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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不惜费尽唇舌进行辩论的。他也许已经知道我方决意的主要

部分不能变动，所以在本日的会谈中，只是在枝节问题上斤斤

计较不已……甚至最后竟向伊藤全权哀求……此种举动，如从

他的地位来说，不无失态，但可能是出于‘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

的意思。”

签下《马关条约》之后，李鸿章担任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

臣职务被免，他赋闲在北京贤良寺。1896 年，俄国沙皇尼古拉

二世加冕，各国要派代表前去祝贺。清政府本派他人前往，但

俄国方面特地提出代表的“级别问题”，最终朝廷还是只能请

李鸿章去。李的推辞与朝廷的坚持来往几个回合之后，这位老

臣终于还是踏上了万里旅程。

此行当然不只是前去俄国道贺如此简单。甲午战败、《马

关条约》签订之后，“联合俄国对抗日本”的声音在清政府内

部越来越响，李鸿章也是此策的支持者。当时俄国正在修建西

伯利亚大铁路，提出让清政府准其在中国东北“借地修路”，

俄国以“联合中国对抗日本”为交换条件。李鸿章相信俄国人

会遵守承诺，于是代表清政府在约定上述事宜的《中俄密约》

上签字。

随后，李鸿章又游历参观了德国、荷兰、比利时、法国、英国，

并渡洋访问美国与加拿大。半年多的欧美之行，让他打开眼界，

看到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领域与西方强国的巨

大差距。

辛丑求和再当“罪人”

《中俄密约》一签，李

鸿章以为可保中国二十年无

虞。他绝没有想到的是，仅

仅 4 年之后，八国联军中第

一个攻破北京头道城门的正

是俄国人的军队！

1900 年，义和团的“灭洋”运动进入高潮。6 月，列强军

队以保护外交使节的名义攻入北京，清政府宣布同时向十一国

开战，然而清军与义和团无法抵挡列强的进攻。彼时，李鸿章

任两广总督，远在广州，朝廷屡次急电让他“北上勤王”。有

他人记录当时李鸿章的回复是“此乱命也，粤不奉诏”。

这条原文在李鸿章留存下来的电稿里不存，但可以考证的

文献里，李鸿章其实表达了同样的态度。时任大理寺卿、全国

电报局督办的盛宣怀由于职务关系，最先看到了朝廷指示南方

各省封疆大员“召集义民”“北上灭洋”的命令。盛宣怀立即

给李鸿章发了电报，提出：“今为疆臣计，各省集义团御侮，

　　表面上他是清政府派出的全权代表，实际上在谈判涉及的重大问题上，朝
廷的表态都是“着鸿章酌量办理”。这个“甩锅”真是千钧之重。

马关条约签署现场复原图。甲午战争，中国被东邻日本击败。

伊藤博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