尽快赶赴前线，同时他可以顺利赴任，而且朝廷也
会认为他顾全大局，可谓一箭三雕，面面俱到，端的是周全老练。
所谓“两江”原指江南、江西两省，后来江南省分为江苏、安徽两省，所以两江总督管辖苏（含上海
）、皖、赣三省，这是中国最富庶的三个省份，是清王朝最重要的财政来源之地，也是人文荟萃之地
，因此两江总督的重要性仅次于直隶总督。
当上两江总督，是李鸿章迈向事实上的“国家级领导”的重要一步。
政治向来讲求实力，“撤湘留淮”使湘不如淮，李鸿章势将“独大”。
清朝的吏治实行较为严格的回避制，李鸿章的家乡安徽属“两江”管辖，照例他应回避，所以他在上
朝廷的这则奏折中表示：“臣籍隶安徽，该省系总督兼辖，例须回避”，而且总督两江责任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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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臣才智短绌，非所克胜，揣分量力，必应吁辞固请”。
这是必要的谦虚和“官样文章”。
不过他突然笔锋一转，表示由于僧格林沁阵亡，“失此长城，中外震惊，宵旰忧劳，急盼曾国藩前往
督师，需人接替。
臣何敢拘泥常例，引嫌避位，致误事机。
拟即料理交卸，驰赴金陵，暂行接印”。
总之，他之所以“不回避”而走马上任是出以公心、军情紧迫而不得不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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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一介书生到晚清第一重臣，给朝廷打报告的艺术，改革家的风骨，痞子手段与外交荣辱。
 既要做官，又要做事，既要维新，但首先是自保。
这才是《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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