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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中国动荡不安。正所谓乱世出英雄，

李鸿章正是应运而生，他的出现为大清统治注入了新

的力量，他几乎凭借一己之力撑起一叶孤舟，在浩大

的历史乱流中辗转腾挪，为清朝末世探索方向。

自从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外国侵略者强势

闯入，不遗余力地侵蚀中国，急速扩张；不久，太平

天国成立，农民起义军积极开战，迅速拿下了清国版

图的半壁江山，捻军也从旁协助，使得清政府火烧额

头。如此一来，清朝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境地，数次面

临灭亡的威胁，李鸿章用自己的努力拯救国家于危难

之中，延缓了清朝衰微的速度。

本书讲述了李鸿章少年时代步入仕途，镇压太平

军、捻军，组建淮军、北洋水师，开办洋务运动，在

国际外交舞台上周旋直至死亡的一生。

在书中，你能看到他仕途中的心理活动，他企图

用先进的思想和行动唤醒中国这条沉睡的巨龙，长达

四十多年的付出，最终为封建的中国点亮了一丝近代

化的曙光，埋下了近代化企业的种子，他用自己奋斗

的故事谱写了一部励志史诗，你能在书中从多个角度

看到真正的李鸿章。

前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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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晚清第一能臣

第 一 章

少年李鸿章

小时候，李鸿章就表现出天

赋异禀、天资聪慧的一面，赢得

长辈们的关注和喜爱。

在同龄人眼中，他是孩子王 ；

在 长 者 眼 中， 他 天 生 具 有 将 相 

气质。

李鸿章拥有不凡的少年时代，

心 怀 不 凡 的 志 向， 具 备 不 凡 的 

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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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门第出才郎

李鸿章，安徽合肥人，本名章桐，字渐甫，

号少荃，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李文安是个

满腹经纶、勤于读书的老实人，在没有通过科举

进入仕途之前，一直在家乡以开馆授业为生。

李鸿章生于道光三年正月初五（1823 年 2

月 15 日）出生在合肥肥东县东乡（今合肥瑶海

区），是家中二子，李文安还有五个儿子，长子

李瀚章，三子李鹤章、四子李蕴章、五子李凤

章、六子李昭庆。

在这些儿子中，李鸿章是最受父亲重视的，

也是成就最大的。他从小就表现出一股不凡的气

质，天资聪慧，喜欢读书，灵活变通，浑身散发

出一股灵气。

李文安经营的课馆名叫棣华书屋，李鸿章从

6 岁的时候就入馆学习，接触浩瀚的书海，领略

经典文集。

父亲看到李鸿章如此勤勉，爱好读书学习，

心中非常欣慰，同时他自己也在努力备考，准

备下一次科考有所成就，改善家里的贫穷境况。

后来忙于科考，李文安腾不出多少时间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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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却又不想浪费了这块璞玉，只能咬牙花

重金聘请当地有名的大儒周老先生负责李鸿章的

启蒙教育。

周老先生收徒非常严格，治学严谨更是出了

名的，尽管收了很多徒弟，可让他满意的少之又

少，他也是看在李文安同为读书人，反复苦求才

答应下来。

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导，周老先生越来

越高兴，因为他遇到了真正的天才，真正的可造

之材。

李鸿章天资聪慧，八九岁时就熟读《四书》，

甚至涉猎一些其他的儒学经典，而且尊重师长，

在周老先生面前礼数周全。这样谦逊好学的孩

子，哪个老师不喜欢？

于是，周老先生十分重视李鸿章，打心眼里

喜欢这孩子，外出办事或游玩都要带着他。

有一次，正值酷热的三伏天，师徒二人外出

游玩，全身上下都被汗水浸湿了，两人来到一个

池塘边，一眼看去，池水清澈见底，池底石头上

的纹路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师徒二人便打算在这里洗个澡，当周老先生

脱下衣服，将其挂在树枝上时，不知是无意还是

有意，轻声念道：“千年古树为衣架。”一旁的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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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章正在脱衣服，听见师傅的话，眼睛一亮，看

到师傅正捧着水冲洗身子，张口接道 ：“万里长

江作浴盆。”

听到这话，周老先生当场愣住了，过了

片刻才反应过来，眉开眼笑地大声道 ：“妙，

妙啊！”

或许是一时兴起，或许是为了再次试探李鸿

章的本事，周老先生又给他出了几个难题，有赋

诗，有对联，李鸿章摇头晃脑中全部答对，而且

◆李鸿章故居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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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起来抑扬顿挫，颇有古人大儒之风范，让周老

先生开怀大笑。

回家后，他偷偷跟李文安提及此事，不停地

赞赏李鸿章，称其才思敏捷，将来必成大器。

李文安非但没狂喜不已，反而有些担心，有

些疑虑，自己儿子才九岁多，就算读过几本书，

也算不上登堂入室，尤其是周老先生，一直以苛

刻严谨出名，很少这样夸奖一个孩子。

看到李文安狐疑的神情，周老先生哭笑不

得，只好约了王先生一起出题考验李鸿章。

第二天，王先生如约而至，刚一进门就看见

李鸿章和几个孩子把桌子垒起来，最上面放着一

把靠背椅，李鸿章就坐在上面，摆出威风凛凛的

样子，使唤下面几个孩子，像个大将军一样发号

施令。

突然，他看到王先生、周老师和父亲联袂而

来，尤其是看到李文安阴沉着脸，吓得浑身颤

抖，不敢下来。

王先生朗声大笑，道：“鸿章，只要你答对

了我的问题，就让你下来，不惩罚你！”

李鸿章哪敢不答应，慌忙点头，王先生提⋯

问了：“三下下到地。”

李鸿章眼珠子一转，机灵地答道：“一飞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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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天。”

王先生和周老先生相视而笑，唯独李文安摸

着下巴，像是在思索着什么。

两人走后，李文安担心三人串通好了糊弄

他，于是把他带到书房，拿起桌子上一本账本，

装作若无其事地感叹道：“年用数百金，支付⋯

不易。”

此话一出，聪明的李鸿章瞬间明白了父亲的

意图，眼珠滴溜溜一转，计上心头，咧嘴一笑，

随口对道：“花开千万朵，色彩无穷。”

“好，好，好！”李文安一时高兴，连连叫

好，对周老先生的话也信了几分，暗道自家二儿

子有真才华，是个可塑之才。

李鸿章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一旁的大哥，

李瀚章却是撅起了嘴，有点不高兴了，他相信自

己也可以对出来。

李文安接着又出了一个上联：“风吹马尾千

条线。”

没等李鸿章开口，长子李瀚章抢着答道 ：

“雨洒羊皮一片腥。”这个回答非常平庸，没有文

采，只有单纯的对仗。

李文安皱了皱眉头，瞪了大儿子一眼，微微

有些不满，李鸿章则是不慌不忙，仔细思索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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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缓说道：“日照龙鳞万点金。”

李文安听后，直接站了起来，拍案叫好，这

幅下联不但对仗工整，而且读起来大气磅礴，富

有贵气，吉祥如意，倘若用来赞扬皇上，定会让

其龙颜大悦。

他这次是完全放心了，他的眼里全是喜悦和

满意，无论才识还是气质，李瀚章拍马也赶不上

李鸿章，从此更加重视培养李鸿章。

李鸿章后来又拜了堂伯李仿仙和合肥名士徐

子苓为师，专心攻读经史，为今后的仕途打下深

厚的基础和扎实的文学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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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学志高赴考场

李鸿章的先祖本姓许，早年因为一些变故从

江西湖口举家迁到了安徽省庐州府合肥县，从此

在合肥扎下了根，虽然生活过得艰辛，但好在祖

祖辈辈撑过来了，香火没断。

到了李鸿章的八世祖那一代，由于生活所

迫，八世祖许迎溪将其次子许慎过继给了姻亲李

心庄。

李家人一直都踏踏实实，勤俭劳作，不管家

境如何，都没放弃过读书，期望有一天可以通过

科举进京做官。

李家到了李鸿章高祖的时候，家里终于有了

良田二顷，生活水平也算走进了当时的小康水

平，可以自给自足，丰衣足食，也正是有了一定

的经济基础，家里才有钱供孩子上私塾。

不过，辗转几代人过去了，都没有人能从

乡下脱颖而出，不知是什么原因，但没有一人

放弃过。李家家训严苛，非常重视孩子的教育，

因此李家子弟在附近都是出了名的勤奋好学，

知书达理。

终于，到了李文安这一辈，李家得到了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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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眷顾，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大器晚成。李文安

小的时候身体很弱，是众兄弟中年龄最小的一

个，尽管读书刻苦，却很晚才受启蒙，被其父亲

误会贪玩。直到后来乡试中举，几年后又和美名

远播的曾国藩一同中进士，二人成为“同年”，

关系一直很好。

未中举之前，李文安在家乡以课馆为业，一

边专心研究经史，一边教授同乡孩童启蒙，以此

来赚些钱财补贴家用。

他万万想不到，在他这一辈子，可以见证李

家连续发迹，三代中竟有四人考取了进士，还有

很多人考上了举人、拔贡、秀才。

李鸿章从小好学，他机灵聪敏，不像父亲一

样埋头死学，而是从生活中发现问题，进而向老

师、长者请教，记忆力超强的他对于书本上的硬

性知识很快就能掌握，这让他有更多精力把注意

力放在现实中，了解更多时事。

这一点几乎完全摆脱了李家多年来的思想束

缚，不再埋头苦学。李鸿章小时候可是乡里的孩

子王，从小表现出来一股子灵气，让那些孩子愿

意亲近他，听他指挥。

李鸿章渐渐长大，也不再只局限于待在祠堂

郢村，而是常常去附近周边的于湾等地拜会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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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跟当地有学问的长者或者秀才交谈时事，分

析探讨经史典论，对国家大事也有自己独到的见

解，这让当地学者都耳目一新，眼前一亮。

年纪轻轻就展露出杰出的经世之道，足以看

出李鸿章雄厚的文学功底和理解能力，也正是有

了这些经历，培养起了李鸿章的求学报国之志。

李文安看到二儿子这些年的成长和变化，又

惊又喜，他自己性格内向，不善沟通，耽误了求

学的最佳年龄。1834 年，李文安在乡试中考中

举人，四年备考，又在 1838 年与曾国藩同年中

进士，李家这才富裕起来。

有了富裕的经济条件支持，李鸿章了解的东

西越来越多，对社会的认识也逐渐加深，在他

17 岁时，也就是 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李鸿

章看不惯外毒入侵，立下志向，决定为国家、为

百姓贡献一份力量。

在父亲的鼎力支持下，李鸿章毅然决然地报

名参加了当年的科举，怀着远大的抱负走进考

场，一支挑起伟大志向和美好愿景的笔杆子，让

他一路绿灯，拔得秀才头衔。

考官都被他独到的见解和酣畅淋漓的笔风所

震撼，得知是新任进士李文安的二公子，纷纷夸

赞不已，更是赞叹虎父无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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