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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编《李鸿章全集》全书16开38卷，约共2800万字。集京、沪、深、冀、鲁、皖20余位专家学者，历时14年精心编纂而成。全书囊括了国家第一历史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安徽省图书馆等著名图书资料单位收藏的大量李氏未刊资料约近三分之一。这些未刊资料绝大多数从未与广大读者谋面，是研究李鸿章的重要文献资料，弥足珍贵。全书杀青前，编者尚对目前国内外已见的各种相关资料，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的辑佚工作，从而使该书成为目前规模最宏大，内容最完备的一部李氏全集。6D1万圣书城

晚清军国重臣的人生轨迹 近代风云变幻的真实记录6D1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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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D1万圣书城

新编的《李鸿章全集》，除全部包含吴汝纶原编未刊的1700万字详本外，又有许多新的内容。李鸿章去世以后，有各种李氏文稿出版：光绪三十一年李鸿章孙李国杰编印《合肥李氏三世遗集》，其中《李文忠公遗集》收录了李鸿章的诗文；民国五年李经方、李经迈出资，将李鸿章另一个机要幕僚于式枚保存的李鸿章信稿三十二册石印出版，题名《李文忠公尺牍》；民国七年李鸿章的同乡兼门生黄书霖把他所保存的李鸿章在咸丰三年到同治元年致曾国藩的亲笔信札二十八通和便笺三通交给坊间石印，题名《合肥李文忠公墨宝》；商务印书馆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出版的《捻军史料丛刊》第二集和一九五八年六月出版的第三集，分别收录了《李鸿章信稿》、《李鸿章信稿补遗》，这实际上就是刻本《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里散失的同治四年至六年三月的部分，由当时李鸿章的幕僚钱恩棨（字芝门）携带回原籍江苏太仓，一九五四年江苏省文管会在接受前太仓图书馆的资料时发现，经江世荣先生整理考订后出版；一九六○年三月，中华书局出版年子敏先生根据潘鼎新儿子潘永龄保存的李鸿章给其父的145封信、以及安徽社科所历史研究室从安徽博物馆辑录李鸿章残缺信稿4封整理而成的《李鸿章致潘鼎新书札》；一九八四年，合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征集到李鸿章致吴赞诚信稿十二封；一九八六年，苏州大学历史系资料室发现李鸿章光绪十六年信稿一册共57封，前者经戴健、后者经董蔡时、陈珍棣先生整理后，分别刊载于是年的《安徽史学》；一九八九年，广东省丰顺县政协内刊《丰顺文史》第二辑，发表了由江村先生整理的《李鸿章致丁日昌函稿》102封；一九九二年，由天津档案馆、南开大学分校档案系编辑、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天津租界档案选编》里，存有李鸿章为列强在天津设立、扩充租界的各种批扎以及当时地方官给李鸿章的禀帖10余件；一九九七年六月《近代史资料》总91号，刊发了辽宁博物馆藏《李鸿章手札》25封（刘金库整理）；一九九八年武汉出版社出版了由王庆成先生编著的《稀见清史史料并考释》，其中收录了他在他在英国伦敦图书馆藏“戈登文件”里发现的李鸿章致戈登的函、札和批复11件；二○○四年七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由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的《历史文献》第七辑，收录了辽宁省图书馆藏李鸿章函稿26封（王清源整理）。另外，还有一些零星发表的李鸿章佚稿。总共出版的字数大约在七、八百万字之间，现一并收入新编《李鸿章全集》中。6D1万圣书城

除了以上收录已刊行者外，新编《李鸿章全集》中收录的未刊李氏文稿尚有：复旦大学图书馆馆藏十八册李鸿章信稿，上海博物馆馆藏李鸿章致亲友函稿，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李鸿章李瀚章兄弟函稿》等。6D1万圣书城

吴编李氏文稿中数量最大的是奏稿，由幕僚抄录，基本上按农历一月一册，从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担任江苏巡抚起，到光绪二十年底止，一共348册。甲午以后，李鸿章到北京入阁办事，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投闲置散时期，他未能像在直隶和北洋那样再雇请数量庞多的幕僚，所以从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约后到二十五年底的奏稿没有底本。到了光绪二十六年他短暂出任两广总督，又有六册《督粤奏稿》，此外还有上图长乐路书库的两大册奏稿散页。经过将近一年的整理，我们发现，这些奏稿，虽然都经过吴汝纶的圈阅，留下编选的痕迹，但有不少部分只有月份而无准确日期，更缺乏清廷的朱批或上谕。直到我们看到档案所藏李氏奏稿，两相对勘，才能核定时间，编入本书。6D1万圣书城

编纂过程中，特别重要而令人振奋的是查到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军机处录副档和宫中电报档中包含的大量李鸿章的奏稿、电稿。当我们编纂工作开始时就意识到大内档案中必有李鸿章的文稿，但其种类、数量以及有无损毁，心中无数。且分散在浩如烟海的档案海洋之中，查找不易。我向时任第一历史档案馆馆长的徐艺圃先生请求并多次商议，承蒙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力支持，有馆中四位专家从1993年底起，花费近三年时间进行搜寻、辑录、复印，结果惊人！一共从军机处录副档案中辑录各类奏折和附片九千六百余件、四万多页，从宫中电报档中辑录和复印九包。6D1万圣书城

另外，还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发现了一套较完整的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的题本，总共也有约三千万字，于一九九六年十月全部复印，妥运至合肥。档案馆的这一重要发现，扩大了此书的篇幅，大大提高了此书的质量。可以把当年李鸿章草拟奏稿的底本与给清廷的进呈本对校，比较其异同，又可以看到皇帝皇太后的朱批，了解清廷对具体事件的态度和处理措施。应该说这对研究者来说是极为重要的，但也因此打乱了我们原来的工作计划，大大增加了我们的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不得不将李氏家藏的底本与档案馆中的进呈本一一对勘，补其缺讹，剔其重复，核准时间，考订异同，编纂工作遂延宕14年之久。6D1万圣书城

这部分题本是直隶总督向皇帝上报的直隶地方各种事务的例行公文，在封套上盖上直隶总督的官印，虽然严格说并不能算李鸿章本人的文字，但以李鸿章的名义上奏，它对研究当时直隶乃至华北地区的吏治和省情，颇有价值。面对这一大堆珍贵的资料，我们又喜又忧，喜的是新编《李鸿章全集》总算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全集了；忧的是工作量又要加大，题本如果全出，字数要膨胀将近一倍，体例上也要做重大调整；加之出版社财力也有限，全部收入《李鸿章全集》势所不能。好在每份题本上，都附有一份摘要，也就是所谓的“贴黄”，每份数百字到千余字不等，言简意赅，基本能反映题本正文的内容，经与各位专家反复研究，决定将这部分“贴黄”整理就绪，约有260万字，作为奏稿的附录部分收入新编全集。这就是目前我们这部全集的大致规模。6D1万圣书城

在编纂体例方面，吴汝纶所编，分奏稿、电稿、函稿三大部类。新编全集则在三大部类之外，以《李文忠公遗集》为基础，广泛搜集李鸿章散存民间的遗诗佚文、碑铭谱序，另成一“诗文”部类。在处理各部类的编排时，也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进行较为精当的处理。如奏议，除了正折与附片外，还有诸如清单、附在折片后的上谕或朱批、军机处寄谕、照会、条陈节略等大量非李鸿章本人的文字；电报也同样录存了不少别人的来电。对于这些文字，本着李氏全集应以李氏正文为中心的原则，在经过仔细校勘后，均以另号字体排附于正文后的适当位置，以更为明晰一事之原委。对此，编纂凡例有详尽的说明，兹不赘述。6D1万圣书城

校勘方面需要作一些说明，尽管全集收集范围极为广泛，但对李鸿章文稿的来源及其真实性坚持严格把关。例如民国初年由共和书局印行的《李鸿章家书》，一度在坊间广为流传，并被收入《清代四名人家书》，但其中所述内容虚虚实实，真伪参杂，甚至出现许多常识性错误，读后令人疑窦丛生，经编委会和专家讨论，决定不予收录。再如在清理上海图书馆藏李鸿章档案时，发现一册在书目卡上登记为《李鸿章日记》，原书封面题名为《过目不忘》的稿本，鉴于以前曾有膺品出现，李鸿章有无日记传世已经成为一桩历史疑案。编委会邀请有关专家经过多方慎重论证，从笔迹、行文格式、内容记载各种因素确定，此件非李鸿章亲笔、亦不符私人日记之体裁，而属于要事备忘录，与江世荣所编《捻军史料丛刊》中的李鸿章大营《军情》、《军报》同属一类，故将其整理后作为附录收入集中。6D1万圣书城

    其次，在版本校勘上采取十分稳慎的态度，以四大部类中字数最多的奏议为例，上海图书馆的幕僚抄本底稿一共有一万两千余件折、片，而军录副档的九千六千余件，虽不足以涵盖前者，但它因附有朱批谕旨，是被清廷最高当局阅过并有明确表态的正本；两相对勘，其中还有二千三百余件是上图抄本所未见的，除了补上光绪二十一至二十五年散失的以外，主要是涉及边防军事、人员保荐、对外交涉等军机大计，不能假手于幕僚，必须由李鸿章亲笔拟稿，即所谓密折（片），弥足珍贵。就拿密保人才一项来说，通过上千件保举属吏将弁的折片，可以清楚地显示：李鸿章作为淮系集团的首领，是如何网罗人才，左提右挈，扭结成这样一个堪称近代最庞大洋务派实力集团的，这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李鸿章“做人”的一面。因此，我们在校勘中，以军录副档作为首选底本，其不能覆盖的上图抄本部分，仍照原稿保留；录副件中偶有字迹潦草难以辨识和脱漏衍误之字，经与上图抄本对勘辨正后，加以校注。通过这样对勘，绝大多数折、片校准了上奏日期，而在折、片之后，又大都附有由笔帖式照录的谕旨，反映了最高当局对李鸿章呈报各事的处理意见，这在由幕僚抄录的上图底本里是没有的。从而使得整部奏议更加精确和科学。6D1万圣书城

再次，在文稿的句读和审校中，采取以校注、简注为主，避免蛇足式的繁注、详注；有关文字校勘中的增、删，则一律以符号标明，以收一目了然之效。6D1万圣书城

在《李鸿章全集》基本编成之后，为了使此书更臻完备，编委会与安徽教育出版社又派专人查阅已经刊行的各类近代史料丛刊，进行较为细致的文献辑佚工作，补充了若干内容。6D1万圣书城

综上所述，我相信，这样一部规模宏大、收集齐全、集30多位专家、以14年之久、广搜精编的的跨世纪史料文献的问世，对于推动清史和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能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将会弥久而深远。6D1万圣书城

 6D1万圣书城

 6D1万圣书城

  今天是星期天，下午去街上透透气。6D1万圣书城

    难得大周末里能有一天去逛街。早年，逛街时间大多是泡在书店里。这几年，家中藏得一大堆书却惟独读书的时间少的可怜，便减少了去书店的频率，免得沉浸其中头脑发热徒为书商增加销售额而自己除了填充书柜无所收获。朝阳城市小，中心商圈就在新华广场到文化路岗之间。坐公交3路到商业城下车，在附近商场转转，很快就出来沿朝阳大街往南，准备去兴隆。经过县新华书店门前，偶然想进去随便走走。我历来去书店都不抱有目的，况且是一个县级书店，是一个财政供养的事业单位，传统的经营方式，带死不活地，有时候看着营业员们抱怨牢骚，我都很替他们着急。若不是财政供养，这种书店早该歇业破产了。6D1万圣书城

    但是，凭着这些年的淘书经验，一直认为不能看不起小店，所谓“店不在大，有书则灵”。所以，还是习惯地走进去转一转。以往，我在这家店至多逗留不超过半小时，今天也是一样。正在专心浏览时，突然一阵特别熟悉的声音由远及近直往耳膜里钻，这声音中透着大大咧咧旁若无人的匪气。一回头，见有一位带着极诙谐的小帽的人急匆匆往我站的地方走过来，电话中刚部署完晚上的酒局。我投过去一笑，喊了声：秦老师！然后，就是互相寒暄。书店小，没几位顾客。所以，我们用不着怕吵着谁。6D1万圣书城

    秦老师，全名秦朝晖，笔名秦时月。作家、诗人、文学评论家，目前供职于市文联，任《辽西文学》杂志编辑，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市作协副主席。曾获辽宁省文艺理论批评振兴奖，其评论作品得到行家赞赏，其代表做为《手稿消逝的年代》（理论批评集。我跟朝晖是朋友、书友，他的文学上的成就我没有资格去评论，但其藏书家的身份我却有发言权。那应该是2004年，市文联和是收藏家协会联合搞了一次藏书家评选活动，朝晖是发起人。那时，我也是痴迷于买书淘书藏书兴趣正浓的时期，我跟朝晖经常在市内大小书店遭遇。我们兴趣相同，对文史哲经济文化天文地理全都涉猎。他兴趣广泛，读书刻苦，博闻强识。我每次都能在跟他的交流中，得到启发，增长知识，培养兴趣。在我心中他一直是我的老师，是我心中认可的追随的榜样。6D1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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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朝晖认识是在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我们都酷爱读书。记得那时候菲薄的收入，经常被自己挥霍到买书上，是纯粹的月光族。朝晖兴趣大大超越我，也许是职业作家的缘故，他在2000年前后，买书藏书近乎痴狂。我去过他家，他的书房起名叫“秋水书屋”，家里几个房间几乎被他全部霸占，座下是书，床下是书，到处是书。在他家坐一会，他嘴不停地显摆他的那些宝贝，那本书是咋得到的，那些书的版本、价值等等。我的他的导引下，还一同去一个论斤卖的旧书店“八斗书屋”，我们分别用车拉回家几大玻璃丝袋子。跟朝晖在一起那些年，我最大的收获不仅是培养了藏书兴趣，而是在版本、版次、出版社选择，古典文献注家选择等方面，学到了很多早年无法从书本上得到的东西。在他的动员下，我参加了2004年全市首次藏书家评选，他和其他8位老先生和位孤本收藏家共同获得市十大藏书家称号，我也被评为优秀藏书家。对这项荣誉我一直十分珍惜。6D1万圣书城

    后来，由于工作的变动和网络的飞速发展，我逐渐放缓了买书的速度，一些可暂时因出版社或者其他原因可不买的，就不再头脑发热。即使这样，现在我家的藏书较10年前也在数量上实现了翻番。不得不把一个卧室的一面墙拿出来摆上了一面墙的书柜。这些年，朝晖的藏书兴趣没有削减，而且，据说已经藏的成体系成规模了。为了藏书需要，他专门购一处60平方米的房子做藏书楼，足见其雄心和气魄。6D1万圣书城

    不久前，我们还在酒桌上相遇，那日，他被其他人忽悠着不情愿地将一本自己下的书送于我。今天，在书店相遇自是三句话不离书，原来他是来买书的，是一套海南出版社出版的《李鸿章全集》。他说，这套书在店里存放很久了，本想通过关系让书店经理给多打点折扣。可昨日得稿费1000，其他人网上购买价格跟书店差不多，于是今天就直接来取回家了。见我在场，借着酒劲，朝晖给我讲述了李鸿章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上宰相总理大臣们的比较和目前文史界对李鸿章的评价。然后大方地主动让售货员拿两套，一套他收藏，一套送我，而且坚决要给我埋单。朋友的心意，太客套显得生分，我就只好收下。好在我们就是以书结缘的，以后会渊远流长呢。6D1万圣书城

   回到家，急忙打开包装。将每本书擦拭干净，开始翻阅。6D1万圣书城

 6D1万圣书城


               



 

                

                 
              

              
                免责申明：

                万圣书城仅提供下载学习的平台，《李鸿章全集》PDF电子书仅用于分享知识、学习和交流!万圣书城不提供任何保证，并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如果对您的版权或者利益造成损害，请提供《李鸿章全集》的资质证明，我们将于3个工作日内予以删除。

                

              

            

          



    
  

    
    
    Copyright  ©  2023-2024 万圣书城  PDF电子书下载平台 

   客服邮箱：304663374@qq.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