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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

内容概要

本书记录了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因甲午战败，清政府派遣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
在马关议和时的五次往复辩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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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

章节摘录

第一次问答节略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午后二点半钟，带同参议李经方及参赞官三人乘轮登岸赴
会议公所，与伊藤、陆奥及书记官六人坐定寒暄毕。 伊云：中堂此来一路顺风否？李云：一路风顺，
惟在成山停泊一日。承两位在岸上预备公馆，谢谢。伊云：此间地僻，并无与头等钦差相宜之馆舍，
甚为抱歉！李云：岂敢！伊云：本日应办第一要事，系互换全权文凭。当由参议恭奉敕书呈中堂面递
伊藤，伊藤亦以日皇敕书本交中堂。伊令书记官阅诵英文与前电之底稿相较，陆奥令书记官将敕书与
前电华文之底稿相较，中堂令东文翻译与罗道比较日皇敕书并所附翻译英文底稿毕。陆云：日皇敕书
是否妥协？李云：甚妥。我国敕书是否妥协？伊云：此次敕书甚妥。中堂复令罗道宣诵拟请停战英文
“节略”；诵毕，将“节略”面交伊藤。伊略思片刻，答以此事明日作复。旋问：两国敕书应否彼此
存留？李云：可以照办。伊云：顷阅敕书甚属妥善，惜无御笔签名耳！李云：此系各国俗尚不同；盖
用御宝，即与御笔签名无异。伊云：此次姑不深求；惟贵国大皇帝既与外国国主通好，何不悉照各国
通例办理？李云：我国向来无此办法；且臣下未便相强。伊云：贵国未派中堂之先，固愿修好；然前
派张、邵大人来此，似未诚心修好。中堂位尊责重，此次奉派为头等全权大臣，实出至诚；但望贵国
既和之后，所有此事前后实在情节必须明白。李云：我国若非诚心修好，必不派我；我无诚心讲和，
亦不来此。伊云：中堂奉派之事；责成甚大；两国停争，重修睦谊，所系匪轻。中堂阅历已久、更事
甚多，所议之事甚望有成。将来彼此订立永好和约，必能有裨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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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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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

精彩短评

1、从外交的角度讲，李鸿章的表现应该说中规中矩，既不像历史课本里那样不堪，也不能说表现如
何出色。现实主义是观察这段历史最直接的视角，实力从一开始就是此次谈判的决定因素。
2、还没读 不过是本好书 有时间慢慢看
3、相当给力的一本书
4、#1895.4.17-2015.4.17 中日马关条约签订120周年#  看过这种史料，就不会苛责李中堂了⋯⋯大家都在
说＂弱国无外交＂，此话不假。李鸿章早就预料到他不过是苦苦哀求的背锅大将，会被骂得狗血喷头
，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身不由己啊。
5、居安思危，这是历史现场的真实记录，需要每一个人细细品味。
6、弱国无外交。在甲午战败的背景下，李鸿章纵使能耐再大，也无法抵挡伊藤博文的咄咄逼人。书
中所述对话完全不像是在谈判，而是在求饶，求日本能少要点地少要点钱，给天朝上国及中堂本人留
点脸面。
7、回想起一百多年前，年迈的李鸿章忍辱负重，签下马关合约的时候，怎不令人感慨唏嘘。
8、书的质量很好。定价有点贵。
9、谁是下一个李中堂呢？
10、在被鬼子打败之后，中国人居然还是一门心思想着“联日抗欧”！第四次问答中，李鸿章辩解说
之前让与俄国的地盘人烟稀少，荒寒实甚，而台湾人烟稠密，不可割让；但伊藤博文的反驳太有力了
——“尺土皆王家之地，无分荒凉与繁盛”。
11、战争决定了谈判的结果，谈判中也可以看出战争的结果，相差的岂是海军？
12、近世言李鸿章，比较中肯的是说他是“晚清失败外交的代表”，而不是象前那样只讲他卖国误国
，“李二先生是汉奸”。据说有去过春帆楼的，看到李的座位，都要比伊藤的矮一截，真希望这样的
耻辱，再也不要在这世界上发生了！
13、自己还是很喜欢李的，不管怎样，还是看书寻找快乐。
14、这其实不好算作一本书.
15、读来让人非常郁闷的一本书，战败求和，条件都是对方开好的，能做的只是讨价还价，割地少一
点，驻军少一点，驻军费自理，赔款打个折，款项能否少计利息，甚至只是在条款上语气和缓一点。
为了能减少点滴的损耗，李鸿章几乎都是在乞求了。作为朝廷老臣，做到这份上，已无法再予以苛责
。还是再重复一下序言中的那段话吧。伊李的马关和谈是19世纪以来最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一幕。无
论是伊藤博文的咄咄逼人，还是李鸿章的努力周旋，都会使我们产生出一种想要更积极地参与历史的
情怀和驱动力。读了这个东西，你才会有一种爱国的真实愿望。只有了解历史，爱国主义才是有根的
。也就是说，爱国首先不是一种观念，而是对历史的经验及其体认。
16、1895年初，朝廷调集湘军，和淮军一起，6万多人攻打营口附近的田庄台，希望藉此一胜，以利谈
判。10:1的兵力，洋枪洋炮，比日军的装备好，打了6次，就是打不下来。这样的背景（海战就不说了
），李鸿章就是一个赤身裸体的赌徒，哪里有谈判的筹码？那一枪打得及时，增添了一点谈判的本钱
。一战和二战，中国的最高当局头脑清醒，站队正确，才有了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错一步，结果都
不堪设想。自己不要强，谁去谈也不会有好结果。据记载，当时朝廷想过拒和、迁都、抗战。为此事
咨询过赫德。赫德说：“如此一来，有可能中原易主”。于是清廷作罢。异族统治，想抗战都不能。
没有辛亥，哪里会有抗战？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就了不起。研究近现代史的人太多了，大多拿近
现代史当饭碗。可叹。如果能有更多的中国人自爱、自强，中国会有光明的前途。当然，不会一个夜
晚就实现。
17、想起高中历史老师讲这段时说的话，弱国无外交
18、真的是太为难李鸿章了，和买菜差不多了，都被迫说到反正台湾已经是你的了，何必这么着急？
19、时势所造之英雄
20、勿忘国雠！另外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有段在马关，李说十年前尚欲与我结盟，现在为何苦苦
相逼？伊答那时彼国强于我国，如今我国是战胜国（大意）。那时这话对我的触动很大，但是这话该
谈话记录里没有。这部电视剧真的很不错，可惜被扯到意识形态上去了。
21、城下之盟：毫无讨价还价之资本
22、这世上，写败局的书太少，失败者的自述则更少。所以写失败的书是真金子。年轻大了，经历多

Page 6



《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

了，才知道失败是成功之母，所以，写失败的书比写成功更难！看张正隆写四野横扫千军席卷中国，
可以唱着雄壮的进行曲写。失败则完全不同，收拾残局是如何屈尊承辱，细心奉献，以期化惨败为大
败，大败为中败，丧钱不丧权，辱身不辱国。李合肥是何等人？也要一点一滴一字一句一分一秒地力
争国家利益。一本薄薄的伊李问答小册子，耐人细品。纯是心灵挤压出来缕缕鲜血。
23、　　这是国与国之间的谈判么？
　　
　　这是大臣与大臣之间的谈判么？
　　
　　--------------------------------
　　
　　小伊：几日不见，来聊聊嘛。
　　
　　小李：好好好⋯⋯
　　
　　（老母安好？现住哪儿？云云⋯⋯）
　　
　　小伊（掏刀子）：小弟最近血拼了一阵（真的是血拼，别问跟谁），手头紧，兄弟支援点吧，一
万？（二万万两）
　　
　　小李：抢劫啊？！
　　
　　小伊：对头。钱，给不给？
　　
　　小李：钱真木有，上个月刚被小英小法劫过⋯⋯
　　
　　小伊：哥知道你家大业大，这点小意思伤不了血。（中国财源广大，未必如此减色）
　　
　　小李：钱真木有，引小弟最近“被”血拼一把⋯⋯
　　
　　小伊：木有？那再血拼一把可就不止花你一百万咯。
　　
　　小李：那⋯⋯先欠着？立下欠条，二十天（二十年）后再筹好款孝敬？加利息也行啊。（如出息
五厘，可允不还本否？）
　　
　　小伊：CAO，这不成了我借你钱吗？哥木有那个钱。（是犹向日本借款；日本无此巨款）
　　
　　小李：那⋯⋯再少点吧？（总请再减！）
　　
　　小伊：没得少。（无可再减。）
　　
　　小李：那真木有⋯⋯还是欠条+利息吧。
　　
　　小伊（搜小李身）：哼，这银行卡里总有钱吧，有多少？报密码来。
　　
　　小李：这个⋯⋯真不记得，密码都是打小抄，让老婆管的，每次得老婆陪着才能取到钱。（此事
重大，必须妥酌；今日所言各节，皆       有训条，我不能专主。）
　　
　　小伊：电话让你老婆报密码来。（接到回旨，即可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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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

　　小李：老婆这时肯定不在家，小弟回去等老婆回来后再报密码给大哥？
　　
　　小伊：费时，不干。（过久，急不能待）
　　
　　小李：急啥呢，小弟敢忽悠您么？（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
　　
　　小伊：现金没揣兜里心理不踏实。（尚未下咽，饥甚。）
　　
　　（无奈，电话找邻居叫老婆）
　　
　　小李：老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留点钱给小弟吧，否则不敢回家。卡里的也真不能给啊。（赔
款还须请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      ！）
　　
　　小伊：不能少就是不能少。（如能少让，不必再提，业已让矣！）
　　
　　（少五千？不行？那两千？再不行？一千？）
　　
　　小伊：那老子直接提刀到你老婆面前要钱要密码。（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
　　
　　小李：都是哥们，何苦呢？（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
　　
　　小伊：给了钱才是哥们。（赔款、让地，犹债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
　　
　　小李：那我再跟老婆商量商量⋯⋯
　　
　　小伊：顺便叫你老婆把她首饰都送来。
　　
　　小李：擦，我自己被劫就认了，我老婆还没被你劫呢（现在日军并未至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处
，何以所拟停战条款内竟欲占据？）
　　
　　小伊：咋样，要不哥拖着你去见你老婆？
　　
　　小李：大哥留点情面啊，这样小弟回去会被老婆骂死的。（如此凶狠条款，签押又必受骂；奈何
？）
　　
　　小伊：你老婆站着说话不腰疼，叫她自己来被抢劫看看。
　　
　　小李：⋯⋯⋯⋯⋯⋯⋯⋯⋯⋯⋯⋯⋯⋯
24、对话精彩，悲愤之情油然而生。实力决定一切。
25、锥心泣血。李鸿章卖国论可以休矣。
26、不错，但是书中没有交代文本的真实性，给人以很大疑问。
27、对马关条约研究十分有用的一本书！
28、哪有人能力挽狂澜，哪有那许多底气说打就打
29、挺详实的记录，可是给我的书皮都折了
30、政治体制不行，花多少钱也建不成强大的海军，弱国无外交，全靠李二爷流血支撑。这是李二爷
的悲剧，更是国人的悲剧。
31、毋忘历史，这句话对中国尤其有价值。捏造，伪造，篡改历史，竟成了文化的一部分
32、这种东西不能给FQ们看见⋯⋯
33、弱国真真无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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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属于史料性质 详细的记述了马关议和的历史过程
35、当事者言，弥足珍贵。
36、最近一直在看关于近代史的书，所以就买了这本书，书还没有看，不过书中内容大概清楚，书的
质量也不错，就是书有点脏了，望加强库房管理
37、一贵国未派中堂之先，固愿修好；然前派张、邵大人来此，似未诚心修好|榎本现任农商部，大鸟
现为枢密院顾问官|二停战以大沽、天津、山海关为质|停战之款万难应允，姑且搁起；即请会议和款|
三台湾生番杀害日商与我无涉|四只赔款、让地与占守地方三节|尺土皆王家之地，无分荒凉与繁盛|二
万万为数甚巨，必请再减；营口，还请退出；台湾，不必提及|五
38、很少读到这么心痛的历史书了。借用史航的话：“李中堂，一字一句万种徒劳。” 说到李鸿章，
我更喜欢用这八个字：尽力而为，有所作为。
39、读这段历史，总是让人承重的。割膏腴之地，赔巨额之款，中疲而东振，可悲可叹！
40、　　    《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不著撰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
　　�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派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
文在马关议和，本书即是当年议和时双方问答之节略。从行文上看，著述者似为当时中方随行人员。
今版编者又在书页边款中附以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之《议款篇》，俾资参证。
　　�
　　    本书所录伊李问答前后凡五次。第一次时间为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1895年3月20日）下
午14：:30，主要事项是双方互换全权文凭，李鸿章书面提出停战要求。其余内容则多与战事无关，如
双方各叙年齿以及国内为政不易之状况等。伊藤指出中国改革无成，宜用新人勇担重任，李鸿章则无
奈表示处处掣肘。又提到双方内部官员任职调动情况，伊藤特别问到袁世凯。次日下午再行会谈，日
方提出中国军队须让出大沽、天津、山海关各处险要并由日本军队进驻方可停战，李鸿章表示断然不
能应允，于是停战问题暂且搁置，转而先议和款。三日后又行会谈，开始转议和约。是日散后，李鸿
章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不得不稍作让步，同意除台湾、澎湖等地外，其余各处当即停战。然和
约中有关割地、赔款之条件仍极为苛刻。
　　�
　　    三月十六日（4月10日）下午四点，李鸿章创复再议，伊藤以和约文本谓“但有‘允’、‘不允
’两句话而已”。李鸿章力争赔款、割地稍减，卒不得成。五日后第五次会谈，对条约细则表述以及
换约日期作了争辩，而日方对割让辽东、台湾，赔款两亿两白银仍旧分毫不让。三月二十三日（4月17
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春帆楼签订。后有三国干涉还辽事，又去赎辽费白银三千万两。
　　�
　　    纵观伊李问答之全程，于紧害处日方始终咄咄逼人、毫不相让，李鸿章虽深明时局、努力周旋
，最终也未能挽回颓局之分毫，其一事无成、丧权辱国的结果实早已注定于战场。甲午之败、马关之
耻愈加促进了中国国内士大夫阶层的醒悟和革命势力的兴起，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终将到来。而日本
军国主义势力自此之后更为猖獗，最终丧心病狂地走上了妄图征服东亚乃至全世界的不归路。《马关
条约》签订之后五十年，抗日战争终获胜利，台湾光复，一雪前耻。不过近年有关台湾附属岛屿钓鱼
岛的归属却争议不断，成为现代中日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
　　�
　　    （蔡舰 2011年3月31日）
41、历史往往残酷到不忍目睹，中堂大人的气节固然可敬，但我天朝实在是太弱了！
42、伊藤博文有恃无恐。中堂尝有一筹码乎?中堂欲于言语之斡旋而少赔，伊分厘不让，此何言议和
哉?其时倭人并未有万全之兵与中国一战，然清廷不知倭人之虚实，且战败于前，亦不敢冒险死战。倭
人揣其势弱，趁火打劫，为利谋，亦必然矣。观倭人所立条款诸项日期之切，又须臾不让，可知其乃
欲借此机速得利也。
43、中国耻辱的高峰，好好看看
44、研究近代中国的一手资料
45、锥心刺骨 
46、世人都骂李鸿章，可看了这个问答，就知道李鸿章在虎口里抢回了多少粮食。国家没地位，谈判
者没有尊严，说是谈判，不如说是哀求。有意思的是当时的舆论，貌似并不像后来所说的，对李大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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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讦，其实大伙心里都明白始作俑者是谁。
47、伤心之地，弱国被欺！国尤如此，人何以堪！
48、伊藤进逼甚紧近乎无理取闹，无法想象这样的外交团队会在十年后的那场谈判中表现得那般软弱
。ps：吹嘘我大弗兰人与普鲁士人相似的论调至少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谈判中伊藤对李鸿章提及，
并深表赞同。
49、对那段戊戌前后的历史有一个更为详实的了解。
50、读史书是间接地去了解历史，只有真正品读此类史料才能直接感受的那段历史的沧桑和少荃公的
无力回天。当下正是中日之争再起之时，倘若决策者读过本书这段史料，恐怕也不会好意思再提跟日
本谈判解决的问题了。
51、李氏曾被恭维为东方俾斯麦，甲午后几成笑谈。其实李氏连梅特涅也做不好，又何谈俾斯麦呢
52、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那段屈辱的历史
53、弱國無外交，伊藤如此張狂，合肥實屬不易。
54、历史自会有公论。
55、以前只是看到学者引用马关议和中伊里问答的一两句经典对话，这本书可以看到完整的谈判记录
，让人置身其中，体验到日本人的蛮横可恶和李鸿章的高超谈判技巧和尽量减轻国家损失的苦心！！
如果编者再提供一点当时朝廷、李鸿章和其他大臣为派谁去谈判而争辩的背景材料对有些读者就更有
用了，特别是告诉读者谈判期间日本人已经破译了李鸿章与总理衙门电报、知道了清朝的谈判底线，
那就更好了。问... 阅读更多
56、感慨颇多，只觉得年少时书读的太少，见识太乏，又少年狂妄自以为是。国家之间，个人之间行
为无不是依当时利益情势而定，岂能一言以蔽之。
57、VeryGood!!........................................................
58、日人欺我太过，读之愤然。
59、像看戏剧。伊藤咄咄逼人，李中堂且战且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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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这是国与国之间的谈判么？这是大臣与大臣之间的谈判么？--------------------------------小伊：几
日不见，来聊聊嘛。小李：好好好⋯⋯（老母安好？现住哪儿？云云⋯⋯）小伊（掏刀子）：小弟最
近血拼了一阵（真的是血拼，别问跟谁），手头紧，兄弟支援点吧，一万？（二万万两）小李：抢劫
啊？！小伊：对头。钱，给不给？小李：钱真木有，上个月刚被小英小法劫过⋯⋯小伊：哥知道你家
大业大，这点小意思伤不了血。（中国财源广大，未必如此减色）小李：钱真木有，引小弟最近“被
”血拼一把⋯⋯小伊：木有？那再血拼一把可就不止花你一百万咯。小李：那⋯⋯先欠着？立下欠条
，二十天（二十年）后再筹好款孝敬？加利息也行啊。（如出息五厘，可允不还本否？）小伊：CAO
，这不成了我借你钱吗？哥木有那个钱。（是犹向日本借款；日本无此巨款）小李：那⋯⋯再少点吧
？（总请再减！）小伊：没得少。（无可再减。）小李：那真木有⋯⋯还是欠条+利息吧。小伊（搜
小李身）：哼，这银行卡里总有钱吧，有多少？报密码来。小李：这个⋯⋯真不记得，密码都是打小
抄，让老婆管的，每次得老婆陪着才能取到钱。（此事重大，必须妥酌；今日所言各节，皆       有训
条，我不能专主。）小伊：电话让你老婆报密码来。（接到回旨，即可决断。）小李：老婆这时肯定
不在家，小弟回去等老婆回来后再报密码给大哥？小伊：费时，不干。（过久，急不能待）小李：急
啥呢，小弟敢忽悠您么？（贵国何必急急，台湾已是口中之物！）小伊：现金没揣兜里心理不踏实。
（尚未下咽，饥甚。）（无奈，电话找邻居叫老婆）小李：老婆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留点钱给小弟
吧，否则不敢回家。卡里的也真不能给啊。（赔款还须请再减五千万，台湾不能相让      ！）小伊：不
能少就是不能少。（如能少让，不必再提，业已让矣！）（少五千？不行？那两千？再不行？一千？
）小伊：那老子直接提刀到你老婆面前要钱要密码。（如此，当即遣兵至台湾！）小李：都是哥们，
何苦呢？（我两国比邻，不必如此决裂！总须和好！）小伊：给了钱才是哥们。（赔款、让地，犹债
也；债还清，两国自然和好。）小李：那我再跟老婆商量商量⋯⋯小伊：顺便叫你老婆把她首饰都送
来。小李：擦，我自己被劫就认了，我老婆还没被你劫呢（现在日军并未至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处
，何以所拟停战条款内竟欲占据？）小伊：咋样，要不哥拖着你去见你老婆？小李：大哥留点情面啊
，这样小弟回去会被老婆骂死的。（如此凶狠条款，签押又必受骂；奈何？）小伊：你老婆站着说话
不腰疼，叫她自己来被抢劫看看。小李：⋯⋯⋯⋯⋯⋯⋯⋯⋯⋯⋯⋯⋯⋯
2、《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不著撰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10月出版。清光绪二十一年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清政府派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在马关议和，本书即
是当年议和时双方问答之节略。从行文上看，著述者似为当时中方随行人员。今版编者又在书页边款
中附以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之《议款篇》，俾资参证。本书所录伊李问答前后凡五次。第一次时
间为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二十四日（1895年3月20日）下午14：:30，主要事项是双方互换全权文凭，李鸿
章书面提出停战要求。其余内容则多与战事无关，如双方各叙年齿以及国内为政不易之状况等。伊藤
指出中国改革无成，宜用新人勇担重任，李鸿章则无奈表示处处掣肘。又提到双方内部官员任职调动
情况，伊藤特别问到袁世凯。次日下午再行会谈，日方提出中国军队须让出大沽、天津、山海关各处
险要并由日本军队进驻方可停战，李鸿章表示断然不能应允，于是停战问题暂且搁置，转而先议和款
。三日后又行会谈，开始转议和约。是日散后，李鸿章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不得不稍作让步，
同意除台湾、澎湖等地外，其余各处当即停战。然和约中有关割地、赔款之条件仍极为苛刻。三月十
六日（4月10日）下午四点，李鸿章创复再议，伊藤以和约文本谓“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
”。李鸿章力争赔款、割地稍减，卒不得成。五日后第五次会谈，对条约细则表述以及换约日期作了
争辩，而日方对割让辽东、台湾，赔款两亿两白银仍旧分毫不让。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丧权辱
国的《马关条约》在春帆楼签订。后有三国干涉还辽事，又去赎辽费白银三千万两。纵观伊李问答之
全程，于紧害处日方始终咄咄逼人、毫不相让，李鸿章虽深明时局、努力周旋，最终也未能挽回颓局
之分毫，其一事无成、丧权辱国的结果实早已注定于战场。甲午之败、马关之耻愈加促进了中国国内
士大夫阶层的醒悟和革命势力的兴起，更深层次的社会变革终将到来。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自此之后
更为猖獗，最终丧心病狂地走上了妄图征服东亚乃至全世界的不归路。《马关条约》签订之后五十年
，抗日战争终获胜利，台湾光复，一雪前耻。不过近年有关台湾附属岛屿钓鱼岛的归属却争议不断，
成为现代中日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蔡舰 2011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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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马关议和中之伊李问答》的笔记-第145页

        　　        李云：如此凶狠条款，签押又必受骂；奈何？

　　伊云：任彼胡说。如此重任，彼亦担当不起，中国惟中堂一人能担此任！

　　李云：事后又将群起攻我。

　　伊云：说便宜话的人到处皆有，我之境地亦然。
       茶几的李鸿章，知其不可为而不得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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