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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曾纪泽，字劼刚，晚清名臣曾国藩之子。
曾出任驻英、法公使。
后又兼充驻俄公使，与沙俄谈判修改《里瓦几亚条约》，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签订了中俄《伊犁条
约》，收回了伊犁南境特克斯河地区部分中国领土。
    本书原名《曾惠敏公遗集》，共十七卷，其中奏疏六卷，文集五卷，诗集四卷，日记二卷。
现经点校，改名《曾纪泽集》出版。
本书对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史及曾氏家族，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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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曾纪泽(1839—1890)，字劫刚，湖南湘乡人，晚清大臣曾国藩的次子。
《清史稿》上有传，称他“少负隽才”。
从他的《遗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当时中国在打破闭关自守的局面以后，在列强环伺、中国日益
半殖民地化的形势下，应如何吸取西方有价值的东西，以振兴积弱的中国，有一定的认识和见解。
他在《伦敦致丁雨生中丞》一函中说：“纪泽自履欧洲，目睹远人政教之有绪，富强之有本，艳羡之
极，愤懑随之。
”他自己就努力学习西学，广泛涉猎过近代西方的数学、物理、仁学，并能著文介绍推广。
他三十二岁才开始学习外文，却能用英辱交谈，以英文写作和核改外交文件，这在当时士大夫鄙夷西
学、保守气氛浓厚的环境下，是很不容易的。
在他出使期间，除刻苦学习英语、法语外，还广泛了解各国历史和民情风俗，考察其工商各业，研究
国际公法，以求通过外交途径，努力维护国家权益，希望学习西方的长处，致国家于富强。
所有这些，都在他的《遗集》里有所反映，也都说明他后来在外交上取得成就，决不是偶然的。
正因为这样，我们认为有必要将他的这部传世不多的《遗集》，校点出版。

    他曾任出使英、法大臣，后又兼任使俄大臣，前后共计八年之久(1878 —1885)。
在此期间，他经办的最大一件事，是为收回伊犁而与俄国谈判，终于在1881年2月(清光绪七年正月)改
订新约，以代替崇厚原来所订的《还付伊犁条约》。
原约规定将伊犁地区南境特克斯河两岸地区割让给沙皇俄国；偿付军费五百万卢布；俄商不但在蒙古
和新疆全境可以免税，而且还能通过西北地区到天津、汉口等地贸易；这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曾纪泽使俄后，同俄国人进行了历时一年的谈判，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
口而索已投之食”。
经过艰难曲折的复杂斗争，终于重订新约，对俄赔款增至九百万卢布；争回了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两岸
宽二百余里、长四百里的广大地区。
这段地区是伊犁的屏障，曾纪泽特以全力争之，但经过争辩，仍不得不割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广大
地区，以交换被俄所侵占的伊犁；原约所给予俄国的贸易权利也规定了某些限制。
虽然新约仍然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在半殖民地中国的外交史上，这种“虎口索食”的斗争和在一定
程度上的成功，却是绝无仅有的事。
虽然俄国的同意改约，主要是由于俄土战争刚结束不久，不想又挑起新的战争；同时英俄间的矛盾很
尖锐，俄国不想在这地区加剧同英国的对抗；加以左宗棠的大军迅速收复新疆，为了表示抗俄的决心
，他在出嘉峪关向哈密进发的行军路上，带上一口棺材，决心去和侵略者拼命，也使沙俄政府不敢过
分坚持。
但是，尽管有这些原因，曾纪泽从“替国家保全大局”出发，折冲樽俎，据理力争，不为所屈，也是
促使沙俄同意改约的一个重要因素。

    在谈判过程中，他遇到的对手是俄国代理外交大臣格尔斯、外交部顾问热梅尼和驻华公使布策。
开始格尔斯面冷词横，拒绝谈判，曾纪泽从容应付，主动拟就改订新约的六条“节略”，送到俄国外
交部。
格尔斯看后吼道： “如此，是将从前之约全行驳了!”后来向热梅尼催问俄方的答复时，对方竟然声
称沙皇将命海军大臣会同驻北京俄使向清廷提出最后警告，以战争相威胁，还公然要他申明永远不索
伊犁，被曾纪泽严词拒绝，并指出：倘两国不幸有失和好之事，中国用兵向俄国索还土地，则何地不
可索，岂独伊犁! 说得热梅尼哑口无言。
后来他们又提出俄国因“遣船备边”费去卢布一千二百万元，要求中国赔偿。
曾纪泽问他们：双方既未打仗，何来兵费?对方声称：如不答应，则俄正欲一战。
曾纪泽说：胜负难知，中国获胜，则俄国亦须偿我兵费。
最后沙俄外交部也只得送来节略一件，提出同意在七个方面改订原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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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一面电告国内，一面与布策先行商议法文约稿，逐日争辩，细意推敲，于和平商榷之中，仍示
不肯苟且之意。
在清政府命其照约签字之后，又过了半个月，他才把法文约稿议定，心思极为周密。
条约签字后，格尔斯对曾的才智赞扬不置，说他“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
才也”。
说明他确是一个俊异杰出的外交人才。
 
    《曾纪泽集》原名《曾惠敏公遗集》，共十七卷，其中奏疏六卷，文集五卷，诗集四卷，日记二卷
。
曾纪泽死于光绪十六年(1890)庚寅，四年之后，到光绪十九年(1893)癸巳，他的这部《遗集》就由江南
制造总局刊印出来了，应该说保存的资料是比较完整的。

    曾纪泽去世时还只有五十一岁，因此《遗集》包含的时间不长。
他一生的主要事迹是被派充出使英、法、俄大臣，和沙俄改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因此《遗集》涉及的
方面也不广。
但他的大部分奏疏、日记和文集中的一部分有关外交的书信，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上俄国对中国西北
边疆的侵略、左宗棠的西征和伊犁条约的改订等，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文集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少时的习作和应酬的文字，价值不大，其中有些篇章如《祭文正公文》以及颂
其叔父曾国荃五十、六十的《寿诗序》等，美化了曾国藩、曾国荃等人对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残酷镇
压，是应该批判的。
但文集中还有一些篇章如《(几何原本)序》、《(文法举隅)序》和《(西学述略)序》等，文字简明扼要
，思想深刻，笔锋犀利。
他指出西方的几何学优于中国的“九章”，西方的科学技术“学成而精至者”，“大抵撼风雷而揭日
月，夺造化而疑鬼神”，令人不可思议。
因此他主张学习西方语言文字，“益以海国人士深思格物实事求是之学”，坚决反对“守其所已知，
拒其所未闻”的顽固保守态度。
在当时，他的这些思想和主张是十分可贵的。
其《文集》卷一，各篇后有其父曾国藩的批语，曾氏为古文大家，其批语指出文章得失，言简意赅，
值得一读。
在曾纪泽的一些私人函牍中，还常常表现出一片忧国忧民之心，对当事者们的畏敌如虎、怯懦无能，
表示极大的愤慨。
在中法战争前后，淮系党徒李凤苞充任驻法公使，在巴黎求和，出卖越南，虽然陆战取得了胜利，李
鸿章反而与法国侵略者订立了不平等条约，承认越南为法的保护国。
他在《伦敦禀九叔父》一函中说自己是“一腔愤血，寝馈难安”。
在其他很多函牍中，他都表现出一片爱国热忱，与李鸿章等人的态度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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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奏疏六卷  卷一    奏抵上海随带人员疏    恭报开用关防日期年    补授太常寺少卿谢恩疏    恭报出洋日期
疏    恭报抵法呈递国书日期疏    请赏法兰亭宝星片    派员驻法片    恭报抵英接印日期谢思疏    缴呈木质
关防片    派员驻英片     谒见英主呈递国书期疏    法国铸钱咨请转奏缘由疏    参赞期满销差拣员充补疏    
翻译官张斯栒暂归美日秘使臣差遗缘由片    请奖期满人员疏    特参不法武弁片    请恤积劳病故县丞片    
补授大理寺少卿谢思疏  卷二     派使俄国大臣谢恩疏    敬陈管见疏    与总署电报密商情形片    恭报由英
启程日期疏    刊刻三国参赞林质关防片    恭报抵俄接印日期谢思疏    道员邵友濂因病请假暂留供职片    
原驻俄国人员请留洋当差片    谒见俄君呈递国书日期疏附录育辞答辞    请奖翻译官片    请恤新加坡病
故领事片    俄使到京仪约派员回京疏    遴员署俄法参赞片    遵旨改订俄约盖印画抽疏  卷三    请奖出洋
人员疏    谢恩缴电旨疏    署理参赞未能饬回本任片    改订俄约办事艰难情形疏    拣员补领事疏⋯⋯文集
五卷诗集四卷日记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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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卷一    起戊寅十月初六日    讫庚辰三月初一日    奏抵上海随带人员疏戊寅十月初六日-    奏为微臣
行抵上海，谨将随带人员缮具清单，恭折驰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于八月二十八日蒙恩召对，训诲周详，跪聆之余，莫名钦悚。
臣谨遵旨，与总理衙门王大臣讨论一切。
旋于九月初四日出都，过天津时，又与直隶督臣李鸿章面商诸务，即附轮船之便，于九月二十日离津
，二十三日行抵上海。
所有随带员弁，或自京城同行，或在津、泸陆续增添，均经再四审详，不敢稍涉轻率。
    前据总理衙门咨到奏定出使章程，内开随带人员有参赞、领事，翻译、随员、供事、武弁、学生诸
名目，固将以备咨询、供职事、育人材也。
臣奉命出使英国、法国，应于伦敦、巴黎两处分时驻扎，方能兼顾，而该两国交涉事件，均须随到随
办，若必俟微臣驻扎该国之时，再行核办，诚恐积压之余，致生枝节。
且有时使馆虚无一人，亦复不成事体。
拟请于英国、法国各置二等参赞一员，为该馆诸员弁之领袖，其三等参赞、翻译、随员等人，即随该
参赞分别驻扎，遇有交涉事件，值臣驻英，则法国应由参赞禀报；值臣驻法，则英国应由参赞禀报。
庶臣得以随时核办，既免鞭长莫及之虞，亦无案搁不行之弊。
    惟查郭嵩焘随带人数本属无多，即所奏请酌定参赞二员，实止随带一员。
其英文翻译官德明，近又经崇厚调赴俄国，现在人员实已不敷分派。
其法国使馆甫经增设，布置尚未周备，此次更须添派人员，以供差遣，臣仍慎之又慎，不敢滥用多人
，诚以外洋交涉，关系匪轻，其诚实可信而又通晓洋务者，一时实难其选，一人偕往，岁费且数千金
，如其不能得力，非仅虚糜款项，更恐贻误事机。
兹谨择素所深知及同文馆学习有年者，酌带二等参赞、三等参赞各一员，英文翻译二员，法文翻译一
员，医官一员，随员四人，供事二人，武弁四人，学生三人。
但使员弁足资办公，官生实堪造就，即可无须添调。
如到该国后察看情形，事浮于人，不敷差遣，臣当函商总理衙门王大臣等再行添派。
    至于微臣分别驻扎之期，及各该员应如何分驻之处，应俟接印之后，与臣郭嵩焘熟商具奏，除供事
、武弁、学生及臣私带工役人数，由臣咨明总理衙门查照外，所有随带出洋参赞、翻译、随员、医官
等项，谨缮折具陈，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
谨奏。
    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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