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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谋略就学李鸿章李鸿章这一辈子，着实不容易。
可以肯定地说，李鸿章是中国近代史上被误解最深的人，他的人生层面太多，心理太复杂，背的黑锅
太重，后人对他的褒贬，显然是过于凶猛。
所幸，现在不分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他是“汉奸卖国贼”的人少了些。
这位中堂大人曾跟别人说自己是个“裱糊匠”，一生只是在粉饰大清朝这间破屋子，这话太过谦了。
李鸿章留下的绝不只是一间破屋子，他还留给后人很多扎扎实实的财富和一份永不言退的精神。
梁启超说：“吾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而悲李鸿章之遇也。
”这话是很贴切的。
与同僚们一样，李鸿章也是父母所生，师长所教，在皇帝手下当官，和一大群精明的同僚共事，他的
一生也被时代包围，被社会包围，被人情世故包围，被忠诚和责任包围，既摆脱不了这些，也斗不过
它们。
可李鸿章身上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总是义无反顾地冲向自己设定的目标，从来不知道什么叫退却
。
所以他总是比别人走得快、走得远，总是站在人群的最前面。
李鸿章很猛，发了脾气就骂人，有时候生起气来还拿拐棍打人；李鸿章很厉害，和他谈判的洋人个个
怕他，最后不得不妥协；李鸿章很孤僻，一生没结过党，在和他比肩的达官显贵里，也几乎没什么朋
友；李鸿章很傲气，他看不起皇上，看不起太后，看不起洋人，看不起同僚，甚至看不起大清国的老
百姓。
李鸿章倒霉透顶，替朝廷打仗，结果成了“刽子手”、“替罪羊”。
他一生办了好多大事：建海军，结果舰队覆没了；办洋务，结果洋务失败了；搞外交，结果到他这儿
，外交被改了个名字，叫“议和”。
不管做什么事，总有人明里、暗里算计他，给他使绊子，让他当“替罪羊”。
背黑锅背到死，死后还得接着挨骂。
李鸿章做人有三大信条：他觉得正确的事，会坚持到底；他觉得有意义的事，会努力到底；他觉得这
是他应该负的责任，就一定担当到底。
从这一点来说，李鸿章的性格特点倒很值得现代人学习与借鉴。
至于对李鸿章这个历史人物，仍然难以作出中肯的评价，因为这个人实在太“个性”了，他身上的愤
青味儿，比“愤青”还浓。
“评价李鸿章”的权利还是留给读者吧。
恨李鸿章的人，尽可以指着鼻子骂他，一点儿也不必客气。
喜欢李鸿章的人，千万别为他喝彩，因为这个傲气十足的倔老头儿，不屑于接受欢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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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谋略就学李鸿章》是一本全面讲述李鸿章谋略人生和洋务改革经历的全传。
作为近代史上被误解最深的人，他的层面太多，心理太复杂，一生被人靠人800多次却依然挺立。
后人对他的褒与贬，也对立得太厉害：他替朝廷打仗，结果成了“刽子手”；他建海军，结果舰队覆
没了；他办洋务，结果洋务失败了；他搞外交，结果到他这儿，全是投降“议和”。
李鸿章凭借自己的权谋博弈，背靠慈喜太后，成为晚清权力最高的大臣，被称为官场“不倒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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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南浦云，本名许葆云，知名历史学者，资深作家，致力于晚清近代史和人物的研究，并很快成为
该领域的专家，有多篇文章发表，影响很大。
代表作有《大明平倭传》、《沉沦的舰队》。
其作品最大的特点是史料扎实，文笔流畅，擅长刻画人物，极富感染力，故事非常好读。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谋略就学李鸿章>>

书籍目录

前言　谋略就学李鸿章
第一章　找对人，认对门
　1．伟大是熬出来的
　2．失意的军旅
　3．有才也要掰刺儿
第二章　铺垫青云路
　1．天不遂人意莫争
　2．装英雄和装糊涂
　3．跟曾大帅闹翻了
　4．不知者不罪
第三章　老谋深算PK小奸巨滑
　1．天上掉下的“馅饼”
　2．好事也勉强迁就
　3．迎头拍上四板砖
　4．什么都要，全收
第四章　经营淮军有一套
　1．无赖者无敌
　2．圣旨不能违抗，但执行不了
　3．死磕太平军
　4．疯狂招兵买马
　5．一石打三鸟
　6．浑蛋的妙用
第五章　杀向太平军的后院
　1．进兵苏南
　2．到黄浦江上去交战
　3．天上掉下个洋伙计
第六章　苏州杀降
　1．戈登想进苏州城
　2．刀尖时刻出叛徒
　3．破城杀降
　4．看谁玩死谁
　5．搭台阶的“老浑蛋”
第七章　遣散洋枪队
　1．常州之战
　2．该摘掉傻“瓜”了
　3．忽悠戈总，折腾巴夏礼
第八章　狡兔死，烹走狗
　1．朝廷的毒计
　2．按下葫芦浮起瓢
　3．精明总督和浑蛋朝廷
第九章　剿灭捻军
　1．实习政客
　2．让朝廷“坑”去吧
　3．“圈制”策略
第十章　由大帅到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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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总督的权术
　2．“愚昧”从何而来
　3．落花流水的“怪胎”
第十一章　办几件实事
　1．轮船招商局
　2．开平矿务局
　3．外斗洋人，内斗皇上
　4．外患纷至，彻底糊涂了
　5．蚊子船
第十二章　让洋人去死吧
　1．马嘉理事件
　2．智斗“洋京油”
　3．威老毛子的软肋
　4．英国人郁闷了
第十三章　通向富强的荆棘路
　1．攒鸡毛做掸子
　2．斗小人
　3．修铁路为什么这样难
　4．琉球危局和铁甲舰
　5．留美幼童计划半途而废
第十四章　巨大的危机
　1．蚕食边陲
　2．法式痞子腔
　3．天大的纰漏
第十五章　西南战事升级
　1．法国佬儿的底牌
　2．舌战脱利古
　3．孤独的老头子
　4．小滑头引出大阴谋
第十六章　中法战争
　1．老贱骨头
　2．图穷匕见
　3．福建水师覆没
　4．真英雄和窝囊废
　5．镇南关大捷
第十七章　狗娘养的“盛世”
　1．收拾伊藤博文
　2．败也黑锅，胜也黑锅
　3．忠奸人
　4．北洋水师成军
　5．“盛世”光环太假了
第十八章　甲午惨败
　1．谁也斗不过“财政部”
　2．丰岛的遗勇
　3．黄海大战，对倭一击
　4．弥天大谎
　5．厄运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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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围攻威海卫
　7．北洋水师覆没
第十九章　难以承受的耻辱
　1．出卖李中堂
　2．“疯”太郎的一枪
　3．说白了明着抢
　4．耻辱的《马关条约》
第二十章　力挽狂澜
　1．世上没有救命稻草
　2．“臭狗屎”
　3．保护维新派
　4．溜出北京城
　5．约见孙中山
第二十一章　天崩地裂
　1．东南互保
　2．英国人的圈套
　3．进京路上
　4．《辛丑条约》
　5．蜡炬成灰
后记 我不是教你玩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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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伟大是熬出来的大清咸丰八年（1858），湘军首领曾国藩正率军屯驻江西建昌与太平军激战，
忽然收到一封信，有个叫李鸿章的人要来投奔。
李鸿章出身很好，是安徽名士李文安的儿子，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年2月15日）生于安徽省庐州府
合肥县东的磨店乡群冶村祠堂郢。
李鸿章字少荃，在家里排行第二，上头有个哥哥李瀚章，下头是四个弟弟鹤章、蕴章、凤章、昭庆，
还有两个妹妹玉英、玉娥。
安徽地方人多地少，水旱灾害频繁，比较穷苦，到了清末，土地又多被大地主兼并，百姓衣食不周。
在这里，要想出人头第，不是经商，就是读书考功名。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原也是一介穷儒，中秀才后努力了十年才考上举人，道光十八年（1838）中进士
，后来当了刑部主事，在刑部前后干了十八年，名声很好，可因为性格耿直，不善钻营，没得到象样
的升迁。
但他对自己儿女家教甚严，几个孩子都调教得挺有出息。
李鸿章这小子脑子灵，胆子大，长得又高又帅，文笔出众，能倒背《春秋》，从小到大在孩子堆儿里
都是人尖子。
十七岁考取秀才，二十二岁就中了举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参加恩科会试，可惜没中。
就靠着父亲和曾国藩是会试同年的关系，拜在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
曾国藩对李鸿章也颇为赏识，在给李鸿章大哥李瀚章的信里把他和郭嵩焘（清廷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公
使）、帅远燡（后为湘军将领，在与太平军作战中被杀）、陈鼐（后成为李鸿章重要幕僚）并称为丁
未四君子。
老爸有背景，老师很厉害，这么说李鸿章从小就是个了不得的人才了？
也未必。
对于这些历史名人，我们通常会有一种习惯思维，那就是：他们大多天赋过人。
小时候聪明的，长大了更聪明，直到聪明绝顶；小时候勇敢的，大了更勇敢，直至勇冠三军。
看他们童年时说过的一句话儿，青年时做过的一件事儿，都是那么出类拔萃与众不同。
以至我们要把这些琐碎平庸的小事拿来反复讲述，一传十十传百，刻在石头上，写进书里面。
直到自己把自己彻底催眠了，觉得这些名人根本就不是平常人，或者是神仙，或者是鬼怪。
——所以我们也没法跟他们比，只能仰着脸看着人家，羡慕一把。
其实不是这样。
聪明的孩子，有才的年轻人，在这世上多如牛毛。
你到附近一间小学校去，随便走进一个班，让老师告诉你这些孩子哪个聪明过人？
三十来个学生里，老师特别看重的少则三四个，多则七八个。
至于大学里的青年才俊，那更是数不清了。
这些聪明颖俊之人，哪个的天分也未必不如李鸿章，可他们活一辈子，有几个能成才，几个能成事？
就说曾国藩当年所称的“丁未四君子”，除李鸿章外，郭嵩焘尚可，另两人却并没有多少建树，连曾
国藩都看走眼，可见后天的努力更重要。
那什么人、在什么情况下才能成大事？
曾国藩总结了一句名言：“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
”至于什么叫“天缘凑泊”，什么叫“勉强迁就”，看完这本书，你自会明白。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谋略就学李鸿章>>

后记

我不是教你玩黑的    李鸿章和他的时代一起成为过去，虽然他背了黑锅，但他一生都不想玩黑的。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曾经有无数人用最激烈的言词斥责李鸿章，可今天，人们对他的看法渐渐平
和了，宽容了，有些人甚至试着去客观地分析李鸿章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品德、思想和个性，甚
而试图用李鸿章做标本，去分析那个已经逝去了的时代。
    但这样的分析注定不会有结果。
因为李鸿章这个人根本不是什么“时代的标本”，而是一个孤傲的“怪物”，一个独立于时代之外，
独立于社会之外的人。
    和所有人一样，李鸿章也是父母所生，师长所教，在皇家手底当官，和一大群精明的同僚共事，他
的一生也被时代包围，被社会包围，被人情世故包围，被忠诚和责任包围，既摆脱不了这些，也斗不
过它们。
可李鸿章身上最与众不同的地方是，他总是义无反顾地冲向自己设定的目标，从不知道什么叫退却。
所以他总是比别人走得快。
走得远，总是站在人群的最前面。
    总结起来，李鸿章的目标有三种：一、他觉得他的想法是对的；二、他觉得这件事本身有意义；三
、他觉得这是他应该负的责任。
    所以我们惊讶地看到，李鸿章一边打仗一边办学校，当着直隶总督却跑到上海办企业，一回回地要
求修铁路、办电报。
搞这个弄那个，半辈子没闲着。
受挫折，挨骂，他全都不在乎；很多事情最终搞不成，他也不气馁。
    尤其是办外交，跟洋人谈判。
在那个年代，怎么谈都是丧权辱国，怎么谈都是身败名裂，可李鸿章硬是一回一回咬着牙根子往上冲
，在洋人面前赔笑脸加小心，用尽一切心机来回周旋，可即使如此，一个弱国仍然不可能在外交上取
得成就。
李鸿章所做的这一切努力，最多也只是为他的国家尽量减少些损失。
回来之后，他又要让朝廷收拾，让老百姓骂，替整个国家背黑锅。
    谁都知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晚年的李鸿章完全可以在家闲待着，吃点可口的，听点悦耳的，下两盘围棋，画几张山水，抱着小孙
子亲亲脸蛋儿⋯⋯干吗非要折腾自己不可呢？
    马关谈判的时候他都七十三岁了，签《辛丑条约》那会儿他七十八岁了，难道他就不懂得倚老卖老
，装一回病，装一回死，或者干脆辞官归隐，再不成，一咬牙一伸脖儿，真就死喽，躲开这断子绝孙
的要命差事⋯⋯    可是没有。
李鸿章仍然在穷折腾，还是要去谈判，去签条约，去“卖国”。
    要说精明，当年若排一个“世界滑头一百强”，李老爷子绝对榜上有名；要说傻，我看这世上比他
“傻”的人，也不多。
    盛世也罢乱世也罢，顺境也罢逆境也罢，李鸿章不畏惧，不气馁，不发牢骚也不骂娘，只管埋头做
事，做那些他认为正确的事。
    结果，李鸿章用自己的努力建立了一个丰富而独立的精神世界。
在这个精神世界中，狂喜，暴怒，沮丧，辛酸，踌躇满志，痛不欲生⋯⋯一切人生体验都是属于他自
己的，都与外人无关，就像一双鞋子，拿起来，就穿在自己脚上，脱下来，就放在自己的鞋架上，至
于“脚丫子”的感觉，完全是他自己的事，不必求人理解，也不必与人分享。
    所以李鸿章可以高傲而冷漠，他看不起皇帝，看不起太后，看不起洋人，看不起同僚，甚至看不起
那些愚昧盲从的百姓。
虽然他摆脱不了这一切。
而且斗不过他们。
    所以李鸿章是精明还是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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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还是痛苦？
幸运还是不幸？
我们无权评判。
因为这个人生活在他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对于所有试图评价他的人，他都将用冷笑和漠然来应对。
    这么看来，李鸿章是个特殊的人？
    不，平凡的人，平凡极了。
要说他不平凡，只因为在那个时候，天缘凑泊，把他推上了那个位置。
    其实这世界上有太多像李鸿章这样的人了。
他们认定了一件正确的事，就穷一生之力去做，不怕挫折，不问结果，从不退却。
从这一切努力中他将得到一个回报，那就是，能够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人格，把灵魂从“社会
”中剥离出来，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完整而清澈的精神世界。
    要想超越社会，超越世俗。
拥有独立的人格和精神世界，就去做事吧，不要发牢骚。
不要找借口。
    做事，做你认为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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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异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    ——梁启超    “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    ——慈禧    “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设晚节无以自见，则士论又当如何。
”    ——严复    “鸿章既平大难，独主国事数十年，内政外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轻，名
满全球，中外震仰，近世所未有也。
”    ——《清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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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谋略就学李鸿章》编辑推荐：“稳中堂”是如何炼成的，宁当龟孙也要撑起一个帝国！
他一生被弹劾800多次，却能稳踩谋略的钢丝绳不倒，背着黑锅搞洋务，也要放眼世界，靠信念苦撑危
局。
一本写透李鸿章骨子的书，再次证明了男人的胸怀是被委屈撑大的！
李鸿章是个有才的人。
可这世上有才之人比牛毛还多，能成大事的万里无一。
所以再大的本事也不能做为傲慢的资本，不懂这个，不管有多大的才，一辈子也混不出个名堂来。
还是那句话：这世上有才的人太多了，有才而不晓事理，最终只能是个废物。
很多做大事的人都是一根筋脾气，甚至可以说，想成大事，一定得有这么一股子的闯劲儿，坚持到底
。
但闯出去以后能不能成功就另说了。
很多人不成功，有的干脆就吃“回头草儿”去了。
天不遂人意，莫争。
这“时、位”二字，冥冥中皆有一股强大的势力主持，要以你个人的力量去争，是很难争到的。
办大事的人一定要就时论势，时正势顺，就容易成功，时违势孤，就会一事无成。
真正的聪明人不是头脑灵活嘴快手快，而是能顺应大势，为已所用。
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
“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
”这是李鸿章一生的总结，精研了一生，也受用了一辈子。
这世上“有才”的人太多了。
可不管本身的才气再高，要想成事，终须有所依托，有靠得住的人罩着。
李鸿章一生最明智的地方，就是始终依靠曾国藩，没有别人，虽然他骨子里有些不屈，要有装的本事
。
做官做的是学问，官做得越大，学问也就越大。
你在下面，永远揣测不到上面的心思，学着点吧。
人生在世，要紧的不是升官发财，而是做事。
做正确的事，让朝廷去坑吧，让他人去议论吧。
人这一辈子，做事，做人，一切的一切，都得自己上进，努力了要强了上进了，才能少让别人坑。
要想不被人家坑，就必须自强上进，不留出空子给对手钻。
仇恨，是弱者的心态。
李鸿章这辈子虽然做了很多“示弱”的事情，可他并不是一个弱者，遇到困难的时候他通常不是抱怨
，不是仇视，不是咒骂，而是正视自身，寻找问题，解决问题，以求进步。
李鸿章的目标有三种：一，他觉得他的想法是对的；二，他觉得这件事本身有意义；三，他觉得这是
他应该负的责任。
要想超越社会，超越世俗，拥有独立的人格和精神世界，就去做事吧，不要发牢骚，不要找借口。
——做事，做你认为正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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