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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重读《李鸿章传》章立凡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
上中学的年代，历史老师口中的“大汉奸、卖国贼李鸿章”，至今言犹在耳。
二十多年前读到梁启超撰写的《李鸿章传》，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初，顿觉眼目一新，感到此传对洋
务运动及李鸿章其人，有着不同以往的全新视角。
细品之，则非梁启超之视角“不同以往”，乃敝人受哺狼奶多年，有幸恢复了人类的独立思考而已。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重读此传，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  维新派眼中之洋务派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后两月，心力交瘁的李鸿章溘然
辞世；近两个月后，流亡海外三年的梁启超完成了这篇传记。
是年二十九岁的梁氏，以通缉在案的维新派流亡领袖身份，为七十八岁的在朝洋务派领袖作传，其间
大有深意焉。
维新运动是洋务运动的继续，两者有着血脉上的传承关系，如果将洋务运动视为经济改革，则维新运
动当然是政治改革。
两者的失败皆有其历史之必然性。
作者自称：“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惺惺相惜之情与流亡臣子的孤
愤，溢于言表，既悲逝者，亦是自悲。
这一年，梁启超先后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除撰写李鸿章的传记外，他还为老师康有为
写了《南海康先生传》，并开始自号“饮冰子”。
以“饮冰”自励，为洋务派和维新派的两位先进作传，可视为对1860年“自强运动”至庚子之变四十
年间历史的冷静反思。
梁启超视李鸿章为中国近四十年第一流的关键人物，因此自己的这部著作，也可以视为同治光绪以来
的大事记。
 洋务派冀望利用西方先进的技术维护专制统治，改革以不触动封建专制制度为限，这完全是一厢情愿
的“技治主义”思维。
对此，梁启超问道：李鸿章真的知道洋务吗？
为什么他国通过洋务富强了，而我国大办洋务之后却衰落了呢？
在历数李鸿章所办洋务各案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答案：“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
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当尽之
责任。
”李以为中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不如人的无非枪炮、轮船、铁路、
机器罢了，只需学会这些，就万事大吉了。
其实这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而已，没有真正懂得西方富强的原因。
但梁启超也指出，透过李氏奏折中对现状的深切忧虑，可知其见识也确有过人之处：李鸿章深知中国
处于“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因循现状是无法苟且偷安的，希望找到安内制外的长久良方；如不变法
维新，那么战和守都靠不住；抱定门户之见则积习难除，终将一事无成；偌大一个中国，越来越缺乏
人才，将永无自强自立之日。
李氏的历史局限性在于：“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也不知西方国家能够化除门
户之见，通过新的宪政走向富强，其改革动力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
他批评李鸿章“不学无术”，未能利用其地位及影响力，推动历史潮流，叹息李氏“为时势所造之英
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倡导“作育新民”，以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为己任，这一任务历时百
年仍未完成。
历史常有轮回，当此“大国崛起”雄心万丈之际，民族主义甚嚣尘上，那种“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
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的封建沉渣，也重新泛起。
“不知国家之为何物，不知国家与政府有若何之关系，不知政府与人民有若何之权限，不知大臣（时
髦的说法已变成了“公仆”）当尽之责任”者，仍大有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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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学必然无术，身处晚清变局百年后的“学习型社会”，社会转型仍未完成，学习的方向和方法依然
不明。
二  弱国外交之辨李鸿章谤满天下，始因甲午之役北洋水师覆灭，继之以外交连连失败，以“卖国贼
”之罪名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为时已逾百年。
而梁启超记述之轶闻中，谈及李氏与洋人交涉，态度尤为轻侮，视其为市侩之徒。
认为洋人既然逐利而来，我也要把握算盘，与之计较争利。
这倒很像阿Q的“精神胜利法”，可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做一注脚。
对李氏之外交风格，西人反倒有“大手段之外交家”的赞誉，但梁启超持相反评价，称之为“小狡狯
之外交家”。
他认为外交手段狡狯，并不代表外交家品德恶劣；在国家间的生存竞争中，外交家只能唯利是图。
李鸿章的外交手段，在中国虽然算得上一流，但在世界级的外交家中并不出色，李惯用手法“专以联
某国制某国为主”，而所谓联合，又不靠平时交往维系，不过临时挑唆而已。
这种外交思想，不外乎《战国策》伎俩的翻版。
 梁启超的判断可谓切中要害，李鸿章式的中国外交，无非承袭两千年前的纵横家故智，既昧于世界大
势，又无长远坚定之立场，惟偏重于技巧末事，一味借力使力，徒以纵横捭阖为能事。
作者分析李氏外交失败的教训，认为天下不存在徒靠别人就能生存的道理，西方的外交家，同是殷勤
地与别国联盟，但都有自己的自立之道，做到制衡他人而不受制于人。
而中国外交动称联合某某国家，且不论人家是否认同，即便联合了，无异于为人奴隶任人鱼肉。
李并非不知此情，但又拿不出别的办法。
梁氏感叹：“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
以中国今日之国势，虽才十倍于李鸿章者，其对外之策，固不得隐忍迁就于一时也。
” 在汉语词汇中，“卖国贼”与“汉奸”似乎略有不同：前者的行为有一定的被动性，主要对其后果
负责；而后者则有较强的主动性，意味着彻底的卖身投靠。
中国士大夫饱读圣贤之书，无不知晓春秋大义；纵观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晚清名臣，个个算得
上一时人杰。
但形势更比人强，列强环伺，兵临城下，不签字画押割地赔款，仅仅靠玩弄“战国策”式外交伎俩，
是过不了关的，李鸿章逝世前一小时，俄国使节还来催逼在密约上签押。
弱国确无外交，强时未必有之。
梁氏“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存者”，“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之论，确为灼见。
清代出卖的国家权益，特别是被强邻陆续侵占的国土，已是彻底交割，永无回归之日了。
三  专制体制之弊李鸿章以一介词臣入幕，平发捻、办洋务、创海军、主外交，位极人臣，其见识才
具，远超同僚之上。
但观其一生功业，论武功，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论洋务，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论外交，则丧权辱
国莫此为甚。
一言以蔽之，输在其背后的专制政治体制。
作者认为，凡一个国家当今的社会现象，一定与其此前的历史有联系，故历史是当代社会现象出现的
原因，而当代社会现象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要评论李鸿章，就须观察“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
，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并由此入手，分
析其致败的根本原因。
梁启超指出：李鸿章所居“乃数千年君权专制之国，而又当专制政体进化完满，达于极点之时代也”
，“乃满洲人入主中夏之国，而又当混一已久，汉人权利渐初恢复之时代也”。
上述视角，切中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之弊，也提示了晚清满汉民族矛盾最终演变为排满革命之根
由。
关于“中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梁启超从春秋战国说起，下至两汉魏晋唐宋元明，历数中国
封建社会由贵族政体演变为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之流程，指出中国的专制政体，也是按照进化的
公理，逐渐发展成熟的，到当世已完备到极致，权臣手中的权力，迄今已被剥夺殆尽。
他将历代权臣分为贵族、豪杰、布衣、佞臣四类，时代越古，权臣越多；时代越近，权臣就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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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臣数量和实权的消长，与专制政体的进化程度成比例，而中国专制政治的发达，有两个重要原因：
“一由于教义之浸淫，二由于雄主之布划”。
所谓“教义之浸淫”，作者指出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专弘此术以化天下”，“尔后二
千年来，以此义为国民教育之中心点”，这种教化既已深入人心，“自能消其枭雄跋扈之气，束缚于
名教以就围范”。
至于“雄主之布划”，作者认为贵族执掌政权的旧例，到汉末已经绝迹，并举汉光武、宋太祖以厚秩
解功臣兵柄，以及汉高祖、明太祖屠戮功臣为例，指出对付功臣的手段或宽厚或残忍，但在削臣权、
固君权上是相同的。
沿袭到近世，天下采取郡县制度，土地世袭制度已经消失，朝臣和地方官相互牵制，皇帝可以任意驱
策他们，群臣“虽有国家大事，明知其利当以身任者，亦不敢排群议逆上旨以当其冲。
谚所谓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 。
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之定义及分期，学界历来众说不一。
中国秦代以后形成的封建主义，与马克思看到的西欧封建主义是不同的，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
散的贵族领主制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制，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
结构。
西欧有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像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联合起来限制王权、改革法律和司法的范例
，由此也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平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保障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
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中央集权的帝王专制形成之后，皇帝口含天宪，权力不受制约，专制
垄断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
时至今日，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四  部族政权之私心李鸿章是当时内外公认的中国权臣，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作者曾举李氏与俾斯麦的对话为例，诠释晚清中国的权力结构及李在其中的位置。
李鸿章环游欧洲，曾问德国前首相俾斯麦：“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满朝官员与
之意见不合，群起牵制掣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自己的主张，有什么办法呢？
”俾斯麦回答说：“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得到支持就能独揽大权，还有什么事办不了？
”李鸿章说：“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侍从，经常狐假
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
处于这种境况该怎么办呢？
”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既然做了大臣，以至诚忧国，想来没有不深获君心的，惟独与妇人小孩共
事，就很无奈了。
” 梁启超详析了清王朝任用满汉大臣的亲疏之别，认为满清以几十万外来民族统治上亿原住民，难免
存在门户之见，“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
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
清廷后来擢用曾国藩、胡林翼等汉员，实因洪杨难起，政权有倾覆之危，时势使然，不得已而为之，
但并不信任他们。
曾国藩“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
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来，虽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并沿袭其政治制度，但政治权力的内圈
仍为亲贵觉罗，世代靠钱米俸禄吃饭的八旗子弟则是其外围，形成了一个靠族群血缘维系的特殊利益
集团。
二百余年岁月的消磨，令这个“弓马得天下”的民族活力尽失，同光以来汉臣的崛起及由其主导的改
革，不断触发他们对统治特权及既得利益的疑虑和危机感。
钱穆先生认为清代“可以说是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
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
这种私心，可以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
一切由满族政权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
清两代每一个皇帝能掌握整个政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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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
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
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
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
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在这一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
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
”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41、143页） 余英时先生指出：清王朝为
“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或曰“族天下”），并有着八旗制度这种严密的组织系统。
他认为戊戌变法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
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
最重要的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
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
去不复返了”；他征引梁启超的记述，指出“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
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
（余英时：《戊戌政变今读》，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8年2月号）由是观察，满清
王朝不仅承袭了汉族历代王朝制度之积淀，更兼有狭隘自私的部族政权特性，前期虽经历过康乾盛世
的辉煌，但一旦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明碰撞，其格局器量顿时捉襟见肘。
对外既无力保中国，对内岂能保大清？
这种部族政权的私心，越到危殆时刻越患得患失，越发认定只有自己的子弟靠得住。
辛亥革命前夕组成以满清贵胄为主的“皇族内阁”，即是私心与法术的回光返照，令立宪派乃至北洋
将士率与朝廷离心离德。
武汉首义枪声一响，满朝亲贵束手无策，拱手让汉族权臣袁世凯坐收渔人之利。
多年来，影视传媒一直致力于制造大清专制王朝的盛世神话，已属咄咄怪事；近年更有学者罔顾历史
，将清王朝吹捧成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权，更是不知所云。
五  余论梁启超在此书“序例”中开宗明义，自承“全仿西人传记之体”，他批评中国旧传记体裁“
类皆记事，不下论赞，其有之则附于篇末矣”，而司马迁开创的夹叙夹议式列传体裁，“后人短于史
识，不敢学之耳”，他愿意继承这一传统。
纵观全传体例，分为“李鸿章之位置”、“李鸿章未达以前及其时中国之形势”、“兵家之李鸿章”
、“洋务时代之李鸿章”、“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投闲时代之李鸿章
”、“李鸿章之末路” 八大主题，议论风发，既提纲挈领，又顺应了历史时序。
末章结论中，列举古今中外十五位政治人物霍光、诸葛亮、郭子仪、王安石、秦桧、曾国藩、左宗棠
、李秀成、张之洞、袁世凯、梅特涅、格兰斯顿、爹亚士（梯也尔）、井伊直弼、伊藤博文，逐一与
传主比较点评，妙语连珠，极具特色，而将传主放到世界历史的大视野中研判，上下五千年，环视八
万里，更是自司马迁以降史家所未企及的时空。
这种传记体裁开一代之风气，直到民国时代仍不断被人袭用。
全传以文言文撰写，仅六万余字，要言不烦，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反观今日习见之白话传记，冗长
拖沓，动辄数十万字，难免有码字赚钱之嫌。
时人称道梁氏文风“笔端常带感情”，其感染力与煽动性超过“十万毛瑟”，而讥评者则贬之为“新
闻记者手笔”。
当时白话文的时代尚未到来，但新闻纸的出现，渐趋白热化的保皇与革命之争，使争取受众、扩大传
播成为报刊的生命线，也势将影响到文风的演变。
抛开政治观点不论，对照一下革命派章炳麟诘屈聱牙的古奥文字，不能不承认梁氏文笔是近代文坛上
最生动的文言文。
这篇传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或可归入新闻性评传一类。
作者自谓：与李鸿章“于政治上为公敌，其私交亦泛泛不深”，必然不会有心为他做辩护。
为一位刚刚逝世的大人物作传，能做到不存私见、评价公允、褒贬分明，殊非易事。
百年后读此传记，仍能栩栩如生地感受传主其人、其时代，非有高屋建瓴的史识、客观公正的史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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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横驰骋的史笔不能为之，足令后世沉溺于“遵命史学”泥坑中人无地自容。
梁启超的文字，一向带有鲜明的个人文字风格，极具张力。
在一些总结性论断中，经常用“吾敢言”、“一言以蔽之”一类词句，透露出一股咄咄逼人的自信，
殆非有真知灼见者所不敢为也。
他总结李鸿章洋务、军事及外交失败，关键在于“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
原”，在十九世纪这个竞争进化的时代，仅靠小修小补图一时偏安；不扩充养育国民实力，致国家于
威德完盛，仅捡拾一点西方皮毛，如同汲水而未找到源头，便安于现状，更凭着小智小术，欲与世界
著名的大政治家抗衡，出让了大的利益，却去争夺一些蝇头小利。
在批评了李鸿章的失误之后，梁氏笔锋一转，又扩展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彼李鸿章固非能造
时势者也，凡人生于一社会之中，每为其社会数千年之思想习俗义理所困，而不能自拔。
”他指出，李鸿章没有生于欧洲而生于中国，没有生于当今而生于几十年之前，无论前人或同时代的
人，没有一个造时势的英雄可以引导他、襄助他，这是同一时代环境下人物的局限性使然，“固不能
为李鸿章一人咎也”。
关于个人品格才具，梁氏断言李鸿章乃“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
彼非无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然彼弥缝偷安以待死者也。
彼于未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然未尝有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
他直指“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为中国官僚政治的通病，“中国朝野上下之人心，莫不皆然，而李亦
其代表人也” 。
尽管如此，“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人能比得上李鸿章。
他预见到“后此内忧外患之风潮，将有甚于李鸿章时代数倍者，乃今也欲求一如李鸿章其人者，亦渺
不可复睹焉。
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
十年后，清王朝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
鉴往知今，学习洋务皮毛、改良经济而不改良政治的结局，是一面历史明镜。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转型期的中国正面临着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
纵观三十年来新一轮的历史大潮，不见了随亡国灭种危机而来的改革紧迫感，经济建设已有长足进步
，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蹒跚。
一百多年过去，中国仍未建成一个理想的公民社会，梁任公“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
的警告，在大同世界出现之前，永远不会过时。
2008年11月20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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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参加镇压太平军、甲午海战，创办洋务运动，周旋于世界外交舞台
直至死去的一生。

　　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发迹，创办洋务运动他的声望达到顶点。
在甲午海战中他苦心经营的海陆军全军覆没。
梁启超深刻地分析了李鸿章在甲午海战中的种种失误。
指出即使没有这些失误，李鸿章的失败也是必然的，因为世界的竞争是国民智力和创造力的竞争。
彼时日本各国已经开化。
民众在世界眼光和参政热情上已经大大领先，而满清政府仍然禁锢民智民力，失败也就难免了。

　　洋务运动的失败宣告了李鸿章创办的官督商办的官僚资本主义必然失败的命运。
官僚既不懂工商业的技术和管理，反而把它当作渔利的工具，不仅企业没有效率，更压制了民族工商
业的发展，限制了他们的参与热情，窒息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

　　作者把李鸿章同古今中外要人霍光、诸葛亮，秦桧，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伊藤博文等做了
对比，指出李鸿章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心，能够忍辱负重，但是他没有长远的眼光，不知道为后
世立百年大计，仅满足于修修补补。
不懂得现代民主政治的特点和国民的地位、国民在现代国际竞争中的作用、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因此
在现代国际竞争中处处落于下风。
处处受制。
总之他的失败也就是晚清政府的失败，是晚清政府不了解世界大势，不懂得民主政治的必然结局。

　　最后作者忧虑地说，在晚清政府中李鸿章是最具有世界眼光、最有能力和品格的一个人，尚且不
能避免失败的命运。
今后内忧外患的风潮。
将要比李鸿章时代还要严重数倍，但要想再找一个像李鸿章这样的人，也几乎不可能了。
想到中国未来的前途，不禁毛骨悚然，不知道最终是什么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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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
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
著有《饮冰室合集》，代表作有《李鸿章传》，《清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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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之定义及分期，学界历来众说不一。
中国秦代以后形成的封建主义，与马克思看到的西欧封建主义是不同的，西欧的封建制度是建立在分
散的贵族领主制基础上的，而中国的封建制度则是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制，形成了超稳定的社会
结构。
西欧有地方自治的历史传统，像英国《大宪章》就是贵族联合起来限制王权、改革法律和司法的范例
，由此也在一定范围内确立了平民享有的政治权利与自由，保障了教会不受国王的控制。
而中国则没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中央集权的帝王专制形成之后，皇帝口含天宪，权力不受制约，专制
垄断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
时至今日，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依然任重道远。
四部族政权之私心李鸿章是当时内外公认的中国权臣，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作者曾举李氏与俾斯麦的对话为例，诠释晚清中国的权力结构及李在其中的位置。
李鸿章环游欧洲，曾问德国前首相俾斯麦：“一个做大臣的人，想要给国家尽力办事，但满朝官员与
之意见不合，群起牵制掣肘，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实现自己的主张，有什么办法呢？
”俾斯麦回答说：“最重要的是得到皇帝的支持，得到支持就能独揽大权，还有什么事办不了？
”李鸿章说：“比如现在有一个大臣，他的君主无论谁的话都听，君主身边那些大臣侍从，经常狐假
虎威，借君主的名义干涉大事。
处于这种境况该怎么办呢？
”俾斯麦想了很久才说：“既然做了大臣，以至诚忧国，想来没有不深获君心的，惟独与妇人小孩共
事，就很无奈了。
”梁启超详析了清王朝任用满汉大臣的亲疏之别，认为满清以几十万外来民族统治上亿原住民，难免
存在门户之见，“故二百年来，惟满员有权臣，而汉员无权臣”，“自咸丰以前，将相要职，汉人从
无居之者（将帅间有一二，则汉军旗人也）”。
清廷后来擢用曾国藩、胡林翼等汉员，实因洪杨难起，政权有倾覆之危，时势使然，不得已而为之，
但并不信任他们。
曾国藩“自金陵克捷以后，战战兢兢，若芒在背。
以曾之学养深到，犹且如是，况李鸿章之自信力犹不及曾者乎？
”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以来，虽然接受了汉族的文化并沿袭其政治制度，但政治权力的内圈
仍为亲贵觉罗，世代靠钱米俸禄吃饭的八旗子弟则是其外围，形成了一个靠族群血缘维系的特殊利益
集团。
二百余年岁月的消磨，令这个“弓马得天下”的民族活力尽失，同光以来汉臣的崛起及由其主导的改
革，不断触发他们对统治特权及既得利益的疑虑和危机感。
钱穆先生认为清代“可以说是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
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
这种私心，可以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
一切由满族政权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蒙古人满洲人跑进中国，也不是元
清两代每一个皇帝能掌握整个政权的。
在此两代，其政权之后面，有蒙古满洲全体部族在拥护此政权。
于是蒙古人满洲人便是此一政权中之特殊阶级或特殊分子了。
此种政权，我们则称之为部族政权。
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
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在这一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
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
”余英时先生指出：清王朝为“少数民族的一族专政”（或日“族天下”），并有着八旗制度这种严
密的组织系统。
他认为戊戌变法失败最根本的原因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

Page 10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鸿章传>>

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
最重要的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
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
去不复返了”；他征引梁启超的记述，指出“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
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
由是观察，满清王朝不仅承袭了汉族历代王朝制度之积淀，更兼有狭隘自私的部族政权特性，前期虽
经历过康乾盛世的辉煌，但一旦与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文明碰撞，其格局器量顿时捉襟见肘。
对外既无力保中国，对内岂能保大清？
这种部族政权的私心，越到危殆时刻越患得患失，越发认定只有自己的子弟靠得住。
辛亥革命前夕组成以满清贵胄为主的“皇族内阁”，即是私心与法术的回光返照，令立宪派乃至北洋
将士率与朝廷离心离德。
武汉首义枪声一响，满朝亲贵束手无策，拱手让汉族权臣袁世凯坐收渔人之利。
多年来，影视传媒一直致力于制造大清专制王朝的盛世神话，已属咄咄怪事；近年更有学者罔顾历史
，将清王朝吹捧成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政权，更是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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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处于转型期的中国。
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维艰。
且不得不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困局　在新一轮的历史大螺旋中，没有了亡国灭种的紧迫感，也仍未建
成一个理想完善的公民社会。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今日世界之竞争。
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的警告，在大同世界出现之前。
永远不会过时——章立凡　　李鸿章其实不知道国家事务，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不知道国家与政府是
怎样的关系，不知道政府与人民的权限，不知道当大臣应尽的职责他对西方富强的原因其实是不知道
的。
以为我国的政治、教化、文明、物产、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
赶不上的不过是枪炮，轮船、铁路、机器罢了。
我们就学这些，洋务运动就完成了　这就是现在举国异口同声的论调，而李鸿章实际上是他们三十年
前的前辈他们东施效颦、邯郸学步。
只不过让他们的丑陋更加暴露出来，终究不会成功是必然的　　李鸿章这么忠诚，有这么敏锐的洞察
力，他又长时间担任重要职务，掌握大权，但成就却仅仅到了今天这个水平，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他只知道有军事，却不知道还有民政；知道有外交。
却不知道还有内政；知道有朝廷，却不知道还有国民每天责备他人看不清时局。
而他自己对时局就没有弄明白；每天责备他人搞派系。
旧习气难以消除，而他自己的派系、旧习气跟那些人比起来，也不过是五十步和百步的区别他不知道
今天的国际竞争，不靠国家而靠国民；他不知道西方各国能够消除派系、消除旧习气，通过新政而富
强的，那种改革的动力都是来自下面而不是上面。
　　——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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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今天的中国，再次面临千年未遇之大变局。
《李鸿章传》重读晚清变革总设计师李鸿章。
看他如何突破政治、经济、外交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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