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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纪泽可算是中国近代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得到了众多领域和层次的关注。
这不仅是出于他个人经历的传奇性，而且是此人身上负载着民族文化精神。
目前，国内外对曾纪泽的研究成果形式以论文居多，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外交活动”、“西方文化
认知”、“中俄伊犁条约签订”等方面。
本书是对曾纪泽编年辑事方面做点文章，姑且就叫“年谱”吧，旨在让后人了解曾纪泽整个生平业绩
和重要思想学说，使读者手此一编，即可不劳远涉，不仅可以认识先生一生之嘉言懿行，也可以睹先
生之爱国情怀以及为中华民族外交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
    曾纪泽(1839—1890)，曾国藩长子，字劫刚，号梦瞻，湖南双峰人。
清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生于荷叶黄金堂。
自幼严受家训，课读经史；稍长，博览群书。
尤爱屈原的《离骚》。
咸丰年间，或随父母走京师、军营，或在家笃学，广泛涉猎西欧的数学、物理、化学及语言文学。
他还刻苦攻读外语，懂数国文字，尤通英语。
曾纪泽作为清末外交家，经世派学者，有着深厚的国学修养，因受洋务运动影响，研究西方科学文化
，又具备了一定的西文程度和西学基础，识者每以“学贯中西”誉之。
    同治九年(1870)春，曾纪泽由二品萌生赴京引荐，补户部员外郎。
同治十一年(1872)春父逝，回乡守丧。
光绪二年(1876)冬复人京，被袭封一等毅勇侯爵，光绪四年(1878)七月，出任英、法等国钦差大臣。
十月，补太常寺少卿。
任期内，审时度势，建议清政府与巴西建文通商，开创了中巴友谊之道。
光绪四年七月，接任郭嵩焘之职出任英国、法国大使，两年后又兼任俄国大使。
他属于在郭嵩焘之后正式经办“洋务”的“第二梯队”，是真正开始担负起比较繁巨的外交工作的“
洋务派”中的一位干员。
    光绪五年(1879)，曾纪泽被补授大理寺少卿。
翌年正月，兼驻俄公使。
六月，抵俄都彼得堡谈判中俄领土问题。
他深知，要毁已成之约，更立新议，无异“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
在谈判中，他不顾俄方恫吓，据理力争，修改了约定，解决了交还伊犁、定喀什噶尔之界、定塔尔巴
哈台之界、改嘉峪关通商、禁俄船入松花江水道、废乌鲁木齐领事、征天山南北路税务七项重大问题
，其中关于定界务三项、商务四项。
此外，还有偿款一项，改兵费之名为代守伊犁之费，从卢布500万元减少到卢布400万元。
经过半年多的反复交涉，终于取消原派大臣崇厚擅自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于翌年一
月签订《中俄伊犁条约》和《改订陆路通商章程》，不仅收回了伊犁九城，还在其他界务和商务方面
争回了部分主权。
    光绪九年(1883)，曾纪泽任驻法公使。
是年，中法战争爆发。
他极力抗议法国政府的军事侵略。
他在任驻法公使时，不屈不挠，与法人论战，身虽患病，仍不懈怠，力主清廷“坚持不让”。
翌年四月，被晋升兵部右侍郎，兼任驻英、俄公使。
几经周折，与英国签订《洋药税厘并征条约》，为清政府争得每年增加税银200万两的财政收入。
光绪十年(1884．)三月，曾纪泽补授兵部右侍郎，仍为驻英、俄公使。
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离英回国前，他十分关注国家之外交问题，著有《中国先睡后醒论》，针对
列强武力侵略中国的形势，主张“强兵”，以拯国危。
回国后帮办海军事务，迁兵部左侍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曾纪泽从光绪四年(1878)到光绪十二年(1886)，在大使任上八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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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绪十六年(1890)闰二月二十三日，曾纪泽卒于京师户部任内，终年52岁。
遗骨葬长沙曹家坳桃树湾，谥惠敏，有《曾惠敏公遗集》行世。
并有诗、古文及奏疏若干卷，早岁所著有《佩文韵求古编》、《说文重文本部考》、《群经臆说》等
传于世。
    回望历史，常常能让人惊诧不已。
人们必须承认：是曾纪泽的据理力争，“虎口索食”，促成《中俄伊犁条约》改签，收回伊犁地区的
土地，才让中国的领土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否则就要缩减为“九百五十八万平方公里”，
甚至更少，这个历史纪录就是曾纪泽打造出来的；与英国议定《洋药税厘并征条约》，为清政府每年
增加烟税白银200多万两；帮办海军事务，向英国订购大批军舰，助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维护了国家
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进程；在有关越南的中法交涉中，曾纪泽对法国情况和“
法越之事”持有正确的分析，他极力反对言和，力主抵抗，在国内外产生了较好的影响；1886年离英
回国前，以英文撰写发表在伦敦The Asiatic：Quarterly Revieu，(译为《亚洲季刊》)上的重要论文China
，！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译为《中国先睡后醒论》)，阐述对中国内政外交和列强对华政策的观点，
在国内外都有一定的影响。
    曾纪泽才华出众，国格坚定，人格坚毅，思想激进，勇于探索，是具有民族自尊心的爱国外交家。
凭借他的忠心和才干，与一般洋务官不同，他是先接受“西学”才来办“洋务”。
亲历欧洲时，注意考求西方社会风俗、时事政治，从而懂得了“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问”
的必然之理，下决心去‘‘扩而充之，以通吾之所未通”。
而不是把“洋务”作为博取利禄的渊薮，是一个有思想的“洋务派”。
在出任大清外交公使时，与列强针锋相对，为改变整个中国屈辱的外交历史局面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清政府对曾纪泽外交上的成功“深为嘉许”，赞扬他“握要力争，顾全大局，深为不负委任”。
    曾纪泽逝世时，朝廷表现冷漠，而世界各国舆论反应却很强烈，认为曾纪泽之丧是中国乃至世界外
交界的一大损失。
果然如此，没有曾纪泽的中国，从此全面进入了磕头外交的时代。
正如锤叔河先生所说：“在清季外交史上，曾纪泽可以说是没有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失败和屈辱的少有
代表。
”是中国不可多得的爱国外交家，理应研究与弘扬。
    中国近代外交史是历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而外交人物的研究尤为滞后。
大清公使《曾纪泽年谱》应为基础性有分量的拓荒之作。
宣传曾纪泽的不凡业绩和爱国献身精神，给予后人特别是外交人士以启迪和借鉴，继承为国家、为民
族、为社会不惜牺牲自我的奉献精神，发扬强烈的爱国意识和赶超进取意识。
宣传曾纪泽值得今人仿效的品行修养典范，进而润化当今社会。
    《曾纪泽年谱》的问世会对曾纪泽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本书虽未打破单记行事的体裁，但在涉及曾纪泽家族人物时稍作拓展，可算是一种论世知人的编年体
史书。
以时间为线索，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
主要辑录曾纪泽外交公使史迹，注意其有意识的行动、重要的著述、可显真性的小事、被人轻视的轶
事、理论文章的著书年月、与时人时风时事的接触以及与其极有关系的人的简要生平等。
本年谱依据大量史料，进行细密考证，多略不详，旁及各家著述，有考证兼注释研究，博采要删，纂
辑而成，力求全面清晰地反映事主特定时期各个历史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彰显曾纪泽之真才能、
真价值和他在学术史中的真地位。
    综上所述，曾纪泽曾经辉煌的外交经历已成往事，但却给世人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
盘点、介绍、评估这笔财富，使其惠及当世并启迪后人，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不容推卸的使命。
本书是主要依据《曾惠敏公全集》及对其他辅助材料的搜集所撰写的一点文字资料，但愿这种努力能
为后来研究曾纪泽乃至清末历史的人们提供一点参考。
同时，也为中国古籍文化的开垦贡献微薄之力。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曾纪泽年谱>>

    作者    2010年6月于沈师大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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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曾纪泽年谱》的问世会对曾纪泽的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本书虽未打破单记行事的体裁，但在涉及曾纪泽家族人物时稍作拓展，可算是一种论世知人的编年体
史书。
以时间为线索，按年月日顺序记述史事。
主要辑录曾纪泽外交公使史迹，注意其有意识的行动、重要的著述、可显真性的小事、被人轻视的轶
事、理论文章的著书年月、与时人时风时事的接触以及与其极有关系的人的简要生平等。

《曾纪泽年谱》由潘德利、王宇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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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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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生，辽宁沈阳市人，辽宁第一师范学院毕业。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
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专家。
曾主编《■言》、《曾国藩家书》、《选择与生活》等图书10余部。
发表图书馆学、文献学方面论文百余篇。
主持省级以上课题多项。
近年来倾心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古籍文献流散与回归研究。

王宇
1967年生，内蒙古赤峰市人，东北师范大学本科毕业，沈阳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
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馆长，研究馆员，辽宁省图书馆学会常务理事，辽宁省高层次科技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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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曾纪泽小传 曾纪泽（1839—1890），清末外交家，经世派学者。
湖南湘乡（今属双峰）人，字劫刚。
曾国藩长子。
他工诗文，兼通小学。
工书法篆刻，擅山水，尤精绘狮子，有《归朴斋集》。
在他降临人世时，其父曾国藩即赴京城做官。
后来曾国藩拜相封侯，九叔父曾国荃也官至两江总督，可以说他出生在一个完全的官宦世家。
然而，他并未沾染世家子弟的习气，学识人品俱佳，这与其父曾国藩对他从小就进行严格的家教有关
。
 曾国藩出身于世代为农的下层农民家庭。
他虽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基，深知名誉、地位、家业的来之不易
，特别希望自己的儿孙显赫万世，永不衰败。
于是，曾国藩费尽心机，从封建传统文化中寻找根据，独创一套治家理论和教育子女的方法。
从曾国藩家书、日记中处处可以看到，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谆谆诱导曾纪泽等儿女刻苦读书，好
好做人，不求做官发财，不以优越地位自居，重在真才实学，自立自强。
 曾纪泽从幼时起就受到父亲曾国藩在读书方面的反复训导和严格要求，使他懂得了为什么要读书和怎
样读书等问题。
曾国藩教导儿子，读书的好处很多，除了生存所需之外，更重要的是它能改变一个人的气质：“人之
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
”然而，要改变气质，就必须“先立坚卓之志”。
他再三嘱咐曾纪泽，应当珍惜这优越的家庭环境和条件，趁年轻的时候打下牢固的知识基础。
 曾纪泽受到父亲曾国藩细致而又亲切的训导，掌握了读书的方式和方法。
诸如怎样读经典书籍，怎样读制艺文字，都有区别对待。
他牢记父亲概括的读书方法：“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
”在看、读方面，按照父亲列出的“必读书目”和“参考书目”，精读与粗读并进；在写、作方面，
写字“切不可间断一日”。
各种体例的文章与诗词“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
曾纪泽在父亲的循循诱导之下，异常刻苦认真，打下了牢固的国学基础。
自20岁起，又开始涉猎西学中的科学技术知识，爱好极为广泛，经学、乐律、天文、地理、数学、物
理、英语无不兼顾。
他深刻地认识到，外语是学习先进知识与技术，接触世界的必备工具。
因此，他靠自学掌握了英语，能用英语交谈、写作。
这在当时，保守气氛浓厚、士大夫鄙夷西学的文化环境下，是很不容易的，为他兼做三国外交公使、
办理洋务奠定了有利的基础。
 曾纪泽在父亲曾国藩的教诲下，懂得了做人的准则。
曾国藩在家书中对子孙寄予的最大希望是：“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
之君子。
”所谓君子，就是“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他告诫曾纪泽：“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
”如果能做到这样，就是“人德之基”。
从小时候起就应当养成不贪图奢华，不习于懒惰，这对于官宦人家的子弟来说尤其重要。
在曾国藩悉心家教之下，曾纪泽为人厚重，处事精明果断，而且学识渊博，贯通中西，是一位难得的
人才，受到时人的称赞和朝廷的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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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曾纪泽年谱》旨在让后人了解曾纪泽整个生平业绩和重要思想学说，使读者手此一编，即可不劳远
涉，不仅可以认识先生一生之嘉言懿行，也可以睹先生之爱国情怀以及为中华民族外交事业做出的重
大贡献。
《曾纪泽年谱》是主要依据《曾惠敏公全集》及对其他辅助材料的搜集所撰写的一点文字资料，但愿
这种努力能为后来研究曾纪泽乃至清末历史的人们提供一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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