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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青春的末代帝国当下这个时代，当别人都忙着挣钱、忙着进行各种残酷的生存斗争时，你如果像《大
话西游》里的唐僧那样突然呼喊“下雨了，大家要收衣服啦！
”是不合时宜，甚至会被人嗤笑的。
笑的人尽管去笑，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会站在历史进程的某个角落，冷冷地看着这集体的疯狂和
集体的无意识。
这些人怀着唐僧式的妇人之仁，饱含对一种集体命运的终极关怀。
你选择翻一翻这本小书，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妇人之仁为孔子所不齿。
因为妇人之仁是“小不忍，则乱大谋”。
妇人之仁还因为不能忍于爱，所以乱大谋。
朱熹说：“妇人之仁，不能忍于爱；匹夫之勇，不能忍于忿，皆能乱大谋。
”我承认站在角落里突然蹦出来嚷嚷，是有些妇人之仁。
因为我忍不住，因为又有终极关怀的爱。
这回我忍不住，是在于我在课堂上的一个令我惊异、悲愤和愤怒的经历。
当我把如此重要的课题讲给学生听的时候，居然看到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有个女生明目张胆地“悍然
”绣着花！
是的，她在绣花。
那一刹那间，所有的情愫都涌上心头，我明白了为什么愤青们吵吵嚷嚷要跟东边那个岛国再干一场，
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在空喊全球化的时候却并不理解我们自己的身份所在，更明白了为什么晚清以来
的民族情绪总是不能处于一种合适的发展轨道上。
因为我不是君子，所以依我这个妇人之仁的脾气，自然是要说道说道那些匹夫之勇的事情了。
因此，看官且莫嗤笑，先做到妇人之仁PK一下匹夫之勇，就已经是我们的万幸了。
无视历史和用情绪代替对历史的反思，是全球化时代我们面临的真正危险。
有感于此，我深深懂得读历史是在情感和理智之间进行搏杀的一个过程。
比如，从情感上而言，我们很难接受慈禧这个人；但是，从理智上而言，诚如马基雅维利所说，君主
必须具有狮子的勇猛和狐狸的狡猾。
所以，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往往从道德的角度评是不够的，相反，政治人物只能从政治的核心问题即
权力斗争的角度去评价。
但是，对道德的偏好是一般人的本能，所以，对晚清人物进行好人和坏人的划分也是情理之中。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便是从政治本身的角度去看，由于自马基雅维利以来的政治已经偏离了亚里士多
德所谓“良好的政治是为了城邦的善”的坐标，现代政治本身的非道德性本质已经成为评价所有当政
者的新的起点或者前提。
那么，在这里再强调晚清政治人物本身是否是好人，是否是坏人，就显得多余了。
因此，我尝试用一种新的角度去看待晚清政治人物。
这个角度就是人的角度，即：从其生活和经历的角度，试图解读那段似曾相识的历史。
因为历史和现实的惊人相似性，导致时人均以学习晚清人物为时髦，故有“做官要学曾国藩，做人要
学胡雪岩”之语。
然而，可能没有多少人真正参透曾国藩和胡雪岩们的人生之价值。
要么是学到了曾国藩的权术谋略，要么是只看中了胡雪岩的官商勾结，而对于他们的为人之精神，很
少加以理会。
同样的，晚清涉外关系给我们也留下了学习的遗产。
然而，我们往往陷入一种先入为主的民族挫折感和受害者情结，或者用一种概括性的僵化视角看待整
个晚清七十年的涉外关系，而对那时身处中西冲突中人物的真实命运关注不够。
阅读晚清涉外人物，如果你学到了权谋和官商勾结，是读到了第一层次；如果你走出了一种受害者情
结，那么是读到了第二层次；如果你试图走进这些人物的生活，并且感受到一种从总体上而言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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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就是第三层次了。
在我们以热情饱满的姿态拥抱全球化时代的时候，在似是而非的崛起的时候，飘飘然的我们似乎并不
在乎逐渐凸显的身份迷失的问题。
我曾经呼喊走出晚清，旨在呼吁摆脱一种民族整体意义上的受害者情结和复仇心理。
然而应者寥寥。
于是我反思走出晚清的真正途径是什么。
这途径绝对不是忘记，或者对历史的有选择的记忆。
真正的走出，是要用理性的、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回顾那段历史。
那就是说，我们还要走近它，看个明白，才能最终摆脱它的影响。
用黄仁宇的话说，历史具有一种“长期的合理性”。
因此，翻阅晚清的对外关系，是连接古今的桥梁。
本想轻松地创作一种方式——生活本身就太沉重了，不是么？
但是，面对真实的历史，冷冷的看客，也许代表了最合适的一种态度。
一个失去侠胆决死之风上千年的帝国，到了晚清，突然间昙花一现地出现了一帮人，他们既非疲于奔
命，也非垂死挣扎；他们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一种民族宿命，他们要改变那种窃以为是自宋代以来国
民性中逐渐积累的悱恻的弱文人的气质，做一回大丈夫。
这是勇气和理性的回归。
勇气和理性的回归，就是人性的回归。
所以，如果我们首先把这些人看成是普通的人，那么，离真正的走出晚清也就不远了。
西方冲击到来之时的晚清帝国，人们在古老的土地上沉思。
的确，土地是古老的，但是，真正快速作出反应的，仍然是末代帝国的青年人。
戏剧和电视剧中多半把晚清名人扮演得或胡子拉碴，或老态龙钟。
其实左右了晚清乾坤的许多著名人物，无论是造反派，还是改革派和革命派，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大
多年纪轻轻，就已经创立了一生之大事的根基。
而且其中多人，竟然是没有取得进士功名，甚至连举人、秀才都没有取得的“白衣”(古时未仕者常穿
白衣，故代称无功名之人)。
可见，那是一个并不年迈的时代。
一看当朝权贵。
影响晚清政局40多年的慈禧太后叶赫那拉氏(1836～1908年)，15岁即以秀女被选入宫，号懿贵人；得咸
丰皇帝宠幸，18岁进封懿嫔，20岁生子载淳(同治帝)。
1860年，英法联军大举进犯北京，咸丰帝逃往承德。
26岁的慈禧——相当于时下研究生毕业的年纪，即联合恭亲王奕訢发动政变，改元同治。
其政变手法十分娴熟：她本人匆匆赶回京城，一面命肃顺扶柩回京，并在其到达密云时，在行馆捕拿
之；一面在宫中埋伏侍卫，当载垣、端华刚踏入宫门时，一一逮捕，夺其兵权。
由是兵不血刃，完成了政权争夺。
此后，年轻的寡妇独掌大权，垂帘听政，重用汉人，支持洋务运动，开创了一代中兴之局。
与慈禧联合发动宫廷政变的爱新觉罗？
奕訢，是清宣宗(道光帝)第六子。
其少年时候即有望继承帝位，惜乎未能如愿，却久有凌云之志。
时机到来时，以28岁之年纪，即单独处理被兄弟留下的北京涉外政局，上奏开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政变成功后，与慈禧共同支撑危局，被授予议政王大臣、军机处行走、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
，统领神机营，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洋务领袖。
二看封疆大吏。
左宗棠是一位考了十三年未中进士的落榜书生。
年轻时其志向也不在鸿鹄之下。
有其诗为证：“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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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
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
”(《燕台杂感》七律八首之一)时年左宗棠21岁，不到大学毕业的年纪。
不过，40岁时左宗棠才得到人生最大的机遇，出山平定太平天国。
虽然大器晚成，但谁又能否认这和其少年时期的志向有直接关系呢？
一代枭雄袁世凯自幼不好科举，尤喜兵法。
22岁投靠吴长庆门下，次年入朝参与平定朝鲜内乱，一度赶走日本人。
由此得李鸿章赏识，33岁时被李鸿章保举为驻朝总理大臣。
甲午之战时奉命撤退天津，于次年又被李鸿章举荐以道员衔赴天津小站督练“新式陆军”。
戊戌变法给了袁世凯一次人生最大的机遇，他审时度势，知道变法无法实现，乃转而投靠朝廷出卖维
新派，时年仅39岁。
三看外交大家。
曾纪泽是晚清没有得到功名而成大器的第一人。
因其为曾国藩长子，“少负俊才”，1870年(同治九年)由荫生补户部员外郎，时年31岁。
后因父亲去世，乃守制在家，于曾国藩陵前结庐而居，苦读《圣经》，由此而精通英文，此为后来出
国维护国权打下坚实的基础。
1877年(光绪三年)承袭一等勇毅侯，时年37岁。
次年即充出使英法大臣，补太常寺少卿。
其后在与俄国人的谈判中，凭三寸之舌收复伊犁，为晚清惟一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
四看实业救国者。
位居办理商务事务大臣、太子少保衔、工部左侍郎，赏二品顶戴的盛宣怀，也是少年落第的秀才。
同治五年(1866年)，22岁的盛宣怀曾与二弟一起回武进县应童子试，双双入泮(明、清州、县考试新进
生员须入学宫拜谒孔子，因称入学为入泮或游泮)。
次年却乡试落第，未中举人。
26岁时因湖广总督李鸿章广纳人才，盛宣怀得人举荐入李鸿章幕府。
1873年(29岁)时即筹办轮船招商局，后任督办。
1880年筹办中国电报局任总办，时年36岁。
盛宣怀此后官运亨通，商场得利，其伟业超过了胡雪岩。
五看造反派。
太平天国的众多英雄好汉，做大事时年纪都不大。
首领洪秀全，造反时年纪最大，也只有39岁。
此人年少时曾经四次参加乡试未中，乃有逆反之心产生。
25岁那年，因第三次落第，明确了反清意志，自书诗一首云：“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过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他要自己开科取士。
永安封王时，各王的年纪均不大，石达开仅20岁，杨秀清30岁，萧朝贵31岁，冯云山29岁，韦昌辉28
岁。
太平天国后期主将李秀成在造反时28岁，36岁时被封忠王。
而陈玉成起义时年仅15岁，19岁时即破湘军江南大营，被封为英王时也仅22岁。
六看维新派。
戊戌六君子中，康广仁31岁，林旭23岁，刘光第39岁，谭嗣同33岁，均为年轻有为之志士。
最后看革命派。
孙中山于1894年上书李鸿章时年仅28岁，乃“为生民请命”。
惜乎李鸿章拒绝了一个忧国忧民的年轻人，而造就了一个革命者。
我对晚清的情结，从19年前的大学时代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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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校园居然就那么远去了，像一个梦。
那时，少年张狂的我写了篇关于晚清的文章作为一堂课的作业，然后把文章寄给远在家乡的舅舅——
一位对历史情有独钟的、很有独到想法的、落魄的教书匠(后来辞职了做律师，后来又辞职了做职业股
民)。
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我的一个错误：我居然拿电影《神鞭》中的傻儿说事，说这是极不严肃的。
我自那时候起，就知道我的问题很严重(其实直到今天，我也不能摆脱一种虚实结合的文风)。
于是，我曾经用一个暑假的时间，泡进北大的图书馆，疯狂地查阅罗尔纲关于太平天国的一书架的资
料：因为我的舅舅告诉我，我家祖上是太平天国的将军。
若干年后，他又告诉我，他搞错了，我家祖上是曾国藩手下的湘军将领⋯⋯我晕。
后来，又在校园里迎面碰上袁明教授。
她问我在干些什么，我说在看晚清的东西，于是她说：“这里面的东西很多，希望你努力。
”此番叮嘱言犹在耳。
后来，每隔一两年，她就询问我一些晚清对外关系中的问题。
比如，李鸿章说的是“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还是“千年之变局”啦，戈登是否说过“中国有不能战而
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啦，等等。
这便促使我不断追求事件的真实性。
开始教书了，教的是中国近现代对外关系。
教学相长嘛，为了不在学生面前露怯，我把能找到的书从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到马士的《中华帝
国对外关系史》，再到费正清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从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到《筹办夷务始
末》(咸丰朝、同治朝)，再到光绪朝的《清季外交史料》，以至王闿运的《湘军志》等等，如饥似渴
地阅读和啃读。
又从当时可怜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分批购买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王韬、郭嵩焘、薛福成等人
的文集、全集、日记等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小书库。
为了增加感性认识，也是为了对同学有更大的吸引力，我自觉跑了很多晚清的涉外事件发生的地点。
除了北京地区的数十个地点外，我跑到岳麓书院探寻魏源、曾国藩、郭嵩焘等人的芳踪；跑到大沽口
凭吊僧格林沁的“战绩”；跑到承德避暑山庄探寻马噶尔尼访华和辛酉政变的历史尘埃；跑到沈阳感
受满清入关前的王气⋯⋯看多了，讲多了，跑多了，就想写。
第一本书于2005年在北大出版社出了，接着便有了和胡孝文编辑的结缘。
胡孝文先生是桐城人。
桐城是名士辈出的地方，所谓“天下文章出桐城”。
曾国藩初学古文，便以桐城派大家姚鼐之文为师，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
历史系出身的胡先生对晚清有天然偏好，也就不足为怪了。
当他在2005年那个夏天，在电话里读着以前我那本书的一些句子时，高亢的声调震得我耳膜涨疼。
要知道，当时他可是在公共汽车上。
说实在的，当他读我的句子时，我有一种别样的感觉，我自己对于我当时说了些什么，都不记得了。
我对他的激烈反应，在充满感激和酸酸的感觉的同时，更是一种崇敬。
我们，包括我自己，都太缺乏这种有限度的对历史的激情了。
于是，他邀请我在《世界知识》杂志上写了一年的晚清涉外人物。
现在，他又积极敦促我把这些东西改编了，结成书出版。
我很惶恐地答应了，我不忍心叫他失望。
其实，我很清楚自己的功底，我不是那种科班出身的历史人，我所有的只是一些思绪，还不一定有什
么价值。
奈何我对晚清的情结不能自己解开，憋着要说，说了又怕，只有请高人指正，等待“板砖”直击头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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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下这个时代，当别人都忙着挣钱、忙着进行各种残酷的生存斗争时，你如果像《大话西游》里的唐
僧那样突然呼喊“下雨了，大家要收衣服啦！
”是不合时宜，甚至会被人嗤笑的。
笑的人尽管去笑，但是，我相信有一些人，会站在历史进程的某个角落，冷冷地看着这集体的疯狂和
集体的无意识。
这些人怀着唐僧式的妇人之仁，饱含对一种集体命运的终极关怀。
你选择翻一翻这本小书，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时代，但也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时代。
作为现代人，我们自然想知道，当“天朝”的威仪在列强的船坚炮利面前轰然坍塌的时候，龙旗下的
国民该如何看待这一“千年变局”？
帝国的贵胄臣僚们该如何面对这傲慢自大的心理与现实之间无情的落差？
本书选取晚清风云中与洋人直接接触的大约30人，如奕?、李鸿章、左宗棠、慈禧、张佩纶、张之洞、
盛宣怀以及后来的袁世凯们，还有清廷派出的首批外交官们，作者以优美灵动的文字与夹叙夹议的方
式，写这些大员或无奈或困惑或辛酸或滑稽或感人的故事，以此来窥视百年前的中外冲突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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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扬帆，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拥有湘西人的血性与湖湘学人的理性，长期致力于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有《邓小平外交》及《走出晚
清》等著作。
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匆匆脚步中呼吁驻足回眸，为中国的外交思想注入更多的理性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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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青春的末代帝国饿死后不如匹马：“海上苏武”叶名琛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郭嵩焘的悲剧洪秀全
：无法解答那三个问题天国遗恨：洪仁玕和他的《资政新篇》难以承受生命之轻：曾国藩心中一直很
矛盾大义人生左宗棠国际视野中的李鸿章 捍卫与排外：倭仁的卫道之苦僧格林沁之死：晚清骑士的最
后愤怒无法理解那重要的使命：晚清首任驻美公使陈兰彬勇于任事的洋务领袖：开明亲王奕訢别了，
罗伯特·赫德容闳：中西交往中的尴尬张德彝：在“自卑”中发现西方陈季同的辩护另一种孤独的先
行者：戈鲲化在哈佛黄遵宪的热情、悲情与激情魂断孽海：买图误国的状元洪钧和救国的女人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副贡生薛福成始信昆仑别有山：曾纪泽的西方与中国观念“一钩已足明天下，何况清
辉满十分”：英才沈葆桢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商战亦官亦商者的责任：盛宣杯超越张之洞命题另类下海
的先驱：卖纱救国的状元张謇“云中漫步”：翁同龢的状元人生慈禧：因为她是个女人？
大泽龙蛇：袁世凯创造历史的三次机遇回到辜鸿铭的立场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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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饿死后不如一匹马：“海上苏武”叶名琛晚清对敌中，有马饿死，此马即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战死于广
东沙角炮台的守将陈连升乘坐的黄骝马。
此马为英兵俘虏，但不接受英人之食，终日嘶鸣，以“义节之马”而为后世敬仰。
又有高官饿死，此人即是叶名琛。
作为晚清御敌过程中牺牲的最高级官员，叶名琛死得还是壮观的。
他不食英人食物，效仿周代伯夷、叔齐兄弟俩，活活饿死在印度的加尔各答。
然而，人们除了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予他的外交失措外，长期没有正视这位倒
霉的悲剧人物，他连一匹马的名声都未曾得到。
叶名琛是否愚顽，是否错误处置亚罗号事件，是否“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则需要我们慎
下结论，以避免长期以来脸谱化晚清人物的历史观。
阻止英人入城，获一等男爵《清史稿》称：“名琛性木，勤吏事，属僚惮其威重。
初以偕徐广缙拒英人入城被殊眷，因狃於前事，颇自负，好大言。
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
”但这位自负的疆臣，因镇压农民起义有功，深得咸丰帝宠信，长期担任广东’巡抚、两广总督。
其间，最有争议之事是其动用民意，遏止英人进入广州城。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允许英人五口通商，得派领事于五处，专理商贾事宜。
于是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处，均相继设立领事馆。
但是，最先和洋人接触的广州城，却碰到了地方的强烈抵制。
史载，当时因广州绅民“平英团”与英人在三元里决战后，积嫌已深，乃“合词请于大府，毋许英人
入城”。
时耆英为两广总督，不能禁遏，而英人又屡请履行条约，允其入城。
耆英既不敢纳又不敢拒，就秘密告诉英人，说粤民鸷悍，请徐图之，期以二年后践约。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耆英被召入京，徐广缙代为总督。
英国人派兵船闯入珠江口内，要求履行耆英的答复。
徐总督秘密召集诸乡团练，先后达到十多万人。
他们驾着小船围攻英船，明确宣告众怒不可犯。
英国人本准备把徐总督滞留为人质，但是，十多万人的齐声呼唤，气势震天，英国人害怕了，不再提
入城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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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历史是人的历史，选准历史上的关键人物，以其为焦点，当使人们对那一段历史的透视、理解更为深
刻，也更为丰富。
这“晚清三十人”，个个确都是“关键人物”。
—雷  颐（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研究员）   轻灵而活泼的叙事，睿智而新鲜的视角，让历史活动起
来。
—李冬君（南开大学历史系   教授）  残阳如血。
 过去我们对大变局中的许多涉外事件和人物了解太少，而误解误传太多，人云亦云或自以为是的解读
太多。
读罢此书，一条条原本或模糊或隐晦的脉络清晰起来，一个个原本或抽象或扭曲的人物鲜活起来，一
种种原本或含混或笼统的观念和认识明确起来，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过程再现出来。
—徐  波（《世界知识》杂志执行主编   编审）   含英咀华，上善之事。
《晚清三十人》钩玄人臣，臧否人物，寓理于事。
化纷繁为洁简，卓见功力。
写史有如讲故事，可亲可善。
—李明赞（北京四中   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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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晚清三十人》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晚清是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性的时代，但也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时代。
作为现代人，我们自然想知道，当“天朝”的威仪在列强的船坚炮利面前轰然坍塌的时候，龙旗下的
国民该如何看待这一“千年变局”？
帝国的贵胄臣僚们该如何面对这傲慢自大的心理与现实之间无情的落差？
尽在《晚清三十人》！

Page 1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晚清三十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