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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18391890）字刚，湖南双峰荷叶人，曾国藩之子。同治间历使英、法、俄诸国，与俄人力争，毁崇厚已订之约，更立新议，交还伊犁及乌众岛山，帖克斯川诸要隘，有功于新疆甚大。官至户部左侍郎。卒谥惠敏。纪泽学贯中西，有诗古文及奏疏若干卷传世，后人辑有《曾纪泽遗集》。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曾纪泽日记（套装全5册）》所收为现存曾纪泽全部日记，起自同治九年（1870），讫于光绪十六年（1890），历时二十年，举凡军政要务、外交谈判、交游往还，无不笔之于日记，其中不乏奏稿密电、书札笔谈，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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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日记》书目：46J万圣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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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曾纪泽日记（第一册）》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曾纪泽日记（第二册）》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曾纪泽日记（第三册）》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曾纪泽日记（第四册）》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曾纪泽日记（第五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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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摘

　　初三日 晴

　　辰正起，看《仪礼》。饭后散步，温《尚书》，午初接看《仪礼》，连前共十叶。改《求古编》。午饭后散步，温《尚书》，本日计温“立政”至“顾命”凡四篇，又温“酒诰”至“多方”一遍。接改《求古编》，连前五叶。温《左传》三十叶，习字一纸。至竹林室一谈。夜观栗弟与王孟虎象棋一局，诵本日温书一遍。写《段说文》书头十馀叶。二更二点，至竹林室奏胡琴。五点睡。

　　初四日 晴

　　辰正起，看《仪礼》。饭后散步，温《尚书》。巳正接看《仪礼》，连前共十叶，改《求古编》。陪谢旭亭诊母亲脉，又诊内人，各开药方。午饭后散步，温《尚书》，本日计温“康王之诰”至“吕刑”，凡五篇，又温“尧典”至“允征”一遍。接改《求古编》，连前共五叶。温《左传》三十叶，习字一纸。李佛生来一谈，陪黎竹林诊母亲脉。夜与佛生久谈。二更后，观放烟火。中军冷庆所送，极精极大，有瓶戟灯，有蟾灯，有福、禄、喜、寿，有蟠桃，有蒲桃，有九莲灯，有鸣钟，有牌楼，有长瓶，有浮屠塔。三点毕。温《尚书》“文侯之命”至“秦誓”，本日书皆未成诵。为母亲合咳嗽药良久，看棋势一局。三更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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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日记》是晚清时期的大臣曾纪泽对他一生出使西洋和日常生活事件的记载。本书抄录于曾纪泽日记，所以作者理所当然也就是曾纪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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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日记截至目前共有八个版本，每个版本都存在着一定的遗漏和缺失。现在我们来逐一介绍一下曾纪泽日记的各个版本的情况。

出版最早的曾纪泽日记是光绪年间版，在光绪七年推出。我们知道，曾纪泽卒于光绪十六年，所以当这部曾纪泽日记刊发的时候，曾纪泽本人尚在人间，所以在光绪六年以后的日记没有被录入其中。这部日记又被称为《曾侯日记》，从光绪四年九月初一日起，到光绪五年三月二十六日截至。全书约四万五千字。

第二个版本是有王锡琪在光绪十七年开始编刊的，虽然此时曾纪泽本人已经去世，但这部在内容上和第一个版本并无多大差异，曾改书名为《出使英法日记》。

光绪十九年，江南制造总局又重新刊发了曾纪泽日记，这部日记被定名为《曾惠敏公日记》。记载的年份比之前有所改变。总共分成两卷，从光绪四年七月二十七日，到十二年十一月十九日截至，全书约五万字。

第四个版本又被称为《使西日记》，是第二个版本的延续。是王锡琪在光绪二十三年刊发的。年份从光绪三年起，知道光绪十二年止，约有五万字，在内容上对第二个版本作了很大的补充。

第五个版本算是最为齐全的版本了。1965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吴相湘主编。定名为《曾惠敏公手写日记》。记载年份从同治九年正月初一日，到光绪十六年闰二月二十六日截至，总计一百三十万字，分成八卷。

1981年，大陆也出版了《使西日记》，内容是第四个版本的延续，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3年，湖南岳麓书社出版《曾纪泽遗集·日记》，内容上是光绪十九年本《曾惠敏公日记》的点校。1985年，湖南岳麓书社再次出版《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内容上和《曾惠敏公日记》并无多大差异，只是略有补充。

曾纪泽怎么死的

曾纪泽是曾国藩的长子。其实在他之前，曾国藩还有一个儿子，叫曾纪第。可是很不幸，曾纪第在很小的时候，就意外得了天花而夭折。所以出生在曾纪第之后的曾纪泽，名正言顺就成了曾国藩的长子，还承袭了他的爵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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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一生的主要功绩，就是出使俄国，就伊犁问题和俄国开展交涉。最终在曾纪泽的据理力争之下，俄国同意将伊犁以东的大片土地交还给中国。成为了中国晚清外交史上唯一的一次胜利。

那么，曾纪泽怎么死的呢？

公元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无故挑衅中国越南边境，引起中国在西南的军民强烈的反抗，最终取得了胜利。在关于战后的交涉上，中国虽然打了胜仗，但在国力在和当时的强国法国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所以法国在外交上步步紧逼。此时，曾纪泽已经病重，但他在病中依然坚持和法国外交官们的斗争，他向朝廷提议，就算打不过，也应该屡败屡战，维护国体，并制定了“备御六策”。

但是当时软弱的清政府被法国慑服，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条约。1886年，曾纪泽回到国内，朝廷让他担任一个海军事务衙门帮办大臣。这个职务看上去虽然官位很大，但是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权力。这让一腔报国的热忱的曾纪泽感到心情很郁闷。再加上他多面奔波，积劳成疾，终于在1890年郁郁而亡，享年51岁。死后皇帝赐谥号慧敏。

所以，曾纪泽的死因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心情抑郁，第二就是积劳成疾。

曾纪泽墓

曾纪泽是晚清时期著名的外交家，曾国藩的次子，承袭父亲爵位一等勇毅侯。他曾出使俄国，收回大清王朝在西北伊犁地区的主权。和英国协商签订洋药税，为清政府每年增加了200万两的白银收入。他支持洋务运动，向西洋订购大批军舰，协助李鸿章建立北洋水师。死后，光绪皇帝赐谥号慧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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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去世后，归葬他的故乡湖南。2010年6月份，湖南省长沙市文物考察人员在对乡村田野进行勘测时，无意间发现曾纪泽墓。

曾纪泽墓位于长沙市望城县雷锋镇牌楼坝村桃子湾。经过现场勘察，其墓址原墓葬面积达到三千平方米以上，是曾纪泽和他的夫人刘氏的合葬墓。原墓葬包括墓冢、墓碑、祭台、神道、石像等多部分组成。墓葬的规模甚是考究，墓冢的材料为糯米瓷，其余皆为花岗岩。

早在1958年，雷峰镇修建牌楼坝水库时，因为并不知道曾纪泽墓在此，所以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再加上当地盗墓猖獗，当勘察人员发现其墓时，已经遗失了许多文物。

勘察人员还发现，墓葬尚保存墓庐屋匾额两块、龟背石碑一座。而最令他们惊奇的是，遭到过盗墓和毁坏的曾纪泽的棺木，裸露在风吹日晒之下五十多年，色彩竟然仍亮丽如新。

在对曾纪泽墓发掘的过程中，令人遗憾的是，其墓志铭已经遭到了盗墓贼的黑手，只剩下保存用的空盒子一个。但此处墓葬，仍是作为晚清历史研究和曾氏家族研究的可靠资料，很有历史价值。

目前，曾纪泽之墓已在相关部门的保护下进行重新修建，并申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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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收回伊犁一波三折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沙皇俄国以“代守”的名义占领了中国在西北汴京的伊犁地区。八年后，光绪皇帝派崇厚来到俄国，和俄国沙皇就伊犁主权问题展开谈判。但是俄国的态度十分强硬，崇厚被迫在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条约内容，伊犁孤城归还给清朝，而周边的许多土地却都被割让给了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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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这个消息，光绪皇帝十分震惊，他派出曾纪泽再次出使俄国，就收回伊犁地区问题与俄国展开谈判。然而曾纪泽的这次出使俄国，收回伊犁可谓是一波三折。

他刚刚到达俄国，去俄国外部拜会，就遭到格尔斯的冷眼相对，格尔斯认为双方既然已经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就应该按照条约内容执行，没有什么好谈判的了。曾纪泽和他针锋相对，他说，大清朝廷并没有认可这个条约，只是俄国单方面认同而已。所以他的这次来，是为了条约内容进一步谈判。而俄国方面又认为，既然大清朝廷不同意这个条约，关于如何执行这个条约的内容，理应由俄国派出使者到北京进行详谈。曾纪泽知道，一旦俄国使者到达了北京，逼迫朝廷就范，到时事情恐怕会不可收拾，所以他赶紧向朝廷上书，制止俄国使者去北京。

俄国见识到了曾纪泽的能言善辩，所以他们只好用武力威胁，他们威胁曾纪泽说，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派遣海军逼近清朝海域。但是曾纪泽并不为其所动，他直言相对，说左宗棠现在率领的军队正在附近，如果俄国敢贸然犯边，清朝也将就此作出强烈的反应。

终于，在曾纪泽的坚持下，俄国答应修改条约内容，虽然伊犁以西的土地仍被俄国强行霸占，但是以东的大面积土地全部被收回，并取消了俄国人到中国内陆经商的特权，废除了俄国穿着在松花江一代行驶通商。

曾纪泽收回伊犁虽然一波三折，但这次外交的成功，却是中国晚清时期唯一的一次胜利，当时大清的国力和俄国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曾纪泽却并不畏惧，他坚持以大清的利益为重，最终夺回了伊犁以东的土地，维护了中国在西北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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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是中国著名的外交家，曾国藩的次子，死于光绪十六年。生有二子二女。曾纪泽的女儿分别叫做曾广璇和曾广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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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广璇生于1860年7月24日，死于1889年5月4日，年仅29岁。曾广璇的丈夫是李鹤章的儿子，晚清重臣李鸿章之侄李经馥。两人应属于政治上的联姻关系。李经馥比曾广璇还小一岁，出生于1861年12月18日。他性格比较温顺，和人交往比较随意，曾多次救助灾民，在朝中很有声望，官至一品荣禄大夫。曾广璇随后也被朝廷册封为一品诰命夫人。两人婚后并没有后代，李经馥唯一的儿子李国芝是他和二夫人陈氏所生的。曾广璇在1889年忽然得了暴病而亡。虽然曾氏一族都在湖南，但因为她是已经嫁出去的人，所以她被葬在李经馥的家乡安徽合肥东乡。1902年，李经馥也死了，两人被合葬一处。

曾纪泽的次女曾广珣嫁给了浙江吴兴人吴永。吴永是个很能干的人，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慈禧太后仓皇逃离北京，一路上风声鹤唳。当他们来到怀来县的时候，当时任知县的吴永正好和义和团在打仗。但尽管如此，吴永还是做好了接驾的准备，让慈禧太后有了喘息之机。后来他一路高升，娶了曾纪泽的次女曾广珣。但是曾广珣和他姐姐一样，并没有活到多大岁数，不久也病逝了。死后，被葬于浙江。

曾纪泽的女儿都死得很早，而由于她们都是名门之后，生前地位也较显赫。但由于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在她们身上，所以史料中对她们生前情况的记载少之又少，只能在曾氏家谱中能找到一些倪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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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的女儿

曾纪泽是中国著名的外交家，曾国藩的次子，死于光绪十六年。生有二子二女。曾纪泽的女儿分别叫做曾广璇和曾广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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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广璇生于1860年7月24日，死于1889年5月4日，年仅29岁。曾广璇的丈夫是李鹤章的儿子，晚清重臣李鸿章之侄李经馥。两人应属于政治上的联姻关系。李经馥比曾广璇还小一岁，出生于1861年12月18日。他性格比较温顺，和人交往比较随意，曾多次救助灾民，在朝中很有声望，官至一品荣禄大夫。曾广璇随后也被朝廷册封为一品诰命夫人。两人婚后并没有后代，李经馥唯一的儿子李国芝是他和二夫人陈氏所生的。曾广璇在1889年忽然得了暴病而亡。虽然曾氏一族都在湖南，但因为她是已经嫁出去的人，所以她被葬在李经馥的家乡安徽合肥东乡。1902年，李经馥也死了，两人被合葬一处。

曾纪泽的次女曾广珣嫁给了浙江吴兴人吴永。吴永是个很能干的人，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慈禧太后仓皇逃离北京，一路上风声鹤唳。当他们来到怀来县的时候，当时任知县的吴永正好和义和团在打仗。但尽管如此，吴永还是做好了接驾的准备，让慈禧太后有了喘息之机。后来他一路高升，娶了曾纪泽的次女曾广珣。但是曾广珣和他姐姐一样，并没有活到多大岁数，不久也病逝了。死后，被葬于浙江。

曾纪泽的女儿都死得很早，而由于她们都是名门之后，生前地位也较显赫。但由于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发生在她们身上，所以史料中对她们生前情况的记载少之又少，只能在曾氏家谱中能找到一些倪端。

曾纪泽后代叫什么名字

曾纪泽是晚清忠臣曾国藩的次子，他的哥哥曾纪第早年得了天花夭折，所以曾纪泽继承了其父亲的爵位。他曾远赴俄国，就中国西北伊犁主权问题，和俄国展开拉锯式的争夺，最终夺回了大清在伊犁地区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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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曾纪泽后代叫什么名字？他们的生平又是怎么样的呢？

根据史料记载，曾纪泽死于光绪十六年，享年51岁。死后，他有两个儿子，分别叫做曾广銮和曾广铨。

曾广铨，字敬贻。在小的时候，他就跟随他的父亲曾纪泽出使英国、法国、日本、德国等国家，所以他对各国语言很精通。后来成了李鸿章的幕僚，参与拟定《金陵书局刻书章程》。1897年以后，他对开始在媒体界和文学界发展。他曾和叶翰、汪康年、汪钟霖等人在上海创办蒙学会。蒙学会的意思就是启蒙学习，主要是针对国外著名的儿童读物的翻译介绍等工作。第二年开始，任《昌言报》总翻译，在此期间，他翻译过著名的外国读物《长生术》。之后，又着力创办《时务日报》、《中外日报》等。

曾广銮，字君和。他承袭了清朝授予曾国藩的一等勇毅爵。本来曾国藩的平定太平天国功高盖世，清朝皇帝授予其爵位，世袭罔替。但是传到曾广銮这一代，就结束了。其原因是辛亥革命的爆发，清廷在这次革命的风暴中灭亡。曾广銮在辛亥革命之后，卸甲归田。

但是曾纪泽的后代，并没有因此断绝。曾广銮的女儿叫曾宝苏，早年远渡重洋去了美国，之后就消失在了历史的大潮中。关于曾纪泽后代叫什么名字的问题，由于史料的缺陷，对他们的生平事迹很难考证。现在根据其家谱，唯一还能明了的是，洛阳第三人民医院内科主任医师曾宪文和他的一对子女，是曾国藩和曾纪泽的后代。

曾纪泽收回伊犁一波三折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沙皇俄国以“代守”的名义占领了中国在西北汴京的伊犁地区。八年后，光绪皇帝派崇厚来到俄国，和俄国沙皇就伊犁主权问题展开谈判。但是俄国的态度十分强硬，崇厚被迫在俄国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条约内容，伊犁孤城归还给清朝，而周边的许多土地却都被割让给了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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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这个消息，光绪皇帝十分震惊，他派出曾纪泽再次出使俄国，就收回伊犁地区问题与俄国展开谈判。然而曾纪泽的这次出使俄国，收回伊犁可谓是一波三折。

他刚刚到达俄国，去俄国外部拜会，就遭到格尔斯的冷眼相对，格尔斯认为双方既然已经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就应该按照条约内容执行，没有什么好谈判的了。曾纪泽和他针锋相对，他说，大清朝廷并没有认可这个条约，只是俄国单方面认同而已。所以他的这次来，是为了条约内容进一步谈判。而俄国方面又认为，既然大清朝廷不同意这个条约，关于如何执行这个条约的内容，理应由俄国派出使者到北京进行详谈。曾纪泽知道，一旦俄国使者到达了北京，逼迫朝廷就范，到时事情恐怕会不可收拾，所以他赶紧向朝廷上书，制止俄国使者去北京。

俄国见识到了曾纪泽的能言善辩，所以他们只好用武力威胁，他们威胁曾纪泽说，如果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他们就派遣海军逼近清朝海域。但是曾纪泽并不为其所动，他直言相对，说左宗棠现在率领的军队正在附近，如果俄国敢贸然犯边，清朝也将就此作出强烈的反应。

终于，在曾纪泽的坚持下，俄国答应修改条约内容，虽然伊犁以西的土地仍被俄国强行霸占，但是以东的大面积土地全部被收回，并取消了俄国人到中国内陆经商的特权，废除了俄国穿着在松花江一代行驶通商。

曾纪泽收回伊犁虽然一波三折，但这次外交的成功，却是中国晚清时期唯一的一次胜利，当时大清的国力和俄国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但曾纪泽却并不畏惧，他坚持以大清的利益为重，最终夺回了伊犁以东的土地，维护了中国在西北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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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友对《曾纪泽日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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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日记》第二册，2012.9.11-9.21,P443-952，已完成，共317315

  从这本书里看到，这个光绪年间的曾纪泽，在现在来说就是中国的驻外大使，在本册里，他被派往英国和法国。

  他未任大使前，每天的生活也一样忙碌。家庭、生活、工作、访亲拜友样样安排得妥妥当当，内容很丰富，生活很充实。即使体中不适，也做了不少事。

  他除了上朝，处理来往信件、拜访回访等工作方面的事，生活上也是充满人情味和情趣的。他很孝敬长辈，照顾妻儿，每天都侍叔母（没提到过父母，只提及几个叔父、叔母）久谈，和妻子及妹妹、妹夫们聊聊天，抱抱孩子；拜访朋友，朋友答拜；携友登山（他家后面即是山，可游览），游隆福寺。为什么说他还挺有情趣呢？用现在的观点来看，用有品位也是很恰当的。古时的文人写得一手好字，会被别人推崇。而曾纪泽大概就是有一手漂亮的书法了。要不怎么有那么多的朋友们要他写字、写摺扇、刻章，甚至写牌匾呢？会四种字体，有时在一幅作品中用四体。（写磁青绢摺扇一柄，作泥金四体书，甚工细。）他也是极谦逊的人，每天还要再写二叶（页）纸，练字。每天坚持读书，读了一本又一本，史书、杂书、小说他都看，他的知识涉猎广，知识渊博，也为他后来成为大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那时中国跟外界交往还不多，懂外语的也少，但他楞是自学英语成才，每天诵《英语韵编》，钞（抄）英话十条，二十条，到最后当了大使了，还坚持每天读英文，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真是让人赞叹不已。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真是不由得人不敬佩。

  现摘录共览：

十三日 晴

    卯正起，至讲让堂与两弟久谈。朝奠礼毕，与账房诸君同饭。饭后孙阆青至余室坐谈，求其作画者纷纷，俄倾之间，遂画宫纨，摺箑十三柄，皆墨兰也。任昂千来谈极久，松生、仲芳同谈。夕奠绕棺礼毕，与诸客同饭，饭后写宫扇一小幅，摺扇一幅，至上房与诸妹久谈。归，舆中看《五礼通考》，到家接看，合一卷。与罗允吉妹丈一谈。写匾字十馀枚，偕允吉登晒台眺览。陪谭紫仙诊女儿福秀疡疾，复登晒台。夜饭后陈仪亭、峻亭兄弟来久谈，亦在晒台也。至上房一坐，钞英话数条。子正睡。

 

  下是与慈禧太后的一段谈话：

  卯正二刻，军机大臣下，召见纪泽于养性殿之东阁中，两宫皇太后、皇上皆西向坐。谟公带纪泽入见，揭帘，行二步即跪，自陈“奴才曾纪泽跪请皇太后、皇上圣躬万安，叩谢天恩”，免冠叩头有声，整冠起立，进三步许至黄垫前，跪于垫下。

   慈禧皇太后问：“路上行了多少日子?”

对：“因沿路耽搁，走了两个多月。”

问：“一路经过地方都安靖？”

　　对：“奴才路过湖北、安徽、江南等省，略嫌雨水少些，人心尚属安靖。”

　　问：“你曾在那衙门当差？”

　　对：“奴才本系道光三十年荫生，因随侍奴才父亲原任大李士、两江总督曾国[藩]①，在军营日多，及岁时未及考试，直至奴才父亲调任直隶总督，奴才乃得入京考荫。本系正二品荫生，蒙加恩赏给员外郎，分部行走，掣签在户部陕西司学习。其后当差未久，因奴才父亲患病，是以请假出都，仍旧随侍。其后奴才父亲调回两江，又随侍到江南的。”

　　①　此处原画圈，避家讳也。

　　问：“你住原籍几年？”

　　再问乃对：“住原籍五年。奴才父亲在两江任内病故，奴才丁忧回籍。蒙天恩，即令承袭侯爵。同治十三年，父忧服满，进京谢恩，行至中途，又闻讣丁母忧，仍复回籍守制。现在母忧服满，来京谢恩的。”

　　问：“你多大年纪？”

　　对：“三十九岁。”

　　问：“你是从湖南来的？”

　　对：“是。”

　　问：“湖南情形还好？”

　　对：“湖南今年年岁尚好，雨水还算调匀。”

　　┊

　　问：“湖南有洋人否？”

　　对：“湖南没有洋人入境，惟衡州、湘潭有天主堂，偶有洋人改扮中国装束来传教者，却也不常有。”

　　问：“那系法国人？”

　　再问乃对：“系法国人。”

　　问：“你在外多年，懂洋务否？”

　　对：“奴才父亲在两江总督任内时，兼署南洋通商大臣，在直隶总督任内时，虽未兼北洋通商大臣，却于末了儿办过天津教堂一案，奴才随侍父亲在任，闻见一二，不能全知。”

　　问：“你能通洋人语言文字？”

对：“奴才在籍翻阅外国字典，略能通知一点。奴才所写的，洋人可以懂了；洋人所写的，奴才还不能全懂。”

问：“是知道英国的？”

　　对：“只知道英国的。至于法国、德国等处语言，未曾学习。美国系与英国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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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是中国近代外交史与洋务运动史上的重要人物，其整整二十年的手写日记，记录了他后半生的生活里程，反映了清末同治、光绪年间的重大历史事件。因此，一百多年以来，不同时代、地域与身份的有识之士，先后对他的日记进行了八次整理编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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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八个版本，无一首尾完具，各有利弊得失：或系节略，不见全貌；或仅影印手稿，繁体草书，又无标点，不便通读，而且缺失了作者后来的另本增补。1998年岳麓书社新编《曾纪泽日记》，第一次对曾纪泽现存全部手写日记及其生前亲自校订增删之初始刻本进行了汇编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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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前此八个版本，它的内容最为全面、丰富：作为“中兴名臣”曾国藩长子而随侍直隶、京师与金陵的读书、郊游以及受读庭训的经历；代父批阅文件、草拟信札、应酬官场以及管理衙门事务；料理其父丧事，整理其父遗集，督率编校刊印的译细过程；湘中绅士的日常生活与浸润西方文明的种种表现；记载耳闻目睹的京师政局、朝廷政事、两宫起伏、六卿臧否以及光绪帝亲政后究心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直观感受；记述任职总理衙门、海军衙门、户、刑、吏部与同文堂、钱法堂之经历及其所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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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它的独特而重要的价值，1996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学术委员会将之列为重点项目。粗翻本书，其特点大致有三：

46J万圣书城



一、底本齐备、权威：《曾惠敏公手写日记》的权威性自然无可置疑、无可替代了。但是百余年来，坊间时有数种版本，其中竟有并未见诸《手写日记》者，岂非怪事？但学界一直未予理会。本书整理者不辞辛劳，穷穷??，多方搜讨，终于寻得最早的刊本，而它又是曾氏本人生前校核增补、送交总理衙门、英商贸利刊刻。作者分赠友人，现已绝版一个多世纪的难得珍本。整理者以此两种善本作为工作底本，参校其他六家版本，自然后出转精。比如积薪，后来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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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容丰富、珍贵：前者八种版本，内容单薄、残缺，或节选半年、九年、十年不等，即使是影印本《手写日记》，但又缺失了数万字表现曾氏外交艺术与洋务思想、限于体例而不便写进寻常日记的重要内容。兹举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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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意格欲充中国驻法总领事官，曾求之筠仙丈（指曾纪泽前任郭嵩焘，号筠仙），筠翁正色拒之。本日复问于余，余应曰：“此事非使者所能建议。若总署果派足下充总领事，则使者之责任轻松多矣。”余面软，不能效筠翁直言拒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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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系光绪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日记之另本增补。郭嵩焘生性耿直，故对此非分之求，径以直言正色拒之，而曾纪泽则为人机灵，以一种几乎是职业外交家的口吻敬了对方。两相对照，前者确有大清帝国钦命出使大臣的架式，而后者则更符合近代外交使节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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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言》很有学术价值，很见学术功力，实实在在的提出并解决了几个难题。第一，初刊本是如何问世的？曾纪泽称“初出洋时，写日记寄译署，不知沪人何由得稿，公然刷印”，历来学者都不曾留意或未曾知晓更未得见这个初始刻本，《前言》却令人信服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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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所称“沪人”，其实并非“沪人”，乃是以笔名“尊闻阁主人”闻名中国近代报业的申报馆业主、英国商人美查。美查主持《申报》期间，多次登报征购汉籍珍本，且利用外籍商人身份，向中国官绅多访求手稿、抄本，交付下属企业申昌书局印行，检其《曾侯日记序》曰：“昨于友人案头，见有侯手录日记一本……因取此卷，排印成书。”这个“友人”，想来也非寻常人物。美查确实具有很高的新闻职业敏感，当曾纪泽奉命出使英、法，出京至沪，去国远航时，美查即亲往曾纪泽客寓，专程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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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初刊本比《手写日记》多出的部分从何而来？是否可靠？价值何在？《前言》指出：出使外国者，例当向总理衙门缴送日记，详载涉外事件及风土人情，曾纪泽抵任后，便命使署随员据《手写日记》缮录副本，自为核改，有增有删，并根据曾纪泽早年更改日记的事例，指出“多出的部分乃是曾纪泽对《手写日记》的再创作，的确是可靠的”。其内容，一则描述西洋风俗物产、科技文化与地理形势，这是服从于总署对使臣的要求的；二则半为表白，半为评论，这又是符合当事人事后发挥的心理的，故自有其独特价值。第三，各种版本的渊源例如？利弊何在？《前言》作了深入的分析与中肯的评价。限于篇幅，不再引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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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编《曾纪泽日记》采用点校辑注的方式，对《手写日记》、《曾侯日记》以及其他六种主要版本进行汇编辑注，既忠实于原貌，又丰富了内涵；既方便了读者，又附注了脚注；既校正了讹误，又注释了人事。为醒眉目，便阅读，整编者还添加了每年年首之年号纪年与详明月份，目录也因此做到了简洁适用，实为近年难得之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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