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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与其说《李鸿章回忆录》是自抒己见，不如说它是在替李鸿章为自己辩护，当然，李鸿章本人也很乐
于为改善他的国家和民族谏言。
值得提醒读者们注意的是，这份译稿是首度公之于众。
    李鸿章绝非心细之人，当他北上天津时，大量手稿被留在了汉口，当他从直隶总督任上调离时，他
又将二十四年来所写的大量手稿留在了天津。
直至李鸿章去世后，他那位在两广地区做官的侄子才从汉口、广州、上海、南京、苏州、北京、天津
等地将他的手稿收集在一起，并存放于李鸿章在广州的故居里。
    大约是在两年前即1911年左右，经大清国政府准许并征得李鸿章遗产托管者和继承人的同意，我们
才得以着手研究李鸿章的资料和笔记，并委托曾在李鸿章身边做过秘书的罗伯斯上校将它翻译出来，
协助他完成此项工作的还有北京的李鸿章仆人王秀才和广州的一个老员外。
    虽然，李鸿章的日记洋洋洒洒一百六十多万字，他的笔记也是浩如烟海，然而我们只摘选了部分内
容译成英文，同时这些日记也是首次与英美读者见面。
    读者也许会注意到，我们在单独的标题下设置了不同的主题。
事实上，原稿中的主题纷繁芜杂——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仅仅一行字就概括了一群人。
而此后当李鸿章在另一个地区担任不同职务时，他会把这个主题重新提起，这时他会就此写上三页、
五页或者二十页。
再后来，他又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解读同一个主题。
    因此，将李鸿章的全部手稿结集出版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最好的方式是对他的日记和其他手稿加以
筛选，并冠以恰当的标题，同时将内容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
    还有一个需要说明的是，翻译们在将李鸿章的优美文字转换成英文的过程中几乎未遇到太多困难，
然而在确定日期这个问题上却变得手足无措，因为在早年间，一直上溯到他在天津任直隶总督时，李
鸿章采用的是一种奇特的周期和纪年法在手稿上做标记，就连参与这项工作的中国学者也困惑不解，
他们一致同意删掉很多日期，并一致认为，如果想把写作的每个条目的确切日期弄清楚，即便交给研
究中国历史的资深专家，也需要一年的时间才可能完成。
    1870年以后，尽管李鸿章大体上采用了现代的书写方法，但是为某些条目和手稿标注日期时，他还
是会走极端，比如他这样写道：“农历五月十三日，光绪，可恶的一年。
未时。
”他会用这种方式记录不太重要的想法，但是完全忘了标注时间和地点，而这些历史资料可能会激起
全世界的兴趣。
但凡出现类似情况时，我们都会把日期补上去，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把这件事与李鸿章一生的某个阶
段适当地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有意提高或降低《李鸿章回忆录》的政治、历史或文学价值。
    或许有人会说，这本书的容量无法囊括李鸿章就不同主题下所写的全部或大部分内容。
但是，编著者如此选择的目的，在于收录那些他认为最有广泛和持久意义的文字。
    威廉·弗朗西斯·曼尼克思    1912年12月1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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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1年是李鸿章逝世110周年。
李鸿章不仅是一位影响了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晚清军政重臣，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争议最大的历史人物。
一百年前，在各色人物出于现实利益考量，将李鸿章妖魔化为“卖国贼”的时候，这本书的出版，客
观、真实地再现了李鸿章的一生，描绘了他内心的孤独和苦闷。

　　该书是美国著名战地记者曼尼克思宣称从李鸿章一百六十多万字的日记和家书中编撰而成，但这
却遭到史无前例的巨大争议。
书中展现了李鸿章作为文人一面的浪漫，作为外交活动家的卓越成就，和在甲午海战失利后的内心苦
闷。

　　美国评论家认为曼尼克思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和最具天才的历史小说作家。
《李鸿章回忆录》堪称是一本伟大历史小说，它的整个故事，本身也如同一页传奇。
至今还有一些懒惰的历史研究者将它当作史实进行引用，给历史研究带来黑色的玩笑。
但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认为，即使这是一部小说，它也比任何其他严肃的传记，都更为贴切和传神
地写出了李鸿章：一位高尚的、孤独的、无奈的先行者！

《曾文正公家书》李鸿章老师的人生自述！
修身、齐家、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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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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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　《李鸿章回忆录》始末威廉?弗朗西斯?曼尼克思
原序　《李鸿章回忆录》的价值科士达（哈里逊总统国务卿、国际事务专家，李鸿章顾问）
第一章　伟大的文学抱负
第二章　对基督教认识的变化
第三章　剿杀太平军
第四章　与慈禧特殊的关系
第五章　七百万人之死
第六章　献身农业
第七章　反思中日甲午战争
第八章　政变在即
第九章　沙皇加冕典礼
第十章　德国人与事
第十一章　出访英法
第十二章　横渡大西洋
第十三章　美国见闻
第十四章　鸦片瘾与鸦片交易
第十五章　义和团运动中的任务
第十六章　奉命救驾
第十七章　出兵保朝
第十八章　割让台湾
第十九章　评价政要
第二十章　日记中的小注
附录一
附录二
后记　传奇中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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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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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9年初的一天，我翻看美国《国家》杂志，无意中看到一篇介绍《李鸿章回忆录》的文章，甚是惊
讶。
在我的印象中，与李鸿章有关的众多出版物里目前还没有一部李鸿章本人的回忆录或者传记作品问世
。
于是出于好奇，便托朋友从海外捎来霍敦·密夫林出版社出版的这部《李鸿章回忆录》。
翻开一看，这已是第4版，据说1913年的首印版本已很难从市面上找到了。
    《李鸿章回忆录》居然出自一个美国人之手？
怀着好奇和寻求真相的心理，在极短的时间读完了这本书，人物一点点迫近，历史浮现在眼前。
一百年前的人与事，像看回转片一样历历在目。
一代名臣犹如一个赶马车的人使出浑身解数只渴望能左右历史车轮的倾轧，而对于个人的安危，早已
置之度外。
    李鸿章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在晚清重臣中，他又是最出类拔萃的一个。
虽多次救大清国于危难，却又代表清廷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这为后人对他的评说留下一道难题
，也给历史留下了层层迷雾。
后人写的关于他的传记文章都难免会落入窠臼，只有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还算公允：“他代表了他
所在时代的最高成就，却难以超越时代的鸿沟。
”我们小时候看的有关李鸿章的历史书本中，多是一些脸谱式的描写，或是陷入一种谩骂、谴责，用
我们所谓的历史观，把他钉在“卖国贼”的耻辱柱上，真真假假，是是非非，纠缠了近一个多世纪。
但当我看到曼尼克思的《李鸿章回忆录》时，眼前突然一亮。
于是连夜查阅国内出版书目，竟然还没有《李鸿章回忆录》的中文译本问世，不知是出于当时的政治
原因，还是已经被人们遗忘在历史的角落。
咨询了几个出版界朋友，他们也含糊其辞，索性自己查阅资料，越发觉得这本书的中译本有重要的出
版价值。
    《李鸿章回忆录》的作者曼尼克思是一位战地记者，早年曾参加过古巴战争，在美国有着与海明威
一样的声名。
1900~，他作为美国第九步兵团的一名士兵，参加了八国联军的侵华行动，在中国待了不到两年，接
触到李鸿章的英文秘书毕德格，并通过他采访到李鸿章本人。
据曼尼克思说，他通过李鸿章的仆人王秀才得到了李鸿章珍藏多年的个人资料和日记。
他捧卷夜读，发现李鸿章原本就打算写回忆录，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写成。
曼尼克思受到启发，在1911年回国后，从“李鸿章160万字的日记、资料中”，编辑整理出17万字的《
李鸿章回忆录》。
    该书一出版就风靡欧美，多次再版，曼尼克思也被评为最伟大的历史小说家之一。
可就在曼尼克思声名鹊起之时，《李鸿章回忆录》却遭到多方质疑，最甚者是来自波士顿的杜维德。
杜维德在大清海关任职多年，精通中文，与李鸿章关系不浅。
1896年李鸿章访问美国期间，杜维德是全程陪同的随行官员。
他认定“李鸿章访美回国前的一段文字有误”，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密夫林出版社迫于压力，组织了一批专家、学者对该书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该书是真品，有着
非同一般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事实上，此书未出版之前，就在美国《太阳报》连载，引起不小的轰动，也曾遭到质疑。
为了回应这些质疑，密夫林出版社在出版这部书之前专门邀请科士达看过这些书稿。
科士达曾担任过哈里逊总统的国务卿，曾作为李鸿章的英文顾问，参与马关条约的谈判。
科士达看过后，认为书中所写内容和细节与历史相符，并真实地反映了李鸿章当时的心境。
科士达还为此书写了序，给予了李鸿章和《李鸿章回忆录》高度肯定。
在此后的时间里，虽也不时有质疑的声音出现，但丝毫没有改变《李鸿章回忆录》成为历年畅销书的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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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澳大利亚历史学家雪珥在美国《国家》杂志上撰文说    “《李鸿章回忆录》是历史上最早
的伪书，曼尼克思是最伟大的骗子”。
他质疑的理由是跟随李鸿章多年的英文秘书毕德格曾经保存了大量的李鸿章官方和私人文件，装了整
整一大箱。
李鸿章去世后，他就一直在撰写《李鸿章与他的时代》，但毕德格在李鸿章逝世后不久也病逝了，所
有文件连同箱子在他死后也一并失踪。
有人怀疑是曼尼克思拿走了那箱文件，但雪珥认为不可能，因为据说曼尼克思退伍后，有人在旧金山
见过他，也就是说，曼尼克思在旧金山时毕德格还未死，也就不可能得到那只箱子。
不过这也是个人推论，或许毕德格出于对同胞的信任，早早把这些珍贵的资料让曼尼克思带走了呢？
我们不得而知。
但如果曼尼克思的创作素材果真来源于这些资料，就不能说这是一部“伪书”，而是一部相当有史料
价值的著作。
但遗憾的是，至今也没有发现那只神秘的箱子，有关李鸿章的个人物件也在历史运动中毁掉了，根本
无从查考这些日记的真伪。
    如果说曼尼克思仅凭想象杜撰，就能把历史事件写得这样逼真，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从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出，李鸿章早年怀揣着对文学的热爱，做着桂冠诗人的美梦，可时运不济，最后
投笔从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表现出超群的军事才能，后来又得到曾国藩的赏识，可他偏偏生在
了晚清这个动荡的年代。
曼尼克思给予了李鸿章充分的理解，并把他放在全球视野下审视他所做的一切，真实记录了他的心境
。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李鸿章在尽一切努力挽救自己的国家。
这位走在时代前列的“改革家”到后来却走在了“改革”的背面。
他痛恨康有为等“逆历史潮流”的改革，拼命保驾倾危的朝廷，结果却事与愿违。
他终究走不出他的时代，挽救不了已经腐败到骨头的清政府。
国家的灾难却要让个人承担历史的责任，永久背负“卖国贼”骂名，一个孤独的先行者读来格外让人
扼腕。
    曼尼克思尤其钦佩李鸿章的外交才能，他出访欧美时，所到西方各国，无不掀起一股“李鸿章热”
，这位大清头等出使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身材魁梧、仪表堂堂、思维敏捷、
手腕高超，西方媒体把他誉为“东方俾斯麦”。
即便是他晚年代表朝廷与法、日、俄等国家签订诸多条约时，也得到了对方尊重，因为“他争取到了
他所在国家的最高利益”，表现出了卓越外交家的智慧。
但在国内，他的政敌却不会轻饶他，不仅把挑起战争的罪名给了他，也把卖国的骂名给了他。
曼尼克思没有屈服于这种声音，在“回忆录”里，他展现出李鸿章风光背后的无奈、坚强背后的脆弱
，并让我们看到李鸿章作为儿子、丈夫、大臣诸多角色的光芒，现在读来依然有它的现实意义。
    当读到李鸿章母亲死后，他向慈禧辞官三年回家守孝这一节时我哭了，不止为这种单纯的孝心，而
是为中国政治特有的“家长中心制”，他们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守护自己的国家，尽心尽力，由于
没有先进制度作保证，这个孩子备受欺凌。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最后还要穿上战衣代表他的国家去签订缔结和平的条约，却是以领土为代价，
割地赔款，他会是怎样的一种心境？
《辛丑条约》签订数月后，李鸿章离开了人世，一代名臣就这样在历史的硝烟中沉寂了，留给后人的
是他那一生沉重而坎坷的心路历程。
    曼尼克思作为一位在现代政治文明下成长起来的美国人，他能把自己想像成“李鸿章’’进行创作
，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书中附录的几首诗，写出了李鸿章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复杂心情，所以很难用现代语言把它翻译出来。
我请教了一些专家，他们觉得一个外国人如果不精通汉语，是很难写出这种格律诗的。
    其实，关于这部回忆录是不是真的摘自李鸿章的手稿已经并不重要了，单就这本书所体现出来的文
学价值和历史意义，就已经难出其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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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有趣的是，作者的身份充满着传奇，再加上该书问世前后的经历，一并构成了这部传奇中的传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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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各色人物出于现实利益考量，将李鸿章妖魔化“卖国贼”的时候，这本书却很好地描绘了李鸿章内
心的孤独和苦闷。
曼尼克思本人毫无疑问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和最有天才的历史小说作家。
《李鸿章回忆录》作为一本历史小说堪称伟大，它的整个故事，本身也如同一页传奇。
——《纽约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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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李鸿章回忆录》编辑推荐：全球畅销经典，影响西方近一个世纪，风靡欧美的最伟大的中国人传记
；史上最具争议的李鸿章传奇，国内首次独家出版。
影响二十世纪西方最伟大的中国人传记，史上最具争议的李鸿章传奇，国内首次独家出版。
畅销近一个世纪的传记经典，欧美各国无数次印刷传播，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伟大的历史小说。
它比任何其他严肃的传记，都更为贴切和传神地写出了李鸿章：一位高尚的、孤独的、无奈的先行者
！
历史亦小说，小说亦历史，李鸿章日记面世，首次披露甲午战争始末，还原一代名臣心路历程。
迄今为止唯一 一本由外国人写的李鸿章传记。
1913年，一本洋洋17万字的新书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轰动欧美。
这便是号称从多达160万字的李鸿章手稿和日记中节选编译而成的《李鸿章回忆录》（Memoirs of Li
Hung Chang）。
美国哈里逊总统国务卿、国际事务专家、中日马关谈判期间受中国政府邀请担任李鸿章的顾问的科士
达（John W. Foster）为《李鸿章回忆录》作序，他在序中热情洋溢地写道：“在过去的百年内，这个
世界涌现出了很多学者、将领、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但没有一个人能像李鸿章那样将这许多身份集
于一身。
因为他在这些领域的杰出表现，这本从他的日记中摘引编纂的回忆录，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性
格和他的一生。
”科士达对本书的肯定和美国各大报纸的纷纷报道，让这本中国人传记在出版仅仅一年多时间里重印
了7次，全美上下继1896年李鸿章访美之后，又掀起了一股中国热和李鸿章热。
那个时代，也只有那个时代，高傲的美国人才会对一位中国人如此崇拜和尊敬。
本书的作者曼尼克思（William Francis Mannix）不愧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和最具天才的历史小说作家。
他的传奇经历、放诞不羁的性格和传神的写作手法，让《李鸿章回忆录》和它的整个故事成为出版史
上的一页传奇。
转眼，离李鸿章去世已110年，细数过去，回顾历史，在过去的100多年间，能出其右的中国人寥寥无
几。
引用一位美国学者唐德刚的话说，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是一个，
李鸿章是一个，还有半个是顾维钧。
能够拿到这样携带着满身光环和传奇色彩的书稿，是我们做编辑的做大荣幸。
说实话，从策划编辑、责任编辑到文字编辑，无一不被书稿的内容所吸引。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连夜审读，加班加点，目的就是希望本书能尽快与国内读者见面。
如果把本书比喻成一部美国大片，正如电影《阿凡达》只有在第56分钟可以上一趟厕所外，《李鸿章
回忆录》二十个章节，至少有十九个章节不容错过。
而且编辑们在审读完书稿后一致认为，有几章是读者必须细细品读、深切感受的。
例如，第七章“反思中日甲午战争”，看到甲午战争和马关谈判的细节，庆亲王指着李鸿章的鼻子大
骂“是你发动的战争，现在我们倒要看看你是否能结束这场战争，而且不要在倭寇面前给国家丢脸”
。
第九章至第十三章出访欧美时，李鸿章作为清朝出访特使的外交风采和欧美各国为从李鸿章身上获得
利，表现出的阿谀奉承的嘴脸（当时西方各国对大清特使给予的接待均超出了应有的范畴）。
十六章“奉命救驾”，大清“裱糊匠”在79岁高龄，仍带病与列强谈判为国操劳，在与八国联军签订
《辛丑条约》后吐血而亡。
临终前李鸿章这样写道：“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
秋风宝剑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寰海尘氛犹未了，诸君莫做等闲看。
”这本《李鸿章回忆录》是对他临死前的心境和丁沛流离的一生的最好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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