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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
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我悲李鸿章之遇。
这是梁启超对李鸿章的真实定论。
　　公元1823李鸿章出生在安徽庐州府合肥以东30里地的磨店乡，一个以世代耕读为生的家庭。
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
族”。
　　李鸿章小时候天资聪颖，头脑灵活，才思敏捷。
道光八年刚6岁周岁的李鸿章开始跟父亲学一些启蒙知识。
道光二十年考中秀才，道光二十三年李鸿章在庐州府学被选为优贡。
同年在京为官的父亲，接李鸿章到京准备来年的顺天府乡试，首次离开故乡祠堂郢村的他，欣喜欲狂
，并写下了“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来作为自己的人生抱负。
　　道光二十七年李鸿章中进士。
道光三十年入职翰林院编修。
咸丰元年（1851）他抱着满腔热情打算沿着传统的升官之路走下去，并把自己所学赋予实践。
同年冬，洪秀全带领“拜上帝教”会在广西金田发动起义，口号是要建立有福同享、有田同分的“太
平天国”。
太平军所掀起的疾风暴雨搅得刚戴上皇冠的咸丰帝坐立不安。
咸丰元年（1851）初，当咸丰帝得知自己的八旗军和绿营军在太平军面前是如此不堪一击时，便下旨
：“江南江北在籍官吏，各尽其能，举办团练武装，对抗“逆匪”。
　　李鸿章毅然告别翰苑，放下书和笔，随吕贤基回安徽办理团练防剿事宜。
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咸丰五年十月，他率团练收复庐州立功，次年又以克复
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按察使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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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1840年后的晚清，国门洞开，风雨飘摇，主权沦丧、割地赔款接连不断，帝国列强横行无忌的瓜
分中国。
李鸿章作为晚清“破屋”的“裱糊匠”，作为辞令巧善的谈判者，作为守护着通往北京外交通道的忠
实卫士，作为试图尽可能减轻因战争失败而导致外国施予的阶段性惩罚和折磨的周旋者，自然地成为
清王朝唯一可藉以依托和不可缺少的人物。
然而，历史剧本已经写好，在这个舞台上，无论李鸿章是进是退，都免不了悲剧下场。
　　千古功罪非议在，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有关他的论著历来很多，但大都
失之偏颇。
只有结合当时的历史，我们才能客观公正的了解事情的真相。
本书结合非常丰富的史料，以精彩的文笔，深度的剖析了李鸿章如何从一个乡下秀才走向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权力巅峰，如何力挽大清国地位时的艰辛与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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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代无人做官，缺少政治靠山，有钱没势，在村中也常受那些恶劣官绅的欺压，想入朝做官那就更
加困难了。
好在李椿善于和众人申辩，又懂些文墨，李家才得以保住家产和那片土地。
由此而来，李椿悟出了一个道理：“力田习武”只能养自身，志大则可养千口。
要想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只有进身士途才是最根本的途径。
于是，李椿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长子殿华的身上。
　　李殿华。
字庆庵，虽谨尊父命，有心功名仕途，累年苦读，但学业似乎没大长进。
加之少年多病，在两次乡试落榜后，他觉得自己不是那道儿上的人，于是便放弃考取功名的念头，回
到乡村领着子孙一边种地一边教他们读书。
他有近五十年都没有再进城一步，每天男耕女织，看着子孙读书倒也其乐融融。
但因李氏宗族子孙越来越多，只凭祖上留下来的一些土地和家产，已显得家大业小，不够子孙享用，
后来就分家而居。
李殿华平素已养成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品性，在兄弟之间分家一事上，更是作长子之让，因此分得
的土地财产并不多，负担很重。
他花钱大方阔绰，又因治病花掉不少银两，在外边欠下不少债务，常有人上门来讨债，甚至每到年终
的时候。
要债的人多得如过江之鲫。
李殿华是个很讲体面之人，对债务不躲不避，一时难以偿还，就跟别人说尽好话，求债主们多宽限几
日，幸亏债主们大都通情达理。
好言好语也就应付过去了。
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过几天要债的人重来登门，李殿华脸上挂不住，无奈只能东奔西走，去一些
家境还不错的亲戚好友那里讨借，想着他们不会定归还的期限，待日后慢慢偿还。
但渐渐地亲友们也开始感到烦了，有的干脆就不再往来，见了李殿华都怕躲藏不及，担心再向他们借
钱。
当时幸好有一位叫周菊初的姑舅亲为人厚道，心底善良，愿意帮助李殿华一家，并劝告他要勤俭，再
困难也要供儿孙上学读书。
　　知书达理的李殿华自然深明其理，因为他自己有年轻时科举失败的教训。
他不得不把希望再寄托到下一代身上，重视对几个儿子的培养，严格督促他们读书，希望他们能够出
人头地、光宗耀祖。
也许老天爷不会辜负李家数代人的努力，会给他一个满意的结果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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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时势造就英雄，英雄造就时势。
　　若李鸿章者，吾不能谓其非英雄也。
　　虽然，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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