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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是不是“汉奸”？
在读书会现场，学者陈子善

就甲午战争中的焦点人物李鸿章
提了一个问题：在近代历史上，李
鸿章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
物，很多评价认为李鸿章是“汉
奸”，那么现代人该如何看待李鸿
章这个人物？

马勇解释，李鸿章从 1860 年
代的洋务运动开始全面介入政
治，清政府与西方各国签订的条
约他几乎都有参与，“但要记住李
鸿章是个参与者。李鸿章身背的
骂名，并不能抵消李鸿章在晚清
政府体制中的地位”。马勇举例
说，在李鸿章去世后，梁启超曾专

门为李鸿章立传，在他的《李鸿章
传》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评价李鸿
章的话：吾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
章之识，而悲李鸿章之遇也。

“为什么其时激进如梁启超
这样的人，都会为李鸿章说好话？
在我看来，晚清政府中具有国际
视野、洞晓历史走势的官员中，李
鸿章堪称翘楚。”马勇说，李鸿章
一直采取“以夷制夷”的策略，客
观上促进了晚清科技、经济的发
展；另一方面，李鸿章也认识到晚
清之弊应该改革，列强也是推动
改革的一股被动性的助力。“比如
当时英国、德国、法国的许多人在

替清政府做事，或者进入李鸿章、
张之洞等人的幕府，他们将伴随
工业革命的贸易观念带给了这些
晚清大员。”

甲午之战，李鸿章并不想打，他
更希望通过外交调解的渠道避免战
事，但是清政府内部一直有主战的
声音存在。“李鸿章虽然主张外交斡
旋避免战争，但是如果战争无法避
免，他也认为要打就好好打。”马勇
说，马关谈判之前的战争，也只是李
鸿章的嫡系淮军与日本之间的战
争，并不是晚清政府和军队对日的
全面战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李
鸿章是很悲剧的人物”。

破破解解甲甲午午战战争争之之谜谜
——— 历史学家马勇新作《甲午战争十二讲》出版

甲午之战中国为什么输了？
现在很多人将中国在甲午

战争中落败归为国力、军力不
强。马勇澄清说，历史的实情是，
清政府当时的国力虽弱，但经济
实力在亚洲仍然很强，海军力量
在亚洲则排第一。“中日的海军
将领基本上都是毕业于英国，学
习同样的战术，开着相同的战舰，
连海军的旗语都一模一样。甲午
战争的失败，和经济以及军事关
系不大。”

在马勇看来，清政府战败主

要是体制问题。彼时，日本已经完
成了明治维新，内阁经常吵吵闹
闹，什么事都要商议，看起来很
难达成一致，但真到了决定出兵
朝鲜以后，短时间内就在政府层
面达成一致，然后开动宣传机
器，举国动员。而晚清政府看似
一统天下，政府实力雄厚，但真
正到了战争之时，并没有举国动
员，老百姓也不关心战争，政府层
面则基本只有李鸿章在独力撑
持。

“甲午战争到最后李鸿章和
伊藤博文谈判，其间非常艰苦，但
日本还是希望尽快达成协议，争
取割地赔款，占有通商口岸，打开
中国市场，为什么呢？日本害怕晚
清政府真的举国动员，那后果根
本不可想象。”马勇解释，甲午战
争虽然发生在中日之间，但并不
是一个国家与一个国家之间的整
体较量，连晚清政府内部都没有
形成统一对日的意识，“说到根
本，是制度的较量”。

爆发于 120 年前的甲午战争深深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今年，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都存在
一股反思甲午战争的热潮。今年上海书展期间，著名历史学者、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员马勇推出
新作《甲午战争十二讲》，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及种种争议，给与了独具视角的解读。对于公众普遍
关心的问题，马勇也在读书会现场进行了回答。

慈禧在战争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作为当时清政府实际上的最

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在甲午战争
中扮演的角色一直备受关注，她
挪用军费修建颐和园也一直被后
世批评。

马勇则在书中提供了一个形
象更为全面的慈禧太后。马勇说，
1860 年代是中国从传统中国到现
代中国变化最快的年代。慈禧太
后是个女人，1861 年开始守寡，
1888 年光绪皇帝亲政，慈禧要求
退居幕后，但是在这一年，慈禧没
有退掉。因为光绪不让退，群臣不
让退，光绪的老师也不让她退。她
并不是全凭自己意愿留在这个统
治者位置上不愿放弃。

甲午战争爆发的 1894 年，慈
禧太后 60 岁，为慈禧祝寿成为举
国大事，何况在这一年，慈禧太后

郑重准备交权。从这一角度来说，
1894 年是中国的“政治大年”。马
勇说，在封建社会里，这样的“政
治大年”，慈禧的寿辰是最大的事
情，其他的都要让路，“晚清政府
将注意力放在为慈禧太后庆祝寿
辰上，你会理解这是这种政体下
历史的必然”。

“批评者说慈禧太后挪用军
费来做寿辰，标志是用军费去建
造颐和园。这种批评不能说没道
理。但批评者往往不说另一个原
因，颐和园既是光绪帝为慈禧选
定的颐养天年的地方，又是满人
海军学堂的举办地。”马勇解释，
汉人大臣里的李鸿章带出了北
洋水师，满人权贵们也想培养自
己的军事家、海军官员。建在颐
和园的海军学堂，也使用了国库

的钱。
李鸿章、慈禧太后的形象，在

我们后来的历史中一直没有好形
象。他们真的这么坏？马勇说，历
史学家对历史真相的探寻，既要
在诸多关系、诸多细节中来寻找，
还看重“叙述者”是谁。不同的叙
述者会说出不同的内容。比如慈
禧太后、李鸿章的形象，从辛亥革
命开始就被扭曲了，晚清灭亡辛
亥革命成功，两者的时间差太近，
但追求的体制截然相反，晚清的
代表人物怎么会被客观描述呢？
批评他们是革命正当性的需要。

“辛亥革命之后是民国，这百年来
革命浪潮接连不断，革命需要的正
当性也持续了下来。所以，对他们
真实的历史形象，一直还属于雾
里看花。”

探寻梁漱溟的心路历程
《梁漱溟日记》全本首次单行出版

本报讯（记者 吉祥）1953 年的最后一天，梁漱
溟以这样的文字为当天的日记收尾：“你这一辈子
做过什么好事？”当天，他与领袖发生了此后常被提
及的“雅量之争”。

梁漱溟从早年起即有记日记的习惯，但因战乱
等原因散失了不少。比如，梁漱溟 20 岁前后倾心出
世闭门研读佛典时期，写就了《楞严精舍日记》，在
抗战时期留存于北京故居，遗憾的是被人当废品卖
掉了。“文革”抄家更是致使他有 6 年的日记全部丢
失，4 年日记严重残损。不过即便如此，劫后余生的
日记仍有近 80 万字，始于 1932 年，终于 1981 年，前
后跨越 50 年。近日，这些日记经重新校勘，首次以全
本单行的形式由世纪文景出版。

日记的出版提供了一个研究梁漱溟的更好窗
口。今年上海书展期间，世纪文景组织了一场《梁漱
溟日记》读书会。梁漱溟次子梁培恕解释了父亲从
佛学转向儒学的原因。“他说佛学的宇宙观、人生
观，是一个终极的真理，但是太多的人不可能懂得
他，不可能接受他。他把救世的想法转向儒，因为他
看了儒书之后，认为孔子的生活态度是最适合于人
类的，他觉得再也没有比儒学更积极、乐观，同时也
很稳妥的了，它能够把每一个人的精神生活和实际
日常生活都打理得很妥当。”梁培恕说，父亲是为了
大众而放弃佛学转向研究和推广儒学的。

梁漱溟此后的人生经历的确也体现了儒家救
世济民的情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他积极投身乡
村建设运动，试图“将农村改造为一个儒家集体主
义思想的大学校”，尽管在邹平的实验因抗战爆发
而无奈中断，但他依然坚持救国之志，巡视抗战后
方，抗战胜利后又积极斡旋，调停国共两党争端。

当人们赞许梁漱溟的哲学贡献时，他却反复将
自己归入“行动派”。读书会上，复旦大学教授吕新
雨引述梁漱溟生前最后一次公开演讲说：“他说我
不喜欢哲学，我没有想到自己被看成是学者。”梁漱
溟研究专家艾恺教授也在此前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时说，在一场梁漱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走入人生
暮年的梁漱溟用非常有力的语气大声说：“我是拼
命干的！”

梁培恕在读书会上提到了梁漱溟与熊十力、伍
庸伯的交往，在评价熊十力时，梁培恕用了“率真”
二字。“梁培恕先生说熊十力先生是率真，那么梁先
生（梁漱溟）就是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刘
东说，梁漱溟在日记里多次对自己痛下批判，这不
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在《梁漱溟日记》里得到了佐
证，他经常自我反省：“浮夸不实，多所等待……与
可怜的世俗蠢人无异”；“自欺自昧，骗人骗己……
终日在自己所谓责任（其实是意气承当）及一些世
俗趣味上混日子”；“夜醒后思年来俗念盈胸，没出
息到家”……

不少人记住了建国后梁漱溟的廷争面折，对他
在“文革”遭受批判时傲然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
夫不可夺志”由衷钦佩。然而，此类所谓传奇，于梁
漱溟自身而言，不过是其践履笃实的生活常态。“独
立思考，表里如一”这八个字既是梁漱溟的自我评
判，也为后人所公认。

梁漱溟部分
日记本

《梁漱溟日记》
梁漱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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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十二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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