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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李鸿章（1823—1901）以一文职人员，投身军旅，统率淮军镇压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在晚清官
场中一路顺风，扶摇直上，从江苏巡抚，署两江总督、湖广总督、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着被清廷
授予武英殿大学士，继调文华殿大学士，爬上了权力高峰，主管清廷外交与军事长达二十余年之久，
曾代表清廷同列强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同时，致力于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开办近代工矿与交通运
输业，建立新式陆海军，创办学堂，培养人才，揭开了中国近代化序幕。
史学家往往将李鸿章与曾国藩、左宗棠并列，称之为“同光新政”开创者，晚清洋务运动代表人物。
　　可是，李鸿章的命运却与曾国藩、左宗棠不同。
曾国藩自太平天国覆亡后，常怀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之惧，主动遣散湘军，以消除满族统治者的疑忌
，且严于律己，谨言慎行，去世较早，政敌不多。
左宗棠晚年因收复新疆，安定西北，功勋卓著，深受清廷器重，顽固派不敢轻易向其发难。
惟独李鸿章不断遭受政敌谩骂与围攻，1894至1895年，攻击李鸿章的言论，铺天盖地，空前激烈。
　　甲午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清廷正忙于筹备西太后60大寿庆典。
此时，日本已进行全国总动员，磨刀霍霍，准备发动策划已久的侵华战争。
西太后为欢庆生日，一心想制造祥和气氛，升平景象，不愿对日作战。
1894年6至7月，李鸿章力图避战求和，寄望于列强调停，正是执行西太后维持和局的方针，直至8月，
西太后才同意对日宣战。
中日战争，清军惨败，日军侵人中国东北，清统治者惊惶失措，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
弱国无外交。
清廷战败求和，等于乞降，李鸿章在谈判桌上已完全失去讨价还价的资本，无任何回旋余地，被迫签
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梁启超说：“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
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
以此为罪，毋亦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
”梁氏此论颇有道理。
清廷既已决定投降，即使李鸿章不去日本签约，还会有别人去签，在当时情况下，谁去日本也不会签
回像样的条约，何况，日本侵略者提出的有关中国必须割地赔款极其苛刻的条约条款，李鸿章曾事先
请示清廷，获清廷最高统治者同意，如无西太后允准，李鸿章敢于签订使中国蒙受巨大羞辱的《马关
条约》吗？
决定中国和战大局的西太后却不肯认咎，她在去世前，总结其生平治国经验时，只承认在处理义和团
问题上犯有过失，她说：“综予生平，惟此次谬误⋯⋯此事之前，余如白玉，而所以治理余之国家者
，靡不称道。
”言外之意，甲午一役，中国战败以及《马关条约》的订立与她全然无关。
她既然白玉无瑕，在“天子圣明”，“只有臣错无主错”的封建专制时代，李鸿章成为替罪羊乃题中
应有之义。
朝野人士纷纷集矢于李鸿章，争相向他泼污水。
从前依附于李鸿章的官僚们也站到了李的政敌翁同稣、李鸿藻一边，对李落井下石，反戈一击。
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在1892年庆祝李鸿章70岁生日时，曾自称“受业年愚侄”，撰写祝贺寿联：“
天佑圣清，锡公难老；相有大度，保我后生。
”这时却不断上奏折，咒骂李鸿章“庸耄无能”，指责李“甘心让敌，图安目前”，“叠遣外国人私
与倭人交结”，赞成割地赔款，意欲“长保威权，而置皇上之天下于不顾”。
有人斥李鸿章为“汉奸”，连其子李经方亦未能幸免。
道员易顺鼎将李鸿章与李经方比作宋、明两代权奸蔡京父子与严嵩父子，他说“李鸿章之奸，尚不及
其子李经方之甚，李经方前充出使日本大臣，以己资数百万借给倭人，购船充饷，其所纳外妇，即倭
主睦仁之甥女，其奸诈险薄，诚不减蔡京之有蔡攸，严嵩之有严世蕃”，建议清廷“将李鸿章拿交刑
部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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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安维峻也一口咬定“李经方乃倭逆之婿，以张邦昌自命”，此类指控，纯属无中生有，信口雌黄
。
李鸿章在一片叫骂声中，被清廷撤销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职务，从权力高峰跌至低谷。
　　1901年，李鸿章去世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数十年间，人们对他的评价亦毁多誉少。
建国后，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随着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被人为地拔高，晚清洋务运动遭到严厉批
判，史学界对李鸿章的评价呈全盘否定趋势，李鸿章被定性为绞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崇洋媚外
的“卖国贼”。
1978年后，情况有所变化，史学界重评洋务运动，不少史学工作者肯定这一运动是中国迈向近代化道
路的开端，但如何评价李鸿章，迄今史学界仍存分歧意见。
　　从事近代化建设是李鸿章政治生涯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本书仅就他在开创中国近代化建设事
业中的功过是非作一些剖析，总结中国近代化初期的经验教训，或许有助于人们全面认识李鸿章，从
而对这样一位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历史人物作出较为公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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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甲午年中日战争爆发前夕，清廷正忙于筹备西太后60大寿庆典。
此时，日本已进行全国总动员，磨刀霍霍，准备发动策划已久的侵华战争。
西太后为欢庆生日，一心想制造祥和气氛，升平景象，不愿对日作战。
1894年6至7月，李鸿章力图避战求和，寄望于列强调停，正是执行西太后维持和局的方针，直至8月，
西太后才同意对日宣战。
中日战争，清军惨败，日军侵人中国东北，清统治者惊惶失措，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
弱国无外交。
清廷战败求和，等于乞降，李鸿章在谈判桌上已完全失去讨价还价的资本，无任何回旋余地，被迫签
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梁启超说：“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然苟易地以思，当夫乙未二三月、庚子八
九月之交，使以论者处李鸿章之地位，则其所措置果能有以优胜于李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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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第4期）等。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前中国的近代化�>>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开创中国近代军事工业　1.李鸿章与江南制造总局　2.金陵机器制造局的建立　3.扩建天
津机器局　4.淮系人物创办或帮助建设的其他军火厂第二章　创办轮船招商局　1.内江外海之利尽为列
强所夺　2.李鸿章创办轮船招商局　3.招商局成立初期的困难与李鸿章的对策　4.收购旗昌轮船公司资
产引起的风波　5.帮助招商局走出困境　6.招商局陷入严重危机　7.李鸿章力挽狂澜与招商局转危为安
　8.关于甲午战前招商局的评价问题第三章　揭开中国自行建设铁路的序幕　1.西方列强觊觎中国铁路
利权　2.李鸿章与吴淞铁路　3.有关修建铁路的第一次大论战　4.在直隶从事铁路建设　5.支持刘铭传
在台湾兴修铁路　6.第二次有关铁路建设的大论战　7.李鸿章主持修筑关东铁路第四章　开创中国近代
电报与邮政　1.列强图谋侵夺中国电报主权　2.李鸿章创办中国近代电报业　3.抵制外国侵夺电报利权
与增设沪粤陆线　4.致力于京城与边疆的电报建设　5.李鸿章与中国近代邮政第五章　兴办中国近代矿
业与棉纺织业　⋯⋯第六章　维护民族工商业与尝试金融改革第七章　领导淮军走上近代化道路第八
章　建立海军与反对英国控制中国海军的阴谋第九章　引进西方科技与培养近代化建设人才结束语附
录　主要征引文献目录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李鸿章与甲午战争前中国的近代化�>>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开创中国近代军事工业　　1.李鸿章与江南制造总局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
李鸿章等人深感中国军事力量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今后，中国要成功地抵御外侮，捍卫国家独立和
主权，必须自强，在他们看来，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之要，制器为先”。
李鸿章指出：“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方足夺其所恃。
”基于这些认识，1861年，曾国藩首先在安庆成立“安庆内军械所”，仿制外洋船炮，成绩并不理想
，他在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日的日记中写道：“阅新制之坐劈山炮，不甚合式。
”同治二年正月初八日的日记说：“至东城外，看丁道杰演炸炮，大小五炮，其弹在半空炸裂，不待
落地而已开花矣。
”“安庆内军械所”依靠中国技术人员华蘅芳和徐寿，曾制造一艘木质小轮船，该船蒸汽机是徐寿根
据英国传教士合信（Hobson）著《博物新编》所述蒸汽机原理，结合其对外国轮船的观察仿制，曾国
藩将此船定名为“黄鹄号”，经试航，“行驶迟钝，不甚得法”。
　　1863-1864年，江苏巡抚李鸿章在江苏省设立三所小型军火厂，分别由丁日昌、韩殿甲与英人马格
里管理。
马格里主管的苏州洋炮局，雇有西方技术人员帮助制造军火武器。
1863年11月，清廷解散阿思本舰队，李鸿章命马格里出面购进该舰队生产军火武器的机器设备，生产
能力进一步提高。
曾国藩创办的“安庆内军械所”虽早于上述三炮局，但因设备简陋，基本上仍为手工操作，并未获得
预期效果，而李鸿章创建的这几所军火厂却能制造淮军所需西洋枪炮弹药，仅马格里领导的苏州炮局
每周即能生产1500-2000发枪弹与炮弹，所制开花炮弹用于实战，“无远不中，无坚不摧”，对淮军战
胜太平军起了重要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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