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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子 三千年未有之强敌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坐镇上海，一边和朝廷群臣钩心斗角，一边有条
不紊地对麇集于苏州城的太平军进行最后的绞杀。
上海城中，一片安宁祥和的气氛，码头边上货运繁忙，西洋制造的火轮船与古老的中国式木制海船杂
错相陈，在淮军水师的监视之下进进出出。
远海商船基鲁雪基号驶入港口，这是怡和洋行的船只。
商客们踩着踏板，陆续登岸。
五名形貌古怪的年轻男子，走到船舷边上，他们的目光之中，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惊惧与震骇。
这五个人的衣装很是奇特，头上绾出一个发髻，右衽宽服，脚上穿的是大足趾分岔的木制趿拉板儿，
走起路来呱嗒呱嗒响个不停。
这些形貌古怪的外来客是五名年轻的日本人。
他们五人中的行动首领，叫伊藤博文，这一年他22岁。
伊藤博文，日本长州藩人氏，祖上世代务农，因为父亲被一名下层武士收为养子，遂进入武士阶层。
因为家境贫寒，伊藤博文小时候做过侍童，当过杂役，还曾寄身于寺庙中。
因其为人狡狯，机变百出，成为下层武士中的优秀者，人送绰号“饿鬼大将”。
这时候的日本，由于德川幕府长达两百多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其落后程度比之于当时的中国，有过之
而无不及。
所谓国家落后，不唯是指经济的贫乏，更重要的是政治的结板化，意即社会阶层的流动渠道被禁封，
每个人从生下来，就被锁定在一个固定的社会阶层中，无论你如何拼争，到死也不能改变境遇之分毫
。
伊藤博文出生于下层武士阶层，注定了他不可能有机会出人头地，但这个命运，却因为外界因素的介
入，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这个外界因素，一如当时的中国，就是指越洋而来的西人之火轮船。
1853年，也就是中国的咸丰三年，时洪杨崛起于东南，攻陷了“小天堂”南京。
就在这一年7月8日，日本海面上突现4艘不明来历的黑船，径入日本领海，令幕府将军德川家庆大为震
愕。
据相关史书记载：这4艘黑船的突然出现，让日本陷入了恐慌之中。
当天夜里，江户城（就是后来的东京）一片混乱，武士们忙于备战，车声辚辚，战马萧萧。
城外大小寺院内钟声齐鸣，妇孺凄厉地哭喊，有钱人准备逃往乡间，更多的人拥入神社，击掌祷告神
灵，乞求神风再起，摧毁黑船。
当时的孝明天皇，对黑船的来到表示了无限的悲愤，他亲往神社，连续祈祷一十七天，乞求神灵保佑
，攘斥夷类，使天下太平，皇祚长久。
德川家庆立即下令，命12艘日本的木制战船前往迎战，务须一战全歼来犯之敌。
少顷，水师回报，那4艘黑船，犹如魔怪一般，发出恐怖的吼叫之声，喷射出浓浓的黑烟，就在水师
的眼皮子底下扬长而去，转瞬间无影无踪了。
这到底是什么怪物？
幕府众人惊恐莫名。
这就是西人的火轮船，同样也是让中国的暴政统治者切齿憎恨的东西。
这支舰队，是由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前来敦促日本开放门户的。
这个要求是幕府万万不能答应的。
幕府心里再清楚不过了，所谓开放门户，意味着社会阶层的流动，这是日本新生的机会，可是自己的
权力也会遭到质疑。
人家好端端地关着门，奴役万民恣意享乐，作威作福快乐自在，这是何等美妙的人生啊！
偏你这些洋火轮招呼也不打一个就跑了来，让那些匍匐于暴政之下残喘的民众，终于意识到自己也是
有尊严的人，从此不肯再心甘情愿地接受被奴役的命运。
这让幕府统治者气愤于心，羞恼已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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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爱死不死，反正自己手中的权力不能放开。
这就是幕府的态度。
为了表明自己决不妥协的态度，日本水师捉住了登岸的美国水手，剥光他们的衣服，关进木笼子里。
佩里大喜，趁机指控日本人违背了国际公法，要求日本人道歉。
可怜当时的日本人哪里晓得什么叫国际公法，于炮舰之前，只有认栽吃瘪的份儿。
幕府无力对抗美国的火轮船，被迫允许美国代表团上岸递交国书。
而这就意味着，封闭了两百年之久的日本国门，终于发出了吱呀吱呀的声音，被迫打开了。
门户开放，立即让居于中下层的社会阶层发现了机会，以萨摩、长州等西南藩为中心的下级武士，与
豪农巨贾结盟，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尊王攘夷！
这个口号，并非日本人所创。
这是春秋初年，管仲替齐桓公谋划提出来的一个战略口号。
借助这个口号，齐国以周天子的名义东征西讨，建立了霸业。
此后这个口号便随同古老的竹简埋于地下，久已为中国人所忘记。
但是日本人没有忘，一旦他们发现了机会，就急不可耐地，把这个口号捡了起来。
日本的中下层武士之所以使用这个古老的口号，用意很明显。
他们就是要打着支持天皇的名义，从幕府那里夺回权力，只有这样，才能够改变这些中下层武士的命
运。
古老的权力结构，总是呈金字塔状的，不得志的下层人士永远占据多数。
这使得“尊王攘夷”的口号在日本大得人心，逐渐形成了潮流。
这个口号被提出来的时候，伊藤博文还只是个孩子，十年后他成长起来，以其过人的智慧与勇气，立
即成为倒幕运动的骨干人物。
1862年12月12日，伊藤博文21岁。
这天夜里，伊藤博文率领十几名年轻的志士，悄然来到品川御殿山。
近在咫尺的，就是新建立起来的英国公使馆。
所谓“尊王”，尊的是天皇，所谓“攘夷”，攘的就是居住在使馆之内的英国人。
伊藤博文当先开路，用木锯锯断使馆外边的护栏，率众悄然而入，对着使馆的门窗，伊藤博文一声令
下，众人齐齐地投掷出了他们自己制造的燃烧弹。
烈焰熊熊，火光四起，使馆中的夷人发出惊恐交加的尖叫。
伊藤博文哈哈大笑，这些个夷人，也不过如此而已。
怀揣着战斗获胜的激情，志士们返回居所，兴奋地痛饮起来。
饮酒之际，伊藤博文忽然间心念一动。
那西夷洋人，虽然在日本本土上的人数不多，只需要几枚燃烧弹就能够全部消灭。
可打蛇不死，反贻后患，最好能够找到夷人于远海之外聚集的岛屿，将其统统消灭，这样才能够取得
“尊王攘夷”的最后胜利。
他这个想法虽然很好，但是如果说出来，却很危险。
因为当时整个日本都笼罩在一片狂热之中，普遍认为夷人不堪一击。
这种想法一旦说出来，伊藤博文就是最典型不过的日奸，必然会遭到爱国志士们的追杀。
但这个想法一旦产生，就时刻在他的心底回荡。
于是伊藤博文悄悄地去找长州藩藩主毛利敬亲，表达了自己想要出海、研究夷人以期将其彻底消灭的
想法。
可想而知，毛利敬亲听了他的话，是何等地痛心疾首。
为了挽救伊藤博文，避免他在日奸的不归路上越走越远，毛利敬亲苦口婆心地劝说伊藤博文千万不要
执迷不悟，以免贻误终生。
劝说到最后，毛利敬亲反被伊藤博文说服，和伊藤博文一道踏上了日奸的不归路。
毛利敬亲之所以那么容易地被伊藤博文说服，是因为他居于权力的高层，信息资源充足，对西夷的情
形略知一二。
他最是知道“尊王”这事容易，但“攘夷”这事，恐怕是千难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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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毛利敬亲的安排之下，伊藤博文和井上馨等五名年轻的日奸，于夜幕中悄悄地登上一条开往中
国的商船，离开日本，准备潜入西夷进行观察研究。
未至西夷，甫到上海，伊藤博文就已经被自己所见到的一切，震骇得一片茫然，不知所措。
此时的上海，已成为东方第一座重港，西洋式的建筑栉比鳞次，街头行人匆匆，金发碧眼的西洋绅士
，与充满东方韵味的旗袍女子，挽手结伴而行。
卖花的乡下小妹，轧棉花糖的憨笑老伯，店铺中人头涌动，生意火爆。
无尽的繁华，这就是当时的大上海。
没有人留意到这几名登陆者，更没有人理会他们那因为极度震骇而睁大的双眼。
这时候的伊藤博文才意识到，说什么“尊王攘夷”，那不过是痴人说梦。
此时的日本不要说与西夷相比，与近在咫尺的中国相比，也已经是天差地别。
大上海因为洋务运动而焕发出新的生机，而日本还停留在远古时代的梦呓之中。
日本要想强大，就不能再沉迷于无知的旧梦中，而应该学习中国，脱离蒙昧时代，走向文明。
这就是伊藤博文心里的想法，他要用这个想法去唤醒日本，拯救日本。
而刺激他从蒙昧状态中清醒过来的，是中国的江苏巡抚李鸿章。
从此李鸿章这个名字，牢牢地铭刻在了伊藤博文的心中，成为他一生效仿的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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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权谋高手李鸿章:力挽狂澜》内容简介：晚清政坛云谲波诡，内部洋务派与顽固派缠斗不休、势同水
火，外部列强环伺、步步进逼，李鸿章如何运用他炉火纯青的权术谋略，纵横捭阖，力挽狂澜，突破
晚清军事、经济、外交的困局，最终成为让慈禧太后赞为“再造玄黄”的官场不倒翁呢？
中国幽默讲史领军人物雾满拦江积多年研究心得，以新史料、新视角、新观点，以诙谐流畅的语言，
为你真实展现李鸿章如何运用博大精深的政治智慧，力挽晚清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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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雾满拦江，幽默写史领军人物，善于将历史名人做全新解读，并归纳其成功之道。
文风辛辣犀利，观点新锐生猛，为千万读者所称道。
多年研究李鸿章，深为李鸿章的谋略和智慧所折服。
继畅销作品《推背图中的历史》《神奇圣人王阳明》之后，潜心创作出重磅新作《权谋高手李鸿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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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二章 出奇制胜，打破僵局黄鹤楼兄弟争座次李鸿章奉命赴津处理教案，让洋务干将丁日昌
先行，他回家与母亲辞行。
做官了，发达了，总是要将老母亲安置在官衙，这是中国人的传统孝文化。
李鸿章进门给老母亲磕头请安：娘，孩儿要去直隶了⋯⋯老母亲听了皱眉：哎哟，儿子啊，你到两江
，母亲就跟你去两江，你调湖广，母亲就得跟你去湖广。
可怜你母亲这么大年纪了，还要天天车马奔波，游走四方，我这老身子骨经受不起啊。
这时候新任湖广总督进来，扑通跪倒给老母亲磕头：娘，您大儿子回来了，你就住在官衙里，不用搬
，新任的湖广总督就是我。
原来继任的湖广总督，是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
当时老太太就纳闷了：怎么这天下之大，就你们哥儿俩跑来跑去，官位轮换着做，别人都干什么去了
？
别人⋯⋯最好别提别人。
这中国之大，能有几个明白人啊？
！
李鸿章和大哥出来，门外早有一大群幕僚和朋友迎上：两位大人，今天你们兄弟相逢，实人间罕有之
美事耳，我们在黄鹤楼上摆下酒宴，一来给新任湖广总督李大人接风，二来给新任直隶总督李大人饯
行，请两位大人赏光移步。
见有饭局，李鸿章兄弟大喜，立即携手匆匆赶去。
到了黄鹤楼，众人却抓耳挠腮：两位大人，你看那个⋯⋯李鸿章：到底哪个？
众人：两位李大人啊，你看你们兄弟两个，李瀚章是大哥，应该坐在上位。
可是按官职，李鸿章是协办大学士，官位更高，理应坐上位。
那么今天这个座位的排次，到底应该是大哥居上呢，还是大学士居上呢？
这个⋯⋯李鸿章看了看大哥李瀚章。
李瀚章鼻孔冲天，心说再怎么着，我也是你大哥，你这个大学士可不是一个人拼下来的，是咱们李家
全家上阵，帮你打出来的。
所以今天这个座位嘛⋯⋯二弟你自己寻思吧。
李鸿章捋着胡子，看了看大哥的表情，问众人：我来问你们，今天这个筵席，是论公事，还是论私谊
？
论公事？
论私谊？
众人眼珠直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又应该怎么回答呢？
如果论私谊，今天这几桌子酒菜，谁给你报销？
于是众人齐声道：今天是论公事，不论私谊。
哦，只论公事？
李鸿章听了，大摇大摆走到主座前，一屁股坐下：论公事，我是协办大学士，官衔最高，所以理应坐
主座。
我大哥只能坐下面，这是朝廷制度，不能有丝毫懈怠。
但他是我大哥，让大哥坐在弟弟的下座，也不像话。
所以你们明天还得再摆几桌，只论私谊，那样我大哥就可以坐上座了，如何？
众人听了，顿时叫绝：哎哟，李大人，你这脑子可真是快，这么个僵局竟然都被你化解了。
李鸿章哈哈大笑：之所以出现僵局，那是因为你们的眼力不济，目光短浅，你把眼光看得远一点，把
一次宴请改成两次，问题岂不就迎刃而解？
以往，幕僚们看他与洋人斗智斗勇，也瞧不出个端倪来，而且许多具体工作，都是李鸿章的手下来做
，他不过是坐享其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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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久了，幕僚们已经很难看出，李鸿章到底比自己高在哪里。
直到这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才让诸人猛然醒悟，李鸿章这个协办大学士，可真不是白来的。
而大哥李瀚章带着全家，拼命地帮助二弟，就是因为李鸿章有这么个脑子。
这件事情虽小，却透露出李鸿章那过人的机敏和独特的思维特点。
我们完全有必要对李鸿章的思维特点进行一个简单粗略的分析，以便让我们学习并掌握一种或许是全
新的思维方式。
黄鹤楼争座之案，是由一个矛盾构成的僵局。
这个僵局的出现，是因为现场出现了两个评价标准。
按官职，李鸿章应当坐首座，而按年龄，则应该李瀚章坐首座。
如果让李鸿章坐首座，年龄上说不过去；可如果让李瀚章坐首座，官职上又说不过去。
李鸿章的解决方案非常简单，就是要把两个评价标准，打掉一个，只剩下一个评价标准，那么问题也
就自然而然化解了。
世间有许多僵局，让人深陷其中，痛苦不堪，无法自拔。
这些僵局的形成，必然是两个或多个诉求所导致，处理的要点就是把诉求拆开，每个诉求各组成一个
问题，解决方案也就应然而生，所谓人生僵局，就此不复存在。
现在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李鸿章会称做官是最容易的事情了。
这是因为，所谓做官，就是处于一个调配社会资源的位置上，以满足社会各方的需求。
一个官员，如果不具有这种资源调配的能力，又或是缺乏这种意识，就会陷于繁复的矛盾诉求之中，
终日拆西墙补东墙，疲于奔命，试图满足所有人，累得半死还落得个贪官的恶名。
究其原因，就是你的资源调配能力不够，与自身所处的职位构成了反差。
李鸿章是最善于打破僵局、另创局面的智慧型高手，无论什么样的矛盾诉求摊到了他的桌面上，他都
能够迅速地找到矛盾的症结，并利索地拆解开来，化繁为简，迅速解决问题。
同样体现了李鸿章这种高明的思维特点的，当属他这段时间对丁汝昌的安排。
丁汝昌，桐城人氏，最早追随悍将程学启，两人一起加入了太平军。
及至安庆城下之战，曾老九曾国荃以苦肉计逼迫程学启反水，于是程学启带了亲兵卫队长丁汝昌，缒
城而出投奔了湘军。
此后，程学启转入李鸿章手下，而丁汝昌始终跟随在程学启身边，为肃清上海外围的太平军，立下了
汗马功劳。
不幸的是，嘉兴之战，淮军第一猛将程学启战死。
此人之死，损失最大的就是丁汝昌，从此他失其依附，沦为散兵游勇。
他和程学启的残部忽而被调到东，忽而被调到西，最后被划拨到了刘铭传的麾下。
丁汝昌追随刘铭传，于两淮战场，再立新功。
及待捻军被平灭，淮军的头一桩事，就是裁军。
裁撤军队的命令落到了刘铭传的手上，刘大麻子眼皮一眨，这个裁军，当然是不能裁自己的亲兵卫队
，把自己的亲兵裁了，那就太缺心眼儿了，要裁就只能裁别人的。
谁是别人的亲兵卫队？
当然是丁汝昌，他是程学启的老部下，如今程学启死了，丁汝昌自然也就成为第一个挨刀的。
减员增效，分流下岗，这是任何时代都难免的事情。
当丁汝昌得知自己将要下岗的消息后，顿时火大了，不由得发起牢骚来。
你个下岗待业的老员工，乱发脾气可就不对了，这叫不顾全大局，这叫社会不稳定因素。
就见刘铭传满脸的大麻子泛起浓浓的黑气，杀机顿起。
那丁汝昌却是最知道刘铭传的狠辣，闻知情形，星夜纵马，狂奔回家乡，找个茅坑躲了起来。
他若是逃得慢一步，必然成为刘铭传的刀下之鬼。
丁汝昌逃了，刘铭传很是失落。
但好歹，分流下岗这事，算是顺利完成了。
而丁汝昌躲在家里，越想自己这半辈子，越觉得不值，半生追随程学启，在战场上死过无数次，最终
却落得个逃犯的下场，这真是太郁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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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前想后，丁汝昌心有不甘，就给李鸿章写了封信，哭诉自己的委屈。
收到丁汝昌的书信，李鸿章也呆住了：什么？
程学启的亲兵队队长丁汝昌，现在沦为逃犯了？
哎哟，这个事⋯⋯真是不太好办。
丁汝昌曾是淮军中的一员，是李鸿章的家乡子弟兵。
为了李鸿章的前程，不知丢了多少子弟兵的性命，侥幸残存如丁汝昌者，遇到今天这种委屈事，李鸿
章是一定要管的，如果不管，那未免太没良心了。
可这事，到底该怎么个管法呢？
刘铭传和丁汝昌，手心手背都是肉。
若是让丁汝昌回军中任职，刘铭传肯定不干，说不定还会大闹起来。
如果不让丁汝昌回来，那么淮军的兄弟们，就会看在眼里，凉在心中，自己以后也没法做人了。
眼前这桩僵局，与黄鹤楼兄弟争座次，如出一辙，几无区别。
解决问题的法子，也是采用黄鹤楼式的，具体方法就是将两个彼此矛盾的诉求，拆解开来，一分为二
，问题就解决了。
于是李鸿章打算把一支淮军拆成两支，让两人各统一军，这样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可是淮军正在裁撤之中，又如何把一军扩为两军呢？
这个⋯⋯裁撤的全都是陆军，是不是？
这不大清国还没有海军呢？
立即上奏，要求建立海军。
海军一旦建立，就会产生许许多多的空缺岗位，可以安置从淮军分流出来的下岗老员工。
如此妙计，岂不美哉？
于是，丁汝昌和他的大清海军从此走入历史。
只不过，这个开端有点儿诡异，为行将到来的二十四年后的中日对决，带来了永远无法抹除的阴影。
如何对付洋人八月二十五日，李鸿章秘密来到天津。
知道他到来的，只有两个人：拱卫京畿的淮军大将刘铭传与提前赶来处理案子的丁日昌。
由于教案转入丁日昌之手，民怨的宣泄口，也就冲着丁日昌来了。
李鸿章一路所行，但见揭帖无数，无不是咒骂丁日昌八辈子祖宗，说他是“丁鬼奴”，巴结洋人，卖
国求荣。
见此情形，李鸿章心花怒放。
曾国藩吃亏就吃在手下没有一个丁日昌这样顶雷的人，所有的事情全都自己扛，结果被朝廷使阴招儿
摆了一道。
夫子的一世名节，毁于一旦。
而李鸿章这边，挨骂的角色由丁日昌担当了，李鸿章躲在他身后，逃过了民怨的诅咒。
这么个团队，李鸿章是喜欢的，但天天被人骂八辈子祖宗，丁日昌承受不了了，没过多久，他就坚决
退出了官场。
但是目前他还没有退出，只好硬着头皮，向李鸿章汇报工作。
听丁日昌说了详细情况，李鸿章心里有数，就去拜谒老师曾国藩。
曾夫子勉强从床上爬起来，与心爱的弟子讨论案子。
那么这起案子，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呢？
很简单，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那些打死无辜修女的暴徒，甭管他们有多么愚昧，必须制以刑裁。
至于更多的暴民，只要手上没有人命，又或是抓不到实际证据，就睁一眼，闭一眼吧。
此外再赔付洋人相应的财产损失，以及给予死者相应的经济补偿。
这是李鸿章的态度。
但是曾夫子告诉他，洋人的要求远高于此，法国人要求中国的地方官以性命相抵。
李鸿章连连摇头：不不不，冤有头，债有主，地方官又没什么大的过错，凭什么要给洋人赔命？
这事无论如何也不能答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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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子问：你若不允，洋人定然不依，如之奈何？
李鸿章笑曰：老师放心，对付这些洋人，学生有一手绝活儿，那就是痞子腔。
听了这句话，曾夫子脸色一沉：少荃啊，你怎么又犯了老毛病呢？
忘了为师对你说过的吗？
待人处世，唯重一个诚字。
李鸿章点头：老师所言极是，极是⋯⋯曾李师徒，有过无数次的对话，但唯有这一次极为重要，是所
有晚清史家研究的对象，也是所有相关史书必须提及的。
起初，李鸿章的历史形象在政治上被定位为卖国贼，他所做的具体事情被淡化，留下来的只有这个确
凿的证据，证明李鸿章是个大流氓。
你看，他满嘴痞子腔，可知是个地地道道的大地痞。
后来，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无法忍受这种对历史的粗暴蹂躏，就跳出来替李鸿章翻案，解释说：所谓的
痞子腔，实际上是一种外交辞令！
没错，就是外交辞令。
其实，所谓的痞子腔，并非是外交辞令，而是一种针锋相对的强硬态度。
痞字的原意，是突凸之意。
这个字源自于中医，指人体内部的痞块。
人体是柔软的，内部突然多出个硬硬的痞块，也就是肿瘤，让人遭受不尽的痛苦。
地痞的原意，则是指平地上突凸的坚硬障碍物。
平坦的地面上，突然多出个坚硬的障碍，人走过就会被绊倒，扭伤脚趾事小，摔倒跌出脑震荡，也是
常有之事。
后来，地痞这个词，专门用来指称这样一种人，他们态度蛮横，粗暴粗野，像平地上的突凸障碍一样
妨碍正常人行走。
对于这种野蛮人，你只能绕道而行，如果有谁跟地面的突凸过不去，那就太划不来了。
李鸿章在上海跟洋人打交道久了，把洋人驯服得像狗一样听话。
他是最了解洋人的，知道在中国，洋人才是真正的弱者。
这些可怜的洋人，远离故国，孤零零地处身于一群梳辫子的男人之中，所有人都用阴沉沉的目光盯着
他们。
那种孤寂、那种凄惶，怎么形容都不过分。
外交官只不过是最早的经理人，是被雇用来解决问题的，国家所要求他们的是，以灵活的手段处理问
题，用最少的资源替本国侨民谋取福祉。
所有的外交官都是个霉摧的角色，他们只有责任没有权力，于是心里太孤寂，太恐惧，所能做的唯有
先声夺人，先把对手吓唬住再说。
吓唬住对手，外交官就赢了，没吓唬住的话，就另外去找个人来吓唬，总之要尽可能地捞回场子。
举凡中国所发生的教案，外交官都会先来吓唬地方官，吓唬住了千好万好，没吓唬住就去吓唬朝廷。
朝廷最怕洋人，如果洋人找来闹事，就狠狠地惩治地方官，这是洋人在中国盛气凌人的主要原因。
别的地方官害怕洋人，但李鸿章不怕，他更不怕洋人找到朝廷，因为朝廷知道他有本事对付洋人。
所以李鸿章向老师表态：不要理会洋人的恫吓，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洋人敢叫嚣战争，咱们就跟
他一块儿嚷，看谁嗓门大。
而曾夫子则指点弟子，对付洋人，除了态度强硬，不失国体，还必须要以真诚的人生态度打动洋人。
要让洋人喜欢你，愿意和你交朋友，你真诚，你强硬，你据理力争，谅洋人也无咒可念。
你真诚，你强硬，这就让对方知道你的原则和底线，无论是处理国际事务还是处理人际关系，都会顺
风顺水。
师徒二人商议妥当，李鸿章开始与洋人谈判。
洋人来了，和李鸿章一见面，对方顿时欲哭无泪。
负责处理天津教案的法国佬，还是那位刚刚和李鸿章扯皮磨牙、处理酉阳教案的罗淑亚。
这也是朝廷让李鸿章来处理天津教案的原因，两人是老朋友、老对手了，都太熟悉彼此的风格，见了
面想吵也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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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法国人刚刚在普法战争中吃了败仗，生生被炮轰死20万人，元气大伤，根本没有底气大闹
，所以双方的谈判，顺利得异乎寻常。
法国人最早的谈判底线，是清廷必须给法国开放一个通商口岸，赔付百万两银子，再拿地方官抵命。
如今遇到李鸿章，这些条件都不好再提了，敢提出来，李鸿章有太多的狠招儿对付他们。
此案最终裁决，16名杀人犯立即正法，21名从犯流放，还有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双双流放黑
龙江。
再赔法国20万两银子，修葺烧毁的教堂，再给列国遇害人员抚恤金25万两银子。
看到这个结果，曾夫子忍不住老泪纵横，这个天津知府张光藻和知县刘杰，他们两个无罪啊，凭什么
流放他们？
应该流放的是崇厚那个王八蛋⋯⋯后面这句话不能说，崇厚在朝廷是有势力的，夫子惹不起人家。
曾夫子和李鸿章两人凑了一万多两银子，给张光藻和刘杰当路费，又写信吩咐东三省的官员，务必好
好照顾这俩倒霉蛋，不能让他们受到委屈。
朝廷看到这个结果吓坏了，这么低的条件，人家洋人能答应吗？
李鸿章你可别胡来，惹火了洋人，那可了不得。
于是朝廷自作主张，另加了一款，派通商大臣崇厚去向法国人谢罪，这起案子就顺利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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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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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权谋高手李鸿章:力挽狂澜》编辑推荐：创业容易守业难。
从刀笔小吏到国之重臣，李鸿章一路平步青云。
那么，面对晚清军事、经济、外交的困局，李鸿章又将如何运用他炉火纯青的权术谋略，纵横捭阖，
力挽狂澜，最终成为让慈禧太后赞为“再造玄黄”的官场不倒翁呢？
如何展现外交家的风骨？
如何巧妙与洋人打交道？
如何处理敏感案子？
如何维持官场平衡？
如何撰写制敌于无形的工作报告？
如何既能做事，又能自保，同时得到领导始终不渝的维护？
中国幽默讲史领军人物雾满拦江，以新史料、新视角、新观点，用诙谐流畅的语言，为你真实展现李
鸿章如何运用博大精深的政治智慧，力挽晚清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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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推荐

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梁启超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与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伊藤博文近百年中国史上，中国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算两个，顾维钧算半个。
——唐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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