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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

内容概要

梁启超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从一个人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四十
年，这样的人物无论如何都应该被重视和铭记。
《李鸿章传》从李鸿章的早年落拓，写到他镇压太平天国，创办洋务运动使其声望达到顶点，再到甲
午战争撞碎其强国梦，迅速由盛而衰，最后只能周旋于列强的外交舞台直至死去的悲壮一生。
甲午年洋务运动的破产，让人感到“以一人而敌一国”的无望与悲恸，梁启超也由此发出“吾敬李鸿
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感叹。
梁启超把李鸿章与曾国藩、张之洞、俾斯麦、加富尔、伊藤博文等人做了比较，指出李鸿章是怀着忍
辱负重、死而后已之心为清政府“修修补补”的，只不过他缺少长远的政治眼光，不懂得为后世立百
年计。
李鸿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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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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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

作者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少年得志，12岁中秀才，15岁中举人
。1890年起师从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旋为上海《时务报
》主笔。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同年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先后
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3年归国，出任共和党党魁，不久又组织进步党，并任北洋政府
司法总长。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
一生著述宏富，涵盖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新闻、语言、宗教等领域。其著作编为《饮冰
室合集》。
他是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传播者，是民智的启蒙者。在清末民初这个动荡不安、急剧变革的时代
，能将舆论、政治、学问三者集于一身并能登峰造极者，唯梁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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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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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军事家李鸿章（上）
第五章　军事家李鸿章（下）
第六章　洋务运动时期的李鸿章
第七章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李鸿章
第八章　外交家李鸿章（上）
第九章　外交家李鸿章（下）
第十章　赋闲时期的李鸿章
第十一章　李鸿章的末路
第十二章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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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

精彩短评

1、“赋闲时期的李鸿章”中的勘查黄河汇报实在有些枯燥多余，其它部分很好看，梁启超对李鸿章
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看完以后更喜欢梁启超了，实在不明白为什么梁启超要一直追随康有为，就算
反对共和，就算支持君主立宪，也没必要跟在康有为那个榆木脑袋后面啊，看文章是开明之人，难道
也卡在了“尊师”的怪圈里？
2、梁启超先生的原著篇幅较短，难称之为“书”，前半部分白话翻译的太“白”了，无半分行文之
美。
阅读之前本以为梁会对李大力批评，没想到评论非常中肯，而且梁的见识如此超前，不仅时人不及，
今日亦有不及之人也。
3、中国近代史中，有两个人我认为最具有传奇色彩的两个人物。一是末代后代傅仪，二是晚清权臣
李鸿章。
4、挺客观的吧。人吧，要是很有能耐，乱世也不影响成名。但救世之臣毕竟不是那么容易当的，有
的衰落也不是想救世就能救的。时势啊时势，时势使然，真是不能像教科书那样把什么丧权辱国的罪
名和人名挂钩。
5、就书的内容本身来说还算不错。但个人以为，传记应该是如实客观的描写人的一生，不该出现太
多自己的认为感想。所以书名取《梁启超评李鸿章》应该更确切一些。
6、不喜欢别人的翻译 所以特意找了文言版的 客观的评价记述了他忠心耿耿的一生 哪怕没有尽善尽美 
但也是尽心尽力 
7、文言文读不下去，只读了翻译部分。貌似很客观，但有些地方我在读的时候还是会替李鸿章辩护
8、仔细的读了梁启超先生的这本书。虽然和李鸿章是政治上的宿敌，但梁先生抛却了政治立场的对
立，转而从治国，外交，军事，为人等方面来谈李鸿章的才识见解和治国策略，尽显梁先生的专业素
养和为人正直。李鸿章的可悲之处是穷尽一生却不懂政治的真正内涵，也无法用近代西方的政治外交
之术来解决国内的根本冲突。不懂国民的真正需求，以忠孝两全的儒学姿态誓死捍卫的是大清国的颜
面。李鸿章的过人之处虽然已经超越同一时代的所有为官者，也是19世纪中国第一流的政客和外交家
，但因为中国无法和世界同步发展而在国际舞台上也始终无法和高瞻远瞩而又有决断果敢的俾斯麦相
论。李鸿章的才能终究还是毁于自闭的环境和自大的政府以及他自身的为官理念中。乱世出英雄或许
才是对他最好的写照。
9、梁启超对李鸿章的评价总结一下就是:他有一点好，中国式智慧他比谁都强，但是跑到国际上就too
simple。德国的俾斯麦水平比他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所以就不能谈笑风生，说明他还需要学习，提
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但即使是这样不学无术的人，在当时的中国已经是伟人了，我感到十分捉急。
10、想了解李鸿章，必读之书。
11、作为一本传记，感觉此书的感情色彩略浓，可能是政见对立以及时局的缘故吧。
12、梁启超对李中堂的评价还算中肯吧。不过，他自己啥也没干成，哪里来的勇气对做了事业的人指
指点点。书读多了，喜欢瞎操心！
13、梁任公的文字太有气势。
14、前半部分是译文，后半部分是原文。译文很精彩，但原文更显澎湃。太多的人习惯随意去评价一
个人的功过是非，然而并不知自己的立场与方式是否恰当适合。读梁启超先生的文章学到，原来评价
一个人是可以这样的。
15、“天下唯庸人无咎无誉”
16、谈近代史，李鸿章是终究避不开的人物。评价较中肯。
17、梁启超写传，不同于普通的传记，敛古博今，综合评述。虽为政敌，但还是很客观。非常值得一
读。
18、了解了曾国藩，怎能不了解李鸿章，梁启超在当时1901年的时代背景写的传记在现在看来评价中
肯，特别是对李鸿章人物的性格品格，以及他的在中日外交，甲午战争前后的“咎十二”分析在理，
值得一读。
19、时势造英雄，英雄未能造时势
20、字里行间都是真知灼见，越看越喜欢梁大才子，兼具客观冷静独立意识，对李中堂的惺惺相惜也
是令人动容，虽然立场不同，但爱国救国的目标一致，想必也是借李鸿章传记一文来唤醒民众，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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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

上写李鸿章但实际上是为中国做传。李鸿章纵有万般不是，却不会有人做得比他更好，那些骂他的人
也远远比不上他。
21、曾合肥，李合肥，段合肥
22、前面是翻译，后面是梁启超传。分析了李鸿章的优点与缺点，史实不太多，多是评价。不过里面
一些观点不错，比如，做大事者毁誉参半，天降大任于斯人。
23、梁启超版《李鸿章传》，文章尽管加入了梁本人的主观情绪，但对于大历史观的判断仍是非常细
致入微的。
24、没创意的书，没有自己解读的
25、2.5★
26、这本书，我先看了卓如写的原文，不得不佩服他的文学素养，但是读雾满拦江的译文就有点不对
味了，也不能全怪他。毕竟白话文就是写不出那种感觉。
27、李是时势造的英雄，非造时势的英雄
28、生不逢时,无法“造时势”,但足以成为被时势所塑造的英雄。如果拿上下班“打卡”来比喻的话,
就是：李鸿章绝对不会迟到,但绝对会准时下班,交给他什么他就尽力做到最好,不会主动要求分外的事
、或者去加班。但这样,已经在那时的中国算大英雄了！
29、概括李鸿章的一生，章节组织有条理，分析思路清晰，对于李鸿章乱世重臣，评价中肯而深沉，
值得中国人反思。
30、看《走向共和》期间，读完此书，算是对李鸿章此人有了个模糊的认识，摘录记录梁启超的评价
在此：李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史上一人物，无
可疑也。然则李鸿章果何等之人物乎？吾欲以两言论断之曰：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所短也；不
避劳苦，不畏谤言，是其所长也。日本报评论：中日之役，是彼一生命运之转潮也。使彼而卒于中日
战事以前，则彼为十九世纪之一伟人，作世界史者必大书特书而无容疑也。
31、难在了解之同情！任公本作通俗明理，抛下对立、先抑后扬地指出了合肥种种缺陷，却又无法突
破的悲哀。此外，本书还有新史学上的意义：1，史论结合、完美无瑕。2，外交史制霸，非蒋廷黻开
创。3，世界史视觉，注重比较史学（篇末李鸿章与同期西方大家对比，一直印象深刻）。初中在客
村新华书店第一次看到本书，百花版，很是喜欢，却也没买下，今日方毕。一些意外：李鸿章晚年治
理黄河，任公亦曾探测过黄河。梁很不欣赏张之洞。
32、中国近代最有争议的人物。个人一直认为近代对他的评价略有不公。
33、买的时候没在意，买回来看到前面的译文简直什么鬼⋯不过后来读得急，军事部分就直接读译文
了⋯明白清楚，还要谢谢译写者。确实像前面所说，个人色彩有点重，不过确实值得一读。
34、还是要看屁股的，总体不错
35、畅快淋漓的文言文传记，尽显梁自身的观念
36、佩服梁启超之才华，之学识，之社会洞察。时民族危亡，李鸿章只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钟”之
国人代表，而“念中国之前途，不禁毛发栗起，而未知其所终极也”。（文言文真的好适合朗读，读
出声来觉得特激昂）
37、（17.04.03--04.07）首先说作者，能写敢说，文笔犀利，独具风格，确不愧国学大师！再说李鸿章
，一生意气风发，纵横捭阖，毁誉参半，确如作者所说为时势造就的英雄，而非造就时势的英雄！最
后一定得说说译者，文学功底深，史学知识丰富，译写尊重原著而不生硬！
38、幸运之人，可敬之人，可惜之人。
39、后面的原版读起来更有味道
40、现在流传的两本李鸿章传，另外一本一位外国人写的还没看过，这本梁启超为李鸿章做的传给我
的感觉就是两个字：客观。记录了李鸿章从少年写到老年的经历，并没有把中日战争的失败原因全部
归结到他的身上，这一点我认为是必要的，两国之间的战争，并不是一个人能够左右的了得，只能说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李如果知道死后有梁为他做了这个传记，应该会很欣慰吧。
41、对于李鸿章有太多的话想说，反而不知从何说起。只能用他自己的三首诗概括。早期：丈夫只手
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八千里外觅封侯。中期：受尽天下百般气，养就胸中一
段春。晚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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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
42、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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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

43、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之军功和洋务，梁启超之文笔和洞见，这本传记，登峰造极
44、天下惟庸人无咎无誉，开篇第一句，印象很深刻。梁启超先生的作品，读起来感觉是比较客观的
。详细的记录了李鸿章的各种事件经历及决策时刻。
45、梁启超全书对于李鸿章的评价总结：不学无术，不敢破格，这是他的短处；不避劳苦，不畏谤言
，这是他的长处。李鸿章对于中国主要业绩在于缝缝补补，而相对于俾斯麦从军事，内政，外交上可
谓完败。总之，李鸿章仅仅是当时中国的佼佼者，但是在国际局势上，李却没有丰功伟绩。
46、读史使人明智
47、由同时代的梁启超为李鸿章写的传记，更加真实而客观~在叙述李鸿章的生平时，加入了作者对
他的看法，不因世人贬低而贬低，文笔精炼，像作者自傲的，如果李鸿章能看到此书，应该会为有一
个人如此了解他而感到欣慰的~
48、白话文部分读来索然无味，还是梁启超写的文字有感染力
49、不知道还要等多少年。

Page 7



《李鸿章传》

精彩书评

1、唔，读完了。感觉很过瘾，本来以为这本书只是译本，之后才发现原来后边还有原文，真是很体
贴。文言文在大多数普通读者包括我在内还是看着有些难以阅读。李鸿章的一生这的可谓是经历了整
个清政府的衰亡，从太平天国到八国联军。这个时代在中国所发生的所有大事，李鸿章都参与其中而
且发挥着不小的作用。看完后我感觉李鸿章真的是一个经典中国英雄在面对前所未有的外来思想事物
冲击下所具有代表的人物。如果把他放在几十，几百年前，他很有可能成为一代名相，明臣因为他所
做所表现出来了的一切都是过去中国知识分子所能够表现出来的。经过几千年儒学忠君思想的宣传，
李鸿章这样的中国式经典名臣已经迈步不出像曹操、霍光、王莽那样的魄力步。是他所学的儒家思想
将他带上人生之巅峰，也是他所学的儒家思想将他只能困在那个高处不胜寒之处，进退不得。可悲可
叹，可怜可悯，他只是生在了错误的时代，或者说是他具有顽固的思想，僵硬的以为中国变法洋务只
要其表，而不知什么事情如果不能够由内而外，不就是现在所说的豆腐渣工程吗？梁启超作为同一时
代的人，写这本评论李鸿章的书绝对是公允的，他要比我们这些百年后的人看的更清晰更透彻，不过
就是多了点感情色彩罢了。看着书的背面，想不到一百年前的大人物，一百年前左右中国的世间到现
在基本上很难敲出回响了，真是是非成败转头空，尽入后人笑语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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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传》

章节试读

1、《李鸿章传》的笔记-第211页

        嗟乎，应龙入井，蝼蚁困人，老骥在枥，驽骀目笑，天下气短之事，孰有过此者耶！当此之际，
虽有苏张之辩，无所用其谋，虽有贲育之力，无所用其勇，舍卑词乞怜外，更有何术？
【译文p84】

2、《李鸿章传》的笔记-第200页

        当中日战事之际，李鸿章以一身为万矢之的，几于身无完肤，人皆欲杀。平心论之，李鸿章诚有
不能辞其咎者，其始误劝朝鲜与外国立约昧于公法咎一；既许立约，默认其自主，而复以兵干涉其内
乱，授人口实，咎二；日本既调兵势固有进无退，而不察先机，辄欲倚赖他国调停，致误时日，咎三
；聂士成请乘日军未集之时，以兵直捣韩城以制敌而不能用，咎四；高丽事未起之前，丁汝昌请以北
洋海军先鏖敌舰，而不能用，遂令反客为主，敌坐大而我愈危，综其原因，皆由不欲衅自我开，以为
外交之道应尔，而不知当甲午五六月间，中日早成敌国，而非友邦矣，误以交邻之道施诸兵机，咎五
；鸿章将自解曰：量我兵力不足以敌日本，故惮于发难也。虽然，身任北洋整军经武二十年，何以不
能一战？咎六；彼又将自解曰：政府掣肘，经费不足也。虽然，此不过不能扩充已耳，何以其所现有
者，如叶志超、卫汝贵诸军，素以久练著名，亦脆弱乃尔，且克减口粮盗掠民妇之事，时有所闻，乃
并纪律而无之也，咎七；枪或苦窳，弹或赝物，弹不对枪，药不随械，谓从前管军械局之人皆廉明，
谁能信之，咎八；平壤之役，军无统帅，此兵家所忌，李乃蹈之，咎九；始终坐待敌攻，致于人而不
能致人，畏敌如虎，咎十；海军不知用快船快炮，咎十一；旅顺天险，西人谓以数百兵守之，粮食苟
足，三年不能破，乃委之于所亲昵阘冗恇怯之人，闻风先遁，咎十二。此皆可以为李鸿章罪者。若夫
甲午九十月以后，则群盲狂吠，筑室道谋，号令不出自一人，则责备自不得归于一点。若尽以为李鸿
章咎，李固不任受也。
【译文p71】

3、《李鸿章传》的笔记-第196页

        致远失群后，船身叠受重伤，势将及溺，其管带邓世昌，开足汽机，向日舰飞驰欲撞与同沉，未
至而已覆溺，舟中二百五十人，同时殉难。盖中日全役，死事者以邓君为最烈云。其同时被圈出之经
远，船群甫离，火势陡发，管带林永升，发炮以攻敌，激水以救火，依然井井有条。遇见一日舰，似
已受伤，即鼓轮追之，乃被放水雷相拒，闪避不及，遽被轰裂，死难者亦二百七十人。呜呼惨矣。至
管带济远之方伯谦，即七月间护送高升至牙山，途遇日舰逃回旅顺者也。是日两阵甫交，方伯谦先挂
本船已受重伤之旗，以告主将，旋因图遁之故，亦被日船划出圈外。致、经两船，与日苦战，方伯谦
置而不顾，如丧家狗，遂误至水浅处，时扬威铁甲先已搁浅，不能转动，济远撞之，裂一大穴，遂以
沉没。扬威遭此横逆，死者百五十余人。方伯谦惊骇欲绝，飞遁入旅顺口。越日，李鸿章电令缚伯谦
军前正法云。同时效方伯谦者，有广甲一舰，逃出阵外，未知其受伤与否，然以只防后追，不顾前路
，遂误撞于岛石，为日军发水雷轰碎之。阵中自经远、致远、扬威、超勇沉，济远、广甲逃，与日舰
支持者仅七艘耳。是役也，日舰虽或受重伤或遭小损，然未丧一艘，而华军之所丧盖五船矣。
【译文p68】

4、《李鸿章传》的笔记-第197页

        方五六月间，日本兵船麇集朝鲜，殆如梭织。而各华舰避匿于威海卫，逍遥河上。迨京外交章参
劾，始佯遣偏师，开出口外，或三十里而止，或五十里而止，大抵启碇出口，约历五六点钟，便遽回
轮，即飞电北洋大臣，称某船巡逻至某处，并无倭兵踪迹云云。种种情形，可笑可叹。
【译文p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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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鸿章传》的笔记-第177页

        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役健儿千数百 突围决战 几歼敌
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
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
⋯⋯
使以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域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
⋯⋯
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复谁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之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
，岂有所私。
【译文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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