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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官场艺术与人际权谋》

内容概要

鸦片战争后的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是中国社会风雨飘摇，内忧外患，动荡巨变时期。这样一段历史留
给人们更多的是积贫积弱、丧权辱国、不堪回首的回忆。而对那一时期政治人物所作所为也是怒其不
争、哀其不幸。历史毕竟是人们走过的不可更改的足迹，在痛定思痛，摆脱屈辱历史，走向现代化的
今天，人们以更冷静的眼光来反观那段历史与人物，试图给其公正、客观的评价，尤其是在中国近代
历史上叱咤风云达40余年的李鸿章，更是惹人注目。花生文库策划、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的翁飞《李鸿
章官场艺术与人际权谋》一书就客观地再现了李鸿章原貌。此书内容涵盖李鸿章的真实一生；布局上
着力凸显晚清官场层层关系网的特点；史料使用确凿详尽，纠讹揭密；文风上史闻结合，亦庄亦谐。
李鸿章一生真实写照。后人总在评说着历史人物的功过与是非。在大众心目中，李鸿章的名字是和中
国近代一段屈辱历史连在一起的。然而除却一些败笔，历史人物的生活亦有其丰富多彩的一面，本书
的内容对此深有体现。书中描述李鸿章生来仙鹤之象，少时才华展露，科举考中进士并点为翰林。后
回乡办团练，历经失败，军事上渐趋成熟。1859年成为湘军幕僚，1862年招兵选将，组建淮军，并遴
选幕僚，网罗人才，组建自己的班底，正式开始了其40年的政治生涯。从政期间，李鸿章进一步壮大
淮军并组建北洋水师，长期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职，参与、执行清政府的一些重大决策，代表
清政府多次对外交涉；围攻太平军，于苏州杀降。裁湘留淮，李鸿章曾成为剿捻主帅，击灭东、西捻
军；谋求中国富强始终是李鸿章不灭的梦想，他开办洋务，创办三大军工企业。后又办轮船招商局、
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工商企业，率先倡导在中国修建铁路。提出变局观和
人才观，强调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恪尽职守，不拘一格提拔、任用人才，委以重任，发挥所长。
并设翻译馆、学堂，支持创立格致书院，展现其雄心勃勃的梦想与气势。但梦想离现实总有很大的距
离，种种原因与弊端使李鸿章洋务富国强兵梦想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被击得粉碎。梦想破灭带来的是马
关耻辱。贫穷落后挨打使一些济时救世的爱国人士寻求改良之路，维新变法失败，李鸿章有意维护爱
国人士。八国联军进中国，被迫签定《辛丑条约》，李鸿章又一次背起卖国的骂名，并在屈辱和怒恨
中，以死而告终。正如书之序言所讲，李鸿章从政时间之长、涉及的领域之广、所做的事情之多，当
时的政治家无人能比。且又处于那样的时代，毁誉自然集于一身。
晚清官场层层关系网的大曝光。官场如同战场，其中的尔虞我诈、权谋诈术比战场有过之而无不及。
封建清王朝末年官场黑暗一片，腐朽溃烂，派系林立，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为立稳脚跟，一些利益
相投的官员因各种关系相互交织、相互照应，壮大力量，结成千丝万缕的关系网，共荣共损。李鸿章
能在晚清官场活跃40年之久，虽屡遭危机，几经沉浮，却始终位极人臣，权倾当时，除其自身有很高
的政治素质，惯用权变之术，阴柔刚猛，深谙为官之道外，与其背后的庞大关系网不无关系。此书布
局以记述李鸿章一生为核心，层层铺展开，不仅再现李鸿章原貌，而且也再现了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
的官场。李氏大宅门的众多宗法、姻亲关系是李鸿章在官场驰骋最稳定、最牢固的基础。初入仕途，
投门拜帖曾国藩这棵大树，再加上潘世恩、翁心存两位官宦名臣为科举正途之师，师门渊源使李鸿章
做人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为仕途畅通奠定了深厚的背景。与同门师兄沈葆桢、同年进士郭嵩焘等人
的相互帮衬、关照与提携则是仕途关系网的平面铺展。传统的同乡、乡土观念在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
也起很重要的作用，他积极联络皖籍京官，回乡办团练，后乘时趁势招兵选将，组建淮军。并不断网
罗骨干，加以举荐、提拔，使其各具要职。如树军统帅张树声，反对洋务的刘秉璋，末路英雄潘鼎新
，功业足与台湾共不朽的刘铭传，有勇有谋的周盛传等。这些人各具特色，各有所长，为李鸿章的左
膀右臂，形成势力庞大的淮系集团，成为李鸿章仕途愈挫愈进的强有力后盾。层层关系网之间又相互
交织，而其中每一个扭结都关系着整个网络的生存荣辱。因此关系网内部虽矛盾重重，但在涉及共同
利益时却能联手对外，以求共存共荣。正是这种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裙带关系，使整个晚清官场
愈加腐败。可以说，李鸿章的政治生涯是一段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最新资料，纠讹揭密。历史有时会被人们的猜测与好奇加上传闻蒙上层层雾纱，在传说、演义的同时
，同样由于好奇心，又试图拨开雾纱，窥见历史原貌，了解真相。书中运用一些未刊资料，提供前所
未闻的信息，并纠传闻附会、笔记掌故之讹，提供真实地历史事实。李鸿章和老师曾国藩间的微妙关
系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话题，做幕僚期间李鸿章为何突然离开祁门湘军大营，猜测种种，而真正的原
因竟是因原配夫人周氏病危，李鸿章为情而归。爱婿张佩纶受李鸿章关爱尤加、一意呵护，除因其才
华外，个中原因还可以从中法马江战败及甲午在李鸿章家中“干预公事”得到一些真相。一些史家将
李、翁两系描绘为势不两立的死对头，原因是李鸿章捉刀参劾翁同书，而事实是李、翁两系常有交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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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翁李交恶”公案纯属子虚乌有。考场舞弊历来就有，笔记掌故记载李鸿章丁未科考请人捉刀代笔
，有舞弊行为，疑案揭破，另有实情。为世人称道的“公车上书”、“松筠庵集会”维新爱国行为，
竟是康有为夸大其词，作秀给人看。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并非象史家所讲不受欢迎，而是另有一番景
象。慈禧阴狠手辣，却能保全李鸿章，对其中原因，野史笔记说法种种，而史称“甲申易枢”的清庭
高层宫廷政变是真实内幕。甲午战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日伊腾博文在马关谈判竟是一波三折，受
尽奇耻大辱等。透过这些真实的史料，人们能更好的了解历史，体会人物。
史闻结合，亦庄亦谐。纯粹史料的堆积只能局限于学术圈子，而纯粹的逸闻趣事又只能作为杂书闲看
。本书史闻结合，以史证闻，以闻活史。也就是用正史来保证资料的确实可靠，用逸闻趣事来增添史
料的活力，更增加了其可读性。史料的确凿不必再说，作者还查阅了大量文献档案、掌故笔记，对一
些传闻趣事随手拈来，在不影响历史真实情况下，诙谐活泼。如对大脚老妈的无可奈何，与原配发妻
的难了情缘、对小莲夫人的又爱又惧，一个有情有爱的李鸿章跃然纸上。翰林变绿林、上海惩贪又分
别刻画了狼狈不堪和日渐老道的李鸿章等。另外，本书语言鲜活，如李氏大宅门、一个成功男人背后
的一群男人等形象用语都很贴近生活，通俗易读，真正使历史知识走出了学术的象牙塔而普及化、大
众化。
总之，读完此书，会确如作者所愿能展现给你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李鸿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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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翁飞先生1954年出生的，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此后曾经担任安徽省社会科学院淮系集团研
究中心主任，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和安徽地方史的研究，特别专攻的是像李鸿
章，淮军和淮系集团等等。
在1999年9月到2002年7月期间，翁飞先生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所，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戴逸教授
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到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工作，担任学术界杂志副社长兼副总编辑，以及安
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
除此之外，翁飞先生还兼职，包括中国史学会理事，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等等，并在很多
大学里兼任教授，像安徽大学，上海大学文学院，以及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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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引言
李氏大宅门――出身与亲友
小“财神”的仙鹤之相
这一天，正是民间“迎财神”的日子⋯⋯李鸿章在老妈肚子里折腾了一夜方才呱呱坠地，时令才交正
月，就有春雷鸣响，还有仙鹤翔舞。加上李鸿章成人后身材硕长，江湖术士便吹嘘他有“仙鹤”之相
。
老爸的秉性遗传
李鸿章的爸爸李文安除了又高又胖以外，还有两点秉性遗传给了儿子，一是好酒贪杯，一是喜作诗赋
。⋯⋯不过李鸿章在老爸身上大占便宜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他进京后认识老爸的进士同年曾国藩，
二是老爸由于好酒贪杯送了命而李鸿章却因此拣了一条命。
大脚老妈的言传身教
“没有老娘这双大脚，谁供你们读书做官？”
与原配周氏的难了情缘
原配夫人周氏的墓，不远处就是《孔雀东南飞》中庐江小吏焦仲卿和刘兰芝“两家求合葬”的合葬墓
⋯⋯“生不同衾死同穴”，李鸿章连这一点也做不到，
乡间老师徐于苓
合肥三怪之一的徐子苓，一边喝酒一边脱下袜子捻脚丫，还说道：“这脚味（爵位的谐音――因李鸿
章受封为一等肃毅伯）怎么这么臭。”李鸿章则大气也不敢出一声。
刚强狠绝――从小看到老
老爸问李鸿章为什么害死一缸鱼。他却说：这么多人进学，惟独我不进，此鱼不可留。
“李大架子”和“李大大架子”
“今天是官宴――公费请客，我的官品高，自然要坐首席，不能坏了国家法度；如果你们觉得对我大
哥不过意的话，改天再办一桌私宴，请我大哥生首席就是了。”
三弟李鸿章――首开跑官之先例18
李鹤章找曾国藩开后门，一连跑了十几趟，千方百计留在了两江总督衙门当差。李氏一门，他首开了
“跑官”的先例。
独眼老弟与庐州文化建设
《府志》上说李蕴章“好谈经世务、善理财”，⋯⋯他的所谓“善理财”，其实主要还是依仗权势得
来的不义之财。
首富李凤章与芜湖开埠
真正善于理财的是老五李凤章，专门经营土地、典当和高利贷生意，成为李氏兄弟中的首富。
李氏家产知多少？
还是梁启超说得比较实在：“世人竟传李鸿章富甲天下，其事殆不足信。大约数百万金之产业，意中
事也。”
不走运的李昭庆
“视事太易”，又不如三哥鹤章会跑官，只得了个候补盐运使的虚衔，便以39岁的壮龄郁郁病故。
嗣子李经方
一面看书，一面拿着菱角去蘸糖，因为太专心而误蘸到墨盂里，结果弄得满嘴都是墨汁而不觉察。
两位妹妹――一富一雅
士农工商，士为首商为末；进士之女下嫁合肥首富张家，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思想解放”之举。
赵小莲的“旺夫运”
小莲自过门后，李鸿章一路官运亨通，而她1892年去世后，李家的权势开始走下坡路，李鸿章本人也
开始接二连三的倒霉。
如夫人莫氏
无论是“惧内”还是夫妻恩爱，都挡不住李鸿章风流成性。⋯⋯这位莫氏据说就是乳名丁香的那位美
妾，上海华山路上有一座闻名遇迩的“丁香花园”，至今旧貌尚存，据说就是为她而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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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堂爱婿张佩伦
“爸爸选女婿，才学第一，革职有什么关系，今天身居高位者，不少是行尸走向，我愿意听老爸的。
”⋯⋯张佩伦还有一个很争气的孙女――作家张爱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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