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鸿章传读书心得体会（34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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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重读了梁启超先生之《李鸿章传》，作者仿照西方主要人物

传记题材，对李鸿章这一发展历史文化人物作出了明确自己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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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传记对于需要我们后来人深入研究了解一个中国近代史、了

解他们那个社会时代，近距离感知世界历史分析人物颇有益处，传记

的独特优势视角也有助于提高我们已经逐步接近人类历史的真相。 

    了解历史人物，我们可能从教科书的开始。中学，但我们必须从

中国古代历史教科书，近现代史，世界史等的非常简短的知识更全面

的了解，可能会受到空间的限制，并可能通过的教育目标定位的限制，

我们学过的知识只有一个感觉是串联的“知识”，“考点”。教科书的

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往往有一个定义或结论，这自然是一个点背诵，

例如，我还记得在“太平天国”这样的结论：太平天国运动坚持了十

四年的战斗，以影响 18 个省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在几千年的最

高峰，因此，在中国农民运动的发展。天堂平衡运动的国度教科书是

非常积极的。李和此后一直在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运动之流，后来由

于清政府的代表签署了中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虽然在洋务运

动轻微的贡献，但几十年来，在一般公众心目中一直是个恶棍。因此，

当我们也用黑色与白色认知历史人物，英雄想象会有一个缺点瑕疵？

什么小人写什么历史贡献？现在，这么多的网络“键盘的人”，不知

道是不是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呢？ 

   



 进入 21世纪，社会发展更加具有多元化，历史文化人物的形象

也不再脸谱化，逐步开始变得有血有肉，枝叶繁茂起来。不知从何时

起，由史学界到文艺界，不知不觉间掀起了中国历史以及人物的“翻

案风”。一部电影电视大戏《走向人民共和》，让人们对李鸿章等历史

分析人物有了全新的认识，虽然我国电视剧不代表正史，文艺创作的

精彩生活不能完全替代人类历史之事实，但毕竟在众人的心头荡起了

一丝丝涟漪，人们看山已不是山，看水也不是水。这一波浪潮持续使

用至今，影响研究颇为深远，加上我们如今存在不少的戏说历史、架

空世界历史问题等等文艺作品的影响，还有些学生历史虚无主义者的

错误思想引领，当代人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因为如果企业没有一个严肃

认真阅读、深度学习阅读、广泛开展阅读的习惯，要想触摸一点就是

历史的真相，也是难！ 

    梁仁公是清末民初的一所大学。 在他看来，李鸿章行事，评论

李鸿章的才华，决定了李鸿章的成就，自然是独一无二的。 然而，

相信书总比没有书好，梁仁公有梁仁公的局限性。 他的认知自然受

到他的时间限制，他不必期待或要求所谓的“上帝的视角“。 不知

道庐山的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读书学习如此，人生与行为亦如此，

要跳出这座“山”的局限，还要博览群书，勤于思考，乐于实践，只

有这样，才能达到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在最高层”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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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重读了梁启超先生之《李鸿章传》，作者仿作文 500 字照西

方人物传记题材，对李鸿章这一历史人物作出了自己的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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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

本传记对于我们后来人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了解那个时代，近距离

感知历史人物颇有益处，传记的独特视角也有助于我们逐步接近历史

的真相。 

   



 对于历史人物的了解，我们大抵是从教科书开始的。中学时期，

我们从教科书中比较全面但又极简略地了解了中国古代史、近现代史、

世界史等知识，也许是受篇幅的限制，又或许受限于教育目标的定位，

我们了解到的知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一个个被串接起来的“知识

点”、“考点”。教科书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往往会有一个定义或结

论，这自然是背诵的要点，比如我现在都还记得一点关于“太平天国”

的结论：太平天国运动坚持战斗十四年，势力发展到十八省，沉重打

击了清朝统治者，是我国几千年来农民运动的最高峰等等。教科书对

天平天国运动是非常肯定的。李鸿章之流因为先后参与镇压太平天国、

捻军等农民运动，后来又作为清政府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

关条约》，虽在洋务运动中有些许贡献，但几十年以来，在普罗大众

心中一直是个反面角色。由此，那时的我们对于历史人物的认知也是

非黑即白的，难以想象英雄人物也会有缺点瑕疵？反面人物何谈什么

历史贡献？现如今，网络上那么多的“键盘侠”，不知道是不是受了

一点这方面的影响？ 

    进入 21 世纪，社会更加多元化，历史人物的形象也不再脸谱化，

逐步变得有血有肉，枝叶繁茂起来。不知从何时起，由史学界到文艺

界，不知不觉间掀起了历史人物的“翻案风”。一部电视大戏《走向

共和》，让人们对李鸿章等历史人物有了全新的认识，虽然电视剧不

代表正史，文艺创作的精彩不能替代历史之事实，但毕竟在众人的心

头荡起了一丝丝涟漪，人们看山已不是山，看水也不是水。这一波浪

潮持续至今，影响颇为深远，加上如今不少的戏说历史、架空历史等

等文艺作品的影响，还有些历史虚无主义者的错误引领，当代人特别

是青少年如果没有严肃阅读、深度阅读、广泛阅读的习惯，要想触摸

一点历史的真相，也是难！ 

    梁任公是清末民初学贯中西的大学者，以他的视角观李鸿章行事，

评李鸿章才识，定李鸿章功过，自然独树一帜，别具一格。然而，尽

信书不如无书，梁任公也有梁任公的局限，他的认知自然也受限于他

所处的时代，不必奢求亦不必苛求那所谓的“上帝视角”。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读书求学如此，做人行事亦如此，欲跳出

此“山”的局限，还得博览群书、勤于思考、乐于实践，唯有如此，



才能达到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的高度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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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它与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吴

晗先生《朱元璋传》、朱东润先生《张居正大传》，并称为中国二十世

纪四大传记。我了解李鸿章此人初始于初中历史书本，后在反应晚清

风云的各大电视剧、电影中常常会看一个或邪气、或阴冷、或儒雅的

干瘦老人。历史对李鸿章的评价褒贬不一，直到我读了梁启超的《李

鸿章传》方才让我又重新审视这位叱咤晚清政坛四十年的风云人物，

甚至对晚清那段国家屈辱史，有了另一番感悟。下面，我将从三个方

面，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读后感。 

    一、成书背景和作者 

   



 此书写于《辛丑条约》签订后第四个月。那时距离李鸿章憾然

辞世仅仅二个月。当时，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领袖流亡在日本。也就

是说此书的发表在日本而非国内。 

    熟悉晚清历史的人，一定不会对梁启超和李鸿章陌生。梁启超生

于 1873 年，从八卦的角度讲，他是后来民国才女林徽因的公公，晚

清时的帅哥一名。但从历史的角度讲，梁启超 18 岁投入康有为门下，

20 岁创办《大公报》，25 岁发起著名的"公车上书",与光绪帝开始为

期百日戊戌变法，26 岁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如果说晚清时有愤青的

话，梁启超无疑是晚清历史上的最大愤青，而他更把他满腔爱国之志，

和对当时时政的不满付之于实践，虽然，他后来失败了，但是他还是

在历史舞台上写下了厚重一笔。 

    而梁启超写《李鸿章传》时，他正好 29 岁，大好青年，却已流

亡日本三年。此时的他正孤独的在日本岛上，反思和总结维新变法失

败之处。在我看来，他写李鸿章除了去点评一名政敌外，更主要的目

的是借由李鸿章的一生，抒写自己对晚清历史的见解，对洋务运动和

维新运动看法，对大清王朝陨落的一种悲愤，他其实是借李鸿章的故

事，抒发自己的胸怀。但值得肯定的是，虽然梁启超与李鸿章的政见

不同 ,但他却没有将李鸿章描述成为一个大奸大恶的权臣，给予了

#from 本文来自高考资源网 end#他许多正面的评价，甚至感叹："吾

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体现了流亡臣子

难以抑制的孤愤。也正是这种大历史观，使此书更具有可看性。 

    二、李鸿章其人 

    评点此书，必要说到李鸿章其人。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

极富争议的人物。而我个人认为，李鸿章身上所具有的争议性，大多

来自于李鸿章泾渭分明的优缺点。下面，我想谈谈，我对李鸿章其人

的看法。 

    (一)优点 

    李鸿章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能在晚清历史舞台上，以汉人权

臣之名，屹立四十年不倒，死后也享有尊荣。我认为，他的身上有三

个优点，总结起来四个字："坚韧、忠勇" 

   



 一是坚韧。李鸿章的坚韧反应在两个时期，一是他当官的前十

三年，二是他为官的最后 7年。李鸿章出生名门，二十五第一次入京

考试，就高中进士，当时是二甲第十三名。按照清朝的科举制度，进

士是分三等，第一等是进士及第，其实也就只有 3 个人，就是状元、

榜眼和探花，第二等就是进士出生，第三等是同进士。李鸿章是二甲

第十三名，也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全国公务员考试第十六名，因为当时

考科举年龄跨度很大，他绝对属于青年才俊。后来就被分道翰林院，

也就是类似于进了中央党校学习，一般来说翰林院出来要么就进内廷

或者各部，最差的也下放当县官，可以说是一个处级领导干部后备人

选。应该说他的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片光明的前途下，

命运却没有倾斜到李鸿章身上。他这个"主任科员"一坐就是十三年，

期间几次被借调到各省、总督衙门去当幕僚，却没有一次被重用，大

多是写写文章，研究研究的差事。一直到他 38 岁，都碌碌无为。照

道理，他肯定有很多的悲愤，可是李鸿章完全没有表现出一个官宦子

弟的跋扈和缺乏韧性，他一直兢兢业业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直

到他弃笔从戎前，全无一句怨言。这种十几年如一日的精神值得嘉许，

也就是这种坚韧，让他一飞冲天。另一个鲜明例子，就是李鸿章人生

的最后 7 年，1894 年，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国内怨声四起，朝廷为了平息民愤，竟然将李鸿章贬职。这个时候，

李鸿章的韧性再次表现出来。具梁启超的记载，李鸿章依旧每天都 5

点起床，临摹书法，中午小睡一小时。在他的案头没有昨日留下的公

文，他的客厅没有等候的客人。他甚至在最后做两广总督的时候，还

治理了当地的风气的盗贼。其实，那时他已经 73 岁了，他这种几十

年坚韧的精神，甚至做到了宠辱不惊，值得让人敬佩。 

   



 二是勇。李鸿章入官是因为文才，发迹却因为武功。而他弃笔

从戎的勇气不可谓不让人敬服。之前说李鸿章 25 岁中进士，在他入

京前，曾有这样的诗句，"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徧交

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这种胸襟的人，在压抑了十三后，

在咸丰十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朝廷终于启用了曾国藩的部队。

而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一个幕客，其实曾国藩的一个写手，因为李鸿

章会写文章，一直是放在调研室里用用的，可是因为李鸿章的坚韧，

他在调研室里苦读给地的战报和分析战情，在关键时刻，毅然放弃文

才，回乡组建淮军，而当时的两淮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

捻"交乘的皖中腹地，尤为复杂。李鸿章以一介书生回乡组织团练，

是冒了极大风险。更何况他要交恶是当时风头正劲的太平军，上战场

随时都会掉脑袋。可是李鸿章没有任何退缩，与将士同寝同食。之后

的十年，他与曾国荃一起灭太平军、捣毁捻军，曾国藩解散湘军，他

独自一人，建立北洋军队。这份胆识和眼光，足以值得后人标榜。而

且据说，他在亲自带队打仗的时候，都是身先士卒，冲在前面，而他

训练的淮军更成为清朝最后一支忠勇强悍之师。 

   



 三是忠。李鸿章死后的谥号是"忠公".我个人认为朝廷封他这个

称号一点也不过分。李鸿章的"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朋友的

忠。二是对朝廷的忠。对朋友的"忠",举个例子，太平天国胜利之后，

朝廷要论功行赏，李鸿章在上奏朝廷的折子里把功劳都给了手下最勇

猛的将领，自己完全不居功，说他是文官没什么功劳。这对于一般人

而言还能理解，可是对于一个十三年原地踏步没有进步的中年科级干

部来说，这次奖赏说不定是他人生的最后机会，他却毅然给了别人。

这十分不容易。也因为如此，所以后来的淮军对李鸿章马首是瞻，这

不能不说是李鸿章的另一种御人之术。他对朝廷的忠诚更是举不胜举。

最明显的就是他死前签订的《辛丑条约》。据《李鸿章传》记载，八

国联军入京的时候，李鸿章早就被贬，当时已经 78 岁高龄的。当逃

到避暑山庄的慈禧太后给李鸿章下诏，请他出山，给他们孤儿寡母议

和的时候，他的门人给了他三条计策。第一上策是彻底反了，划地为

王。当时慈禧和皇帝都逃出京城了，八旗部队散了，国家已名存实亡。

这个时候，李鸿章手握重兵，他又与外国使臣关系良好，这个时候划

地为王谁也奈何不了他。值得一说的是，当时李鸿章最得力的部下就

是后来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这条上计，李鸿章没答应。第二条计策是

这个时候去京城，可能有生命危险，而且即使议和了，李鸿章也要背

负千古骂名，当初李鸿章被贬就是因为签订了《马关条约》，反正现

在他也不管事情，就称病不去，名则保生。李鸿章还是没答应。他选

择了第三条下策，接旨入京。我个人认为正是李鸿章的这份"忠",让

清王朝又苟且了十年，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

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他死之前三天，还有

俄国的使臣到他家中要他签订卖国条约。临死之前，还在哀叹国之不

幸。他对朝廷的忠心，可见其一。其实说李鸿章是被气死和忧闷而死

也不为过。 

    (二)缺点 

    李鸿章的三个优点放在任何一人身上，都能成就其大事业，可是

为什么他却没有享有世人之憧憬，就与世长辞了呢?我想，他身上表

现出了几个大缺点足以致命。归结起来也是三个词"纯臣、清傲、结

党", 



    一是"纯臣".纯是单纯的纯。梁启超说李鸿章是纯臣，是慵臣。

我也有所赞同。他才能有余，忠勇可嘉，但是在大时代面前，却魄力

不足。从李鸿章的成长轨迹中，我个人认为他是被古代四书五经、君

臣之说毒害最深的一人。他虽才华横溢，文治武功都是上乘，但却唯

朝廷和慈禧的话是从。他虽有洋务之心，可是朝廷说不干就不干了。

虽有改革的心，慈禧要过生日了，就把军费给慈禧。他造钢铁厂、造

学校、经营总理衙门、经营中国第一支近现代海军每一件都是利国利

民的好事，但没有一件事切实做到的。我相信李鸿章的理想抱负一定

原不止他所做一切，但是他却从未想过从政治体制上进行彻底的改革。

他虽圆滑精明，却没有张居正的魄力，没有王安石的胆识。特别是在

他晚年，一直希望苟安一方，成就名节。难怪梁启超要在书中悲叹，

以李鸿章之地位与才能，怎没有做出更好的事业来?从一个侧面来说，

一个好人、才人，未必能做出大事业来。 

    二是"清傲".李鸿章的"清傲"我个人认为，来自于骨力里想当一

代贤相，而贤相的标准是对朝廷忠心，决不同流合污。李鸿章是圆滑

的，但是也是清傲的。史书上记载，他树敌颇多，只因为只要他认定

的事情都会去做，而且不管身后诽谤。因此，他得罪小人更多，以至

于他的洋务运动也无法开展顺利。每每他有所失误，都有人上本参合。

另一方面，他的清傲来自于他的外交。李鸿章的后半身的大部分时间，

都在做一个外交官。可是他不明时局，还是以清朝为泱泱大国自居，

在对待英、德、俄、日的使臣时，只想取利，却不想亲近学习。只以

为谈判桌上有利可图即可，从本质上，他对外国蛮夷是看不起的。他

仅认为中国之失败，只在于武器不如人，却没有看到在经济、技术、

政治上的全方位落后。他建立北洋舰队之时，只注重武器上的更新，

而忽略了战术和科技的更近。这才是造成北洋舰队失败的重要原因。 



    三是"结党".此特点来自于他对朋友的忠，更类似于现在小

团伙、小兄弟。他以淮军起家，对战斗过的兄弟格外照顾，在他对袁

世凯的态度上就能表现出来，因为袁世凯的父亲曾与李鸿章共事过。

另外就是对自己的兄长包庇，虽然晚年他与大哥两广总督李翰章有所

不和，但总体上他对于李翰章的不法行为不加收敛。总以传统的一荣

俱荣观念。从这点上来说，李鸿章此人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官员，也是

造成他身后，众多诽谤的原因之一。包括：敛财啊、包庇门人啊等等。 

    李鸿章此人的优点成就了起四十年晚清政坛的大佬地位。而他的

缺点也造就了他虽有才能却不能最终改变清朝命运。可是这是李鸿章

一人之故吗? 

    三、晚清历史的一些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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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我拜读了梁启超先生所著的《李鸿章传》一书，总想动

笔写点体会，但由于我对历史知识知之甚少，加之自身水平有限，生

怕对原著的理解产生偏差，被人耻笑，诚惶诚恐，不敢动笔。现在学

术界和社会上突然刮起一股为李鸿章翻案之风，有一些人对李鸿章大

加称赞，说什么"他是这百多年来为了中华复兴殚精竭虑，积极探索，

努力奋斗，百折不回的所有英杰之一!","李鸿章多半受命于危难之机，

为了社稷江山，千秋基业，而置个人廉耻于不顾。在当时四面楚歌的

形势下，救统治者于水深火热者，舍李鸿章，别无他人。 "种种赞美

之词不绝于耳。自从我知道李鸿章那天起，不论是报刊杂志、影视作

品还是历史典籍所记述的李鸿章都是一个卖国贼，难道这些全错了吗?

带着种种疑问，近期我重读了《李鸿章传》，并参考了一些其它资料，

有了一些粗浅的认识，未免以偏概全，一斑识豹，供商榷。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 生于 18202X2月 5日(清道光 3年

正月初五)，卒于 11 月 7 日(清光绪 202X)，安徽合肥人。纵观李鸿

章的一生，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平发、平捻，二是办洋务。第一件

事使李鸿章登上了清末的政治舞台，第二件事把李鸿章钉在了历史的

耻辱柱上，遗臭万年。 

   



 平发李鸿章崭露头角，1850 年(清道光 30 年)，洪秀全起兵金

田，次年称天平天国天王，先后陷汉口、安徽、江苏等地，此时的李

鸿章正在安徽巡抚福济处做幕僚，受人妒忌，很不得志，后入曾国藩

府为幕，被曾国藩所器重，于 1861年(清咸丰 202X)回乡募勇，1862

年(清同治元年)，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

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是为淮军，同年被任命为江苏巡

抚。率淮军攻克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太平天国之成，固然有其内在的影响力，更主要的是清朝的腐败，

八旗兵养尊处优，贪图享乐，作风涣散，缺乏战斗力，太平天国军队

所到之处全无抵抗所致。 

    太平天国之败，一是其内部的腐败和争斗，造成人心涣散，失去

战斗力;二是帝国主义列强为保护其在华利益，暗助清廷;三是湘军、

淮军作战勇猛。 

    从此李鸿章走上了仕途的上升通道。 

    平捻是李鸿章的一大功绩，李鸿章之前已有 22 位朝廷大员奉命

围剿，历经十余年，都未成功。捻军为一流寇，扰民掠财，打一枪换

一个地方，就像现在的游击战术，官兵四处追缴，人疲马疺，收效甚

微。李鸿章剿捻，采取逼而不流，会师合剿之策，取得全胜。李鸿章

用兵，谋定后动，料敌如神，布控得当，故而得胜。平捻之后，李鸿

章及淮军将士加官进爵，队伍不断壮大，集团势力逐渐形成。 

    从此李鸿章走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逐步掌控清末的政治、经济、

军事、外交大权，开始了他丧权辱国，卖国求荣的人生历程。 

    李鸿章所办洋务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办实业;第二是建立北

洋水师;第三是外交。 

    李鸿章所办实业，不论交通、工业、开矿还是于外国通商，有一

小部分对中国实业经济的发展有所影响，其余都不成功，究其原因是

李鸿章所办实业多为官办，清末的官员贪婪成性，昏庸无道，加之李

鸿章所用之人多为亲属，把办实业当成生财之道，不顾大局，中饱私

囊，所以失败了。 

   



 李鸿章建北洋水师历史三十年，每年耗银数千万两，从德国购

得军舰、武器、训练水陆士兵。在天津办机械局制造枪械、炮弹，每

年扩充，费款千百万两。派人到外国学习军事，然而学成之人不予使

用，所用之人皆为淮军、淮籍和亲属。李鸿章练兵比日本要早，北洋

水师的实力，也不算弱，然甲午一战，一败涂地，皆因用人不当，为

保护集团利益所致。天津机械局建立三十余年，存弹只有百十枚，甲

午海战海军出发时，每舰只发炮弹十四枚，朝廷所投巨资皆被私吞。

朝鲜战争，北洋将士也是不战而逃，岂有不败之理。致使清廷割地赔

款，李鸿章罪责难逃。 

    李鸿章传读后感 3篇李鸿章传读后感 3篇李鸿章所办外交，以息

事宁人为本。李鸿章不懂外交，不知国际公理，只是靠小聪明处理国

际事务。李鸿章的外交政策，就是以夷制夷，最终却落的作茧自缚。 

    1883年 12月至 1885年 4 月(光绪 9年 11月至 202X2月)的中法

越南战争，也是李鸿章在清军取胜的情况下，与法国签订了丧权辱国

的《中法新约》。中法越南战争爆发时，淮军的潘鼎新被命令守卫镇

南关，结果法军一来即撤退，并且大肆抢掠周边平民。张之洞则调动

冯子材、王孝祺来反击，最终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这时候清

政府又要见好就收，李鸿章主张讲和，李鸿章与法国公使巴特纳在天

津签订。 &lt;中法新约&gt;共十款。主要内容为： (1 )清政府承认

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2 )在中越边界保胜以上和谅山以北指定两

处为通商地点。允许法国商人在此居住并设领事，(3 )降低中国云南。

广西同越南边界的进出口税率，(4 ) 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商

办，(5 )法军退出中国台湾、澎湖。从此法国侵略势力伸入云南和广

西。因此左宗棠大骂李鸿章"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

一个李鸿章坏事" 

    甲午之战，始于朝鲜，朝鲜本为清朝的属国，属国的外交，有上

过做主，这是国际公法。1884 年底，朝鲜爆发甲申事变，成立了亲

日政权。而当时的清朝应朝鲜的邀请，派兵击溃日军，并且让朝鲜国

王恢复王位。1885 年 2 月(清光绪 202X)，伊藤博文前来中国谈判，

而李鸿章作为谈判者和条约签订者，却在有利的情况下采取了妥协的

方针，签订内容有三：1、议定两国撤兵日期; 2、中、日均勿派员在



朝教练;



 3、朝鲜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

照。这关键的第三条，让日本获得了和中国相同的特权，也是胜利者

中国向失败者日本的一大让步!这就是李鸿章的一大败笔，他因此该

为整个事件的发生负历史责任。202X 后日本向中国开战的借口也就

在此。甲午战败不仅赔了巨款，还割让了中国台湾和辽东半岛(后在

俄、德、法干预下，辽东才得以用三千万两白银赎回)。 

    还有在李鸿章 1896年(清光绪 202X)访俄时，接受俄国人贿赂与

俄私订密约，同意俄国人修建经我国黑龙江、吉林直达海参崴的"东

清铁路",密约规定"平常无事，俄国亦可在此铁路运过境之军粮""当

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而 1898

年(清光绪 202X)李鸿章又与俄国人签订《旅大租地条约》，除了使俄

国成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的主人外，又使俄国人有权修筑连

接 1896(清光绪 202X)年中俄密约规定的横越满洲的铁路干线的从哈

尔滨到大连的南满铁路，李鸿章为此接受了俄国人五十万两白银的贿

赂。整个东北因这两个条约便实际上落到了俄国的控制下。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李鸿章签订了《辛丑条约》，赔银达四亿

五千万两，合每人一两，使国民蒙受了奇耻大辱。 

    为什么清末，世界只知有李鸿章，而不知有朝廷?为什么马关条

议约，日本非李鸿章不谈?为什么俄皇加冕，非李鸿章不行?因为只有

李鸿章才能给他们所要得到的东西。李鸿章卖国行径，罄竹难书。 

    就在李鸿章签订一个有一个卖国条约的同时，他所聚敛财产富可

敌国，当时有宰相合肥天下瘦之说，李鸿章的财产从何而来，不言自

明了。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国门大开，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

领域和世界各国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国际

社会的地位日益提高，狮吼龙飞，威镇寰宇。然而有些人在对外交往

中，不以民族大义为重，为私利所惑，肆意损害国家利益。据报载，

有位导弹专家，接受了国外间谍的高档手表和美金，出卖了国家军事

机密。美国多家企业在同中国的商业活动中，向中方人员行贿。在力

拓案中，因有些人员接受对方贿赂，造成中国在进口矿石中蒙受了巨

大的经济损失......把这些现象和当前有些人为卖国贼翻案联系起



来，细思细想，不觉得惊出一身冷汗。为昨天的婊子立牌坊，是因为

今天想当婊子的人怕挨骂。今天为李鸿章歌功颂德的人，其险恶用心，

已昭然若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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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

书中将这样一句话作为了评价人物的一把标尺，李鸿章是如此，历史

上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换一个角度来说，只要在历史这条长河中存在

过，那么就必定有他存在的价值。 

    关于李鸿章，在从前脑海中依稀存有的印象只是他签订的那份

《南京条约》，那份让他背上许多骂名的条约，而我不得不承认梁启

超的才情和智慧的确是千古难出的一个奇才，他在写李鸿章的时候比

常人都多了一份理性和客观，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李鸿章的欣赏之情

是在许多书里所看不到的，我并无法很好的阅读原版的文言文，但是

只在现代人白话文的版本中也能够看出端倪了，他对李鸿章，抱有的

感情更多的是为之所遗憾的。 

    晚清重臣，用这个来形容李鸿章的确是不过分的。李鸿章第一次

会试落榜之际曾在北京的曾国藩住所里进行补习教导，在之后的长时

间里，他都在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可以说李鸿章的才学也是不

可忽视的。他曾在赴京途中写下了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广为

世所传诵，“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从这一句可以看出

他入仕的雄心壮志以及他所拥有的豪迈才情。奈何后世许多人对于他

的印象依然是叛国的，所以这些才情以及在军事上的成就都不免被人

所遗忘或被丧权辱国的条约所覆盖了。李鸿章的军事才能是他最出色

的地方，这在围剿义和团运动中就可以看到，当时的他在军事上初露

锋芒，却已经显示出了超于常人的智慧，当然他拥有的不仅仅是围剿

义和团运动和与曾国藩等人一起建立的淮军和常胜军，他的品德和气

量也能在那时显示出来，梁启超是这么评价那时的他的“其德量有过

人者焉。” 

   



 要说李鸿章是卖国贼这样的话事实上还是牵强的，与其用他签

订了不平等条约这件事来抹去他所有的功绩，倒也不如像梁启超先生

一样以一种正视的观点去看待他，那么他最无法抹去的功绩便是对中

国的进步做出了一些贡献，尽管最后并没有得到好的结果。李鸿章于

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次年二月

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最辉

煌的四十年。在他受任之初，正值太平天国第二次大举进攻，形势极

为严峻，李鸿章却把这个初上任就接手的“烫手的山芋”处理的非常

完美，他成功镇压了太平天国也借此将自己的声望提到了一个至高点。

在此之后便是在历史上著名的洋务运动，他所兴办的洋务主要是在军

事方面，在洋务运动中他所创办的北洋水师舰队也成为了当时中国水

军的主力，奈何洋务运动的性质注定了它要失败的命运。洋务运动即

使在科学技术上对当时的中国有着不小的贡献，却始终都摆脱不掉封

建社会的束缚，在清政府的阴影下，洋务运动也终究只是个躯壳，学

的到表面的东西而本质的东西却学不到。至此，李鸿章的人生已逐渐

从高峰慢慢走起了下坡路，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外交上他都明显出现

了力不从心的状态。梁启超对于李鸿章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签订《马

关条约》评价为他“兵事上之声誉终，在外交上之困难起。” 

    在《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也就开始了他被后世所谩骂的所谓的

卖国贼外交之路。而事实上在梁启超的字里行间并没有过多的提到卖

国贼的意思，反而在他的笔下李鸿章是有血有肉的一个人物，他具有

深刻的爱国情节却被时势所困迫，无奈之下也只能那样做，他有着自

己的执着却不想这些执着的方向是错误的。梁启超在某些方面与李鸿

章是相像的，他们胸腔中的抱负和理想是常人无法理解的，但他们两

个都是被时势所困的英雄，太多的理想和抱负得不到完满的实现，纵

使再有才华再有天赋，却都因为封建社会的背景而被束缚了手脚。因

此梁启超在字里行间对李鸿章是充满遗憾之心理的，他比一般人更了

解李鸿章，因此也比一般人多了一份对李鸿章的理解，英雄总是惺惺

相惜的。 

    在《李鸿章传》中梁启超同时也在客观上分析了李鸿章失败的原

因，他认为李鸿章只知道有军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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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主观印

象里，他所谓的改革只需要在技术上进行更新便好，改革只要靠国家

就足够，而他不知道的却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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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如

此深刻的点明了这一点，这不仅仅是李鸿章个人失败的原因，更是那

时的中国无法改革进步而被外国列强欺凌的根本原因。聪明如梁启超，

他通过李鸿章却深深写出了当时中国的模样。 



    现世对于李鸿章的评价依然褒贬不一，这也并不是梁启超一

个人的一本书所能够改变的，至少对于我来说，这本书让我对于李鸿

章的看法变得和从前不一样了，不再是单方面的认为他是一个叛国者

也不把他高估为一个民族英雄。是非取舍，总在一个人的心里有一个

衡量的标准，梁启超亦是如此。时代造就英雄，英雄影响时代，李鸿

章并非绝对的英雄，却也在历史之中留下了自己的影子，这样对于一

个历史人物来说，大抵也算是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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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先生的《李鸿章传》，它与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吴

晗先生《朱元璋传》、朱东润先生《张居正大传》，并称为中国二十世

纪四大传记。我了解李鸿章此人初始于初中历史书本，后在反应晚清

风云的各大电视剧、电影中常常会看一个或邪气、或阴冷、或儒雅的

干瘦老人。历史对李鸿章的评价褒贬不一，直到我读了梁启超的《李

鸿章传》方才让我又重新审视这位叱咤晚清政坛四十年的风云人物，

甚至对晚清那段国家屈辱史，有了另一番感悟。下面，我将从三个方

面，和大家交流一下我的读后感。 

    一、成书背景和作者 

    此书写于 1901 年《辛丑条约》签订后第四个月。那时距离李鸿

章憾然辞世仅仅二个月。当时，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领袖流亡在日本。

也就是说此书的发表在日本而非国内。 

    熟悉晚清历史的人，一定不会对梁启超和李鸿章陌生。梁启超生

于 1873 年，从八卦的角度讲，他是后来民国才女林徽因的公公，晚

清时的帅哥一名。但从历史的角度讲，梁启超 18 岁投入康有为门下，

20岁创办《大公报》，25岁发起著名的"公车上书"，与光绪帝开始为

期百日戊戌变法，26 岁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如果说晚清时有愤青的

话，梁启超无疑是晚清历史上的最大愤青，而他更把他满腔爱国之志，

和对当时时政的不满付之于实践，虽然，他后来失败了，但是他还是

在历史舞台上写下了厚重一笔。 

   



 而梁启超写《李鸿章传》时，他正好 29岁，大好青年，却已流

亡日本三年。此时的他正孤独的在日本岛上，反思和总结维新变法失

败之处。在我看来，他写李鸿章除了去点评一名政敌外，更主要的目

的是借由李鸿章的一生，抒写自己对晚清历史的见解，对洋务运动和

维新运动看法，对大清王朝陨落的一种悲愤，他其实是借李鸿章的故

事，抒发自己的胸怀。但值得肯定的是，虽然梁启超与李鸿章的政见

不同，但他却没有将李鸿章描述成为一个大奸大恶的权臣，给予了他

许多正面的评价，甚至感叹："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

吾悲李鸿章之遇"，体现了流亡臣子难以抑制的孤愤。也正是这种大

历史观，使此书更具有可看性。 

    二、李鸿章其人 

    评点此书，必要说到李鸿章其人。无论生前身后，李鸿章都是个

极富争议的人物。而我个人认为，李鸿章身上所具有的争议性，大多

来自于李鸿章泾渭分明的优缺点。下面，我想谈谈，我对李鸿章其人

的看法。 

    （一）优点 

    李鸿章是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能在晚清历史舞台上，以汉人权

臣之名，屹立四十年不倒，死后也享有尊荣。我认为，他的身上有三

个优点，总结起来四个字："坚韧、忠勇" 

   



 一是坚韧。李鸿章的坚韧反应在两个时期，一是他当官的前十

三年，二是他为官的最后 7年。李鸿章出生名门，二十五第一次入京

考试，就高中进士，当时是二甲第十三名。按照清朝的科举制度，进

士是分三等，第一等是进士及第，其实也就只有 3 个人，就是状元、

榜眼和探花，第二等就是进士出生，第三等是同进士。李鸿章是二甲

第十三名，也就是类似于现在的全国公务员考试第十六名，因为当时

考科举年龄跨度很大，他绝对属于青年才俊。后来就被分道翰林院，

也就是类似于进了中央党校学习，一般来说翰林院出来要么就进内廷

或者各部，最差的也下放当县官，可以说是一个处级领导干部后备人

选。应该说他的前途一片光明。但是就是这样的一片光明的前途下，

命运却没有倾斜到李鸿章身上。他这个"主任科员"一坐就是十三年，

期间几次被借调到各省、总督衙门去当幕僚，却没有一次被重用，大

多是写写文章，研究研究的差事。一直到他 38 岁，都碌碌无为。照

道理，他肯定有很多的悲愤，可是李鸿章完全没有表现出一个官宦子

弟的跋扈和缺乏韧性，他一直兢兢业业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一直

到他弃笔从戎前，全无一句怨言。这种十几年如一日的精神值得嘉许，

也就是这种坚韧，让他一飞冲天。另一个鲜明例子，就是李鸿章人生

的最后 7 年，1894 年，他代表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国内怨声四起，朝廷为了平息民愤，竟然将李鸿章贬职。这个时候，

李鸿章的韧性再次表现出来。具梁启超的记载，李鸿章依旧每天都 5

点起床，临摹书法，中午小睡一小时。在他的案头没有昨日留下的公

文，他的客厅没有等候的客人。他甚至在最后做两广总督的时候，还

治理了当地的风气的盗贼。其实，那时他已经 73 岁了，他这种几十

年坚韧的精神，甚至做到了宠辱不惊，值得让人敬佩。 

    二是勇。李鸿章入官是因为文才，发迹却因为武功。而他弃笔从

戎的勇气不可谓不让人敬服。之前说李鸿章 25 岁中进士，在他入京

前，曾有这样的诗句，"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徧交

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这种胸襟的人，在压抑了十三后，

在咸丰十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朝廷终于启用了曾国藩的部队。

而李鸿章作为曾国藩的一个幕客，其实曾国藩的一个写手，因为李鸿

章会写文章，一直是放在调研室里用用的，可是因为李鸿章的坚韧，



他在调研室里苦读给地的战报和分析战情，在关键时刻，毅然放弃文

才，回乡组建淮军，而当时的两淮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

捻"交乘的皖中腹地，尤为复杂。李鸿章以一介书生回乡组织团练，

是冒了极大风险。更何况他要交恶是当时风头正劲的太平军，上战场

随时都会掉脑袋。可是李鸿章没有任何退缩，与将士同寝同食。之后

的十年，他与曾国荃一起灭太平军、捣毁捻军，曾国藩解散湘军，他

独自一人，建立北洋军队。这份胆识和眼光，足以值得后人标榜。而

且据说，他在亲自带队打仗的时候，都是身先士卒，冲在前面，而他

训练的淮军更成为清朝最后一支忠勇强悍之师。 

   



 三是忠。李鸿章死后的谥号是"忠公"。我个人认为朝廷封他这

个称号一点也不过分。李鸿章的"忠"，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朋友

的忠。二是对朝廷的忠。对朋友的"忠"，举个例子，太平天国胜利之

后，朝廷要论功行赏，李鸿章在上奏朝廷的折子里把功劳都给了手下

最勇猛的将领，自己完全不居功，说他是文官没什么功劳。这对于一

般人而言还能理解，可是对于一个十三年原地踏步没有进步的中年科

级干部来说，这次奖赏说不定是他人生的最后机会，他却毅然给了别

人。这十分不容易。也因为如此，所以后来的淮军对李鸿章马首是瞻，

这不能不说是李鸿章的另一种御人之术。他对朝廷的忠诚更是举不胜

举。最明显的就是他死前签订的《辛丑条约》。据《李鸿章传》记载，

八国联军入京的时候，李鸿章早就被贬，当时已经 78 岁高龄的。当

逃到避暑山庄的慈禧太后给李鸿章下诏，请他出山，给他们孤儿寡母

议和的时候，他的门人给了他三条计策。第一上策是彻底反了，划地

为王。当时慈禧和皇帝都逃出京城了，八旗部队散了，国家已名存实

亡。这个时候，李鸿章手握重兵，他又与外国使臣关系良好，这个时

候划地为王谁也奈何不了他。值得一说的是，当时李鸿章最得力的部

下就是后来的窃国大盗袁世凯。这条上计，李鸿章没答应。第二条计

策是这个时候去京城，可能有生命危险，而且即使议和了，李鸿章也

要背负千古骂名，当初李鸿章被贬就是因为签订了《马关条约》，反

正现在他也不管事情，就称病不去，名则保生。李鸿章还是没答应。

他选择了第三条下策，接旨入京。我个人认为正是李鸿章的这份"忠

"，让清王朝又苟且了十年，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

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他死之前三

天，还有俄国的使臣到他家中要他签订卖国条约。临死之前，还在哀

叹国之不幸。他对朝廷的忠心，可见其一。其实说李鸿章是被气死和

忧闷而死也不为过。 

    （二）缺点 

    李鸿章的三个优点放在任何一人身上，都能成就其大事业，可是

为什么他却没有享有世人之憧憬，就与世长辞了呢？我想，他身上表

现出了几个大缺点足以致命。归结起来也是三个词"纯臣、清傲、结

党"， 



   



 一是"纯臣"。纯是单纯的纯。梁启超说李鸿章是纯臣，是慵臣。

我也有所赞同。他才能有余，忠勇可嘉，但是在大时代面前，却魄力

不足。从李鸿章的成长轨迹中，我个人认为他是被古代四书五经、君

臣之说毒害最深的一人。他虽才华横溢，文治武功都是上乘，但却唯

朝廷和慈禧的话是从。他虽有洋务之心，可是朝廷说不干就不干了。

虽有改革的心，慈禧要过生日了，就把军费给慈禧。他造钢铁厂、造

学校、经营总理衙门、经营中国第一支近现代海军每一件都是利国利

民的好事，但没有一件事切实做到的。我相信李鸿章的理想抱负一定

原不止他所做一切，但是他却从未想过从政治体制上进行彻底的改革。

他虽圆滑精明，却没有张居正的魄力，没有王安石的胆识。特别是在

他晚年，一直希望苟安一方，成就名节。难怪梁启超要在书中悲叹，

以李鸿章之地位与才能，怎没有做出更好的事业来？从一个侧面来说，

一个好人、才人，未必能做出大事业来。 

    二是"清傲"。李鸿章的"清傲"我个人认为，来自于骨力里想当一

代贤相，而贤相的标准是对朝廷忠心，决不同流合污。李鸿章是圆滑

的，但是也是清傲的。史书上记载，他树敌颇多，只因为只要他认定

的事情都会去做，而且不管身后诽谤。因此，他得罪小人更多，以至

于他的洋务运动也无法开展顺利。每每他有所失误，都有人上本参合。

另一方面，他的清傲来自于他的外交。李鸿章的后半身的大部分时间，

都在做一个外交官。可是他不明时局，还是以清朝为泱泱大国自居，

在对待英、德、俄、日的使臣时，只想取利，却不想亲近学习。只以

为谈判桌上有利可图即可，从本质上，他对外国蛮夷是看不起的。他

仅认为中国之失败，只在于武器不如人，却没有看到在经济、技术、

政治上的全方位落后。他建立北洋舰队之时，只注重武器上的更新，

而忽略了战术和科技的更近。这才是造成北洋舰队失败的重要原因。 

    三是"结党"。此特点来自于他对朋友的忠，更类似于现在小团伙、

小兄弟。他以淮军起家，对战斗过的兄弟格外照顾，在他对袁世凯的

态度上就能表现出来，因为袁世凯的父亲曾与李鸿章共事过。另外就

是对自己的兄长包庇，虽然晚年他与大哥两广总督李翰章有所不和，

但总体上他对于李翰章的不法行为不加收敛。总以传统的一荣俱荣观

念。从这点上来说，李鸿章此人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官员，也是造成他



身后，众多诽谤的原因之一。包括：敛财啊、包庇门人啊等等。 

    李鸿章此人的优点成就了起四十年晚清政坛的大佬地位。而他的

缺点也造就了他虽有才能却不能最终改变清朝命运。可是这是李鸿章

一人之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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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事定犹需待阖棺 



    第一次读完，沉重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那样一位几乎统领

半壁江山的首辅就随着书页闭合永远地沉睡在屈辱的尘泥中，所有的

不甘和愤怒也一并沉寂，似乎一个时代的颓败都由他一人负担。 

    还记得书中有一段对李鸿章先生的评价：“敬李鸿章之才，惜李

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吾欲以两言论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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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时不觉，

待通览全篇后好似醍醐灌顶，而后便觉愧疚。我想，我欠李鸿章先生

一个庄重的道歉。我曾在初中第一次接触晚清历史时看到课本上罗列

的一堆屈辱不堪的不平等条约以及它们的签订者——李鸿章。于是，

我心中就为这个“卖国贼”狠狠记上了一笔，从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

间，我也不曾细细了解晚清历史，犹如管中窥豹，将大部分过错算在

李鸿章头上。不知道那个时代，会有多少像我一样不明时事便指责诋

毁的人。偌大的清王朝，只李鸿章一人闻名于世，在万马齐喑的混乱

时代、极盛转衰的封建时代、西方文明侵略瓜分的时代、国内阶级矛

盾频发的时代、中国与世界艰难融合的时代，如果不是李鸿章先生，

换成其他人，恐怕没人能做到如此。 

    二、秋风宝剑孤臣泪 

    李鸿章先生自临危受命起一直同各国使者斡旋，欲扶大厦之将倾、

挽狂澜于即倒，可封建制度的落后与腐朽，远非一人可挽救。甲午战

争惨败之时，日本首相更是嘲笑李鸿章以一人之力敌日本一国。虽为

军机首辅重臣，却还是一介“孤臣”，身边无志同道合之人，更是在

朝廷中处处掣肘，满腔报国热血也在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之时沉入海底，

不由得让人思考：洋务运动失败时，他是否已经看穿了清朝的未来，

他，又会有多绝望…… 

    历史总是无情的，再凄美的故事、再惨痛的牺牲也不过留在史书

一隅的几点淡墨，如同青铜上的刻痕般冰冷。三十五年的坚持与努力，

被一次战争的失败、一则条约的签订宣告失败，一场轰轰烈烈的牺牲，

最终成为了人们口中封建地主阶级一场可笑的自救运动，强弩之末而

已。 

   



 或许对我来说，这本书并不能让我从一位晚清名臣的生平窥见

一个帝国的覆灭、一个时代的沉沦，我更多的情绪都放在了他的生活，

甚至我会好奇地猜测揣度他的心理，究竟是怎样的强大能让一个人在

如此沉重的打击下，为了信念始终坚守着？当他亲手签下丧权辱国的

条例，又有多少自责与痛苦？二主不愿回京的现实又给予他多少绝望

和悲愤？ 

    也许他是知道的。他看穿了皇家的无能怯弱，洞悉了制度的落后

颓败，也预料到了挣扎的无用；可是他不甘心，不甘就此沉沦庸碌，

也不愿静静等待子夜降临，他必须做点什么，哪怕只是蚍蜉撼树、螳

臂当车。会有那么一天，有人告诉他“你来过，我记得”，人之一死，

或泰山之重，或鸿毛之轻，区别只不过在如何抉择。他若看清世事归

隐一方，不过少了个叱咤朝堂的军机大臣；而若抛却杂念殊死一战，

不过少了个仙风道骨的少荃老道。在庙堂与田陇之间他选择了前者，

从此俯身躬行，车马劳劳不离鞍，但守山河万里了余生。 

    三、横看成岭侧成峰 

    可当我跳出泛滥的同情与怜悯，能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居其位无

其谋的忠臣，若他生在康乾盛世，或许会成为与房玄龄杜如晦齐名的

贤臣良相，可他偏偏陷入了民生凋敝腐败无能的晚清。他有着文人的

才华，外交的能力，却始终缺少政治的远见。有人这样评价过他：“李

鸿章不懂得什么是国家，不知道政府与国家是怎样的关系，不知道政

府与人民的关联，不知道大臣应尽的职责。他秉持着我国政治文明物

产风俗无一不优于其他各国的观念，认为只要有了西方的枪炮轮船机

械，大清还是那个万国来朝的乌托邦世界。于是他们邯郸学步、东施

效颦，推出了洋务运动。” 

    终究是个饱受争议的人，所以他非英雄也非奸雄，而是“晚清时

期的一代权臣”。“历史人物从来都先是政治的，再是历史的。一个咽

了气的人，就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而是被戴上了帽子，打扮成或美

或丑的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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