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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击。1901年 11月 7日，李鸿章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

李鸿章的人生和其外交历程走到了尽头，但他对世界政治

经济大势的判断，则在更早之前被记录下来，耐人回味。

1896年，李鸿章在访问美国东海岸时，曾接受《纽约时报》

记者的采访。当时，美国政府通过排华法案，为表示抗议，李

鸿章改变了原来从美国西海岸乘船回国的计划，最后从加拿大

温哥华返程。在这次采访中，李鸿章详细表述了自己对美国政

府此举的看法以及由此延伸出的世界政治经济理念。

他直言“排华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在他看来：

所有的政治经济学家都承认，竞争促使全世界的市场迸发活力，

而竞争既适用于商品也适用于劳动力。“我们知道，《格利法》

是由于受到爱尔兰裔移民欲独霸加州劳工市场的影响，因为清

国人是他们很强的竞争对手，所以他们想排除华人。如果我们

清国也抵制你们的产品，拒绝购买美国商品，取消你们的产品

销往清国的特许权，试问你们将作何感想呢？”

他进一步说：“不要把我当成清国什么高官，而要当成一

名国际主义者，不要把我当成达官贵人，而要当作清国或世界

其他国家一名普通公民。请让我

问问，你们把廉价的华人劳工逐

出美国究竟能获得什么呢？廉价

劳工意味着更便宜的商品，顾客

以低廉价格就能买到高质量的商

品。”

李鸿章质问：你们不是很为

你们作为美国人自豪吗？你们的

国家代表着世界上最高的现代文

明，你们因你们的民主和自由而

自豪，但你们的排华法案对华人

来说是自由的吗？这不是自由！

当《纽约时报》记者询问美

国资本在中国投资是否有出路时，

李鸿章回答：“只有将货币、劳

动力和土地都有机地结合起来，

才会产生财富。”他表示，中国

非常高兴地欢迎任何资本来投资，

但这些企业的管理权应掌握在中

国政府手中。“我们欢迎你们来

华投资，资金和技工由你们提供。

但是，对于铁路、电讯等事务，

要由我们自己控制。我们必须保护国家主权，不允许任何人危

及我们的神圣权力。”

这些观点，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有其价值；甚

至仍然说中了当前中美政治经济交往领域的一些焦点问题。当

年在欧美的此类见闻以及所思所想，李鸿章回到北京后向慈禧

和光绪帝都如实汇报。然而，这些事实和理念并不能改变当时

中国的统治者，也无法治愈病入膏肓的清王朝。

在当时的外国人眼里，李鸿章是中国最懂外交、最有世

界意识的优秀政治家，但从《马关条约》到《辛丑条约》，

他永远是一个失败者、失意者，甚至被认为是千古罪人。这

难道仅仅是其个人能力不济造成的？其实，他只是站在前台

的一个代表。国家实力的强弱，才是决定国际交往形势的根

本要素。

李鸿章去世后，曾经是他“政敌”的梁启超撰写了《李鸿

章传》。他说：我不能说李鸿章不是英雄，但他是时势所造的

英雄，不是造时势的英雄。他在传记中称：“吾敬李鸿章之才，

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与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