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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风云激荡的晚清政治舞台上，李鸿章无疑是对近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产生
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之一。从1860年募组淮军与太平军作战起，李鸿章的仕途青云直上，先
后出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署等职；1870年后又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并在这一
职务上留任达二十五年之久。在前后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他是清廷“倚以为重”的一位军国重
臣。他组建了以皖系子弟为核心的淮系政治、军事集团，参与镇压了太平军和捻军；作为洋务运
动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创办了许多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开办了新式教育，组建了第一支近
代中国海军一一北洋水师；他长期主办对外交涉事务，并代表清政府签订对外条约，是近代史上
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当事者甚至是关键人物。在复杂、多变、充满苦难和痛楚的近代中国社会的转
型过程中，李鸿章的一系列活动在近代中国的历史画卷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正是李鸿章所处的
这种特殊地位及其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的重大影响，对李鸿章进行全面、系统和深入的研究，成
为晚清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是，一百多年来，人们对李鸿章这样一位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
始终聚讼纷纭，莫衷一是，这是我社决心编纂一部系统和尽可能完整的《李鸿章全集》的原因之
一。我们希望新编《李鸿章全集》(以下简称《全集》)能以全面详实的资料，为研究李鸿章，进
而为研究晚清史，提供一个更加宽广坚实的基础。  

《全集》收录了中国大陆现存的全部李氏文稿。自吴汝纶编《李文忠公全书》(165卷，约700万
字)行世后的百余年时间里，有关李鸿章文稿的搜集整理只是零星地进行，一直未成规模。上世
纪80年代初，上海人民出版社曾计划重新出版《全集》，但由于种种原因，仅于1985—1987年
出了3册《电稿》便告停顿。稍后，安徽省社科院淮系集团研究中心为完成国家八五社科项目“李
鸿章与淮系集团研究”，在调查、征集李鸿章和淮系成员的文稿资料时，将上海方面停出《全
集》的信息与安徽教育出版社有关同志进行了交流。安徽教育出版社一向热心支持学术著作与珍
贵资料的出版，尤其重视乡梓名人。在对新编《全集》的资料价值与学术价值、．潜在的社会效
益与经济效益进行反复论证后，决定斥巨资出版《全集》，并邀请编纂《全集》的倡议者和发起
人、上海图书馆原馆长、著名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中国史学会原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著
名清史专家戴逸担任《全集》主编。  

新编《全集》于1992年秋申请立项，1993年4月23—24日在北京举行《全集》编委会首次会
议，标志着《全集》的编纂整理工作正式启动。此前，安徽教育出版社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一
是收集资料。新编《全集》的资料主要包括：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吴汝纶当年编《李文忠公全书》
时抄录的约1700万字的详本，上海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
研究所所藏李氏未刊信札，光绪末年及民国年间影印的《合肥李氏三世遗集》之《李文忠公遗
集》、《李文忠公尺牍》、《合肥李文忠公墨宝》，以及建国后学术界陆续整理发表的李鸿章佚
稿。所有的资料均登记编号，并复印两份。二是组织作者队伍。新编《全集》的作者来自京、
沪、皖、鲁、冀、粤等省市高校、科研、图书馆、档案馆、出版等单位，共有三十多位专家学
者。三是草拟了新编《全集》编纂手册，就全集的编辑条例、编纂体例、编纂细则等学术及技术
性问题做出规定。四是成立了《全集》编辑室，其主要职责为承担日常编务工作，编印简报，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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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文稿发放与调度，加强与作者的联系与沟通，接待海内外来访的专家学者等。  

在《全集》首次编委会上，主编顾廷龙、戴逸先生就《全集》的资料价值及编纂工作的指导思
想、性质、意义做了重要讲话，安徽省新闻出版局及安徽省社科院的负责人分别代表安徽的出版
和科研单位致词，《全集》的三位执行编委翁飞、刘申宁、童本道分别就《全集》资料收集情
况、《全集》编纂手册、《全集》下一阶段工作安排做了汇报。会后，《人民日报》海外版、
《光明日报》史学版、史学界知名刊物、省内新闻媒体等均以专题报道形式介绍了《全集》首次
编委会在京召开和编纂工作全面展开的消息，在海内外新闻界、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  

《全集》编纂工作启动以后，资料整理的流程为：各位作者首先将分到的李氏已刊、未刊文稿剪
贴于安徽教育出版社统一提供的稿纸上，按月归并成册，然后编页码及各件文稿的流水码，通读
全文后进行标点，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校勘、注释以及编写《疑难问题备忘录》。1994年6月
5—7日，《全集》第二次编纂工作会议在合肥举行，戴逸先生在会上做了长篇讲话，阐明了《全
集》编纂出版工作的重要意义，并就编纂工作的原则、若干重要问题的处理办法等提出了指导性
意见。部分作者与会，就前一段时间在编纂过程中遇到的学术、技术性问题做了交流，统一了认
识，会后形成《编纂工作中若干技术问题的处理意见》，供各位作者参考。1995年11月7—10
日，“海峡两岸纪念刘铭传逝世一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合肥召开，《全集》的部分作者应邀与
会，安徽教育出版社邀请这些作者座谈，大家就各自编纂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充分交换了意见。  

《全集》原计划用5年时间完成，但在编纂过程中，新的资料不断涌现，编委会查找到了中国第
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军机处录副档和宫中电报档包含的大量李鸿章的奏稿、电稿。经过近三年
时间的搜集、辑录、复印，1996年共从北京运回各种奏折和附片4万多页计9600余件、电报资料
9包。当年10月，李鸿章任直隶总督期间的约3000万字的题本也全部复印，妥运至合肥(后来，
这一部分收入《全集》的，是每份题本的内容摘要，也就是所谓“贴黄”，总计320万字)。新资料
的发现，扩大了《全集》的篇幅，丰富了《全集》的内容，提高了《全集》的质量，但也增加了
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一是绝对数量的增加，二是工作底本的选择。鉴于此，原来的工作计划重新
调整，作者须将上图底本与一档馆进呈本一一对勘，补其缺讹，剔其重复，核订时间，考辨异
同，《全集》的结项出版工作也因此向后推延。  

1998年下半年，经过各位作者重新整理、排序的李氏文稿陆续送交出版社，随即进入紧张的录
入和校对阶段。安徽教育出版社辟出相对清净的三间办公室作为校对室、电脑室、资料储藏室，
安排4位电脑操作人员和3位校对人员，供《全集》编辑室使用与调度。校对工作尤其艰难、耗
时，一般而言，一份文稿要经过校对室3个校次，然后交作者校对一次，再请来自高校、科研和
出版部门熟悉中国近代史、古文字的专家学者校对3~4次，基本消灭错别字、断破句等硬伤，对
于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涉及体例的问题，则记录下来，由出版社组织专家会审。整个校对工作持续
了四五年时间。  

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启动以后，《全集》亦申请加入清史文献丛刊整理项目，并于2004年正式立
项。在《全集》的编纂过程中，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从物力、人力都给予了很大支持。
2005年秋，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组织专家在合肥就《全集》结项事宜进行论证，十余位专家
对《全集》的编校质量给予了很高评价，认为“编纂体例完整、文稿编排精当、底本选择合理、
点校审慎严谨”，一致确认其为优秀成果，(全集)顺利通过结项论证。  

为了尽量收集李鸿章的佚稿，丰富《全集》的内容，体现(全集》“全”的特色，安徽教育出版社
又于2006年初邀请从事李鸿章及淮系集团研究的有关同志进行补遗。经过近一年时间的梳理、
核对、收集，有20余万字内容被编入《全集》。  

2006年下半年，《全集》进入汇总统编阶段。《全集》在编纂体例上，共分奏议、信函、电
报、诗文四大类，每类按时间顺序排列。本着《全集》应以李氏正文为中心的原则，奏折里面的
朱批、寄谕、照会、条陈节略，电报中别人的来电等非李鸿章本人的文字，均以另号字体排附于
正文后适当的位置。由于《全集》工程浩大，字数达2600余万之巨，统编工作极其艰辛。至
2007年上半年，《全集》39册依次付梓印制，具体为：奏议(包括贴黄)近1500万字，信函650余
万字，电报500余万字，诗文近30万字，总计约2600余万字。加上目录、索引，总字数近3000
万字，堪称历史上个人文集之冠，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李鸿章全集》。  



《李鸿章全集》是安徽教育出版社在建社25周年之际奉献给文化、学术界的一部近世史料文献巨
著。我们期待着这部历时15年，凝集着全体点校整理者、出版工作者心血的鸿篇巨制的面世，能
够有力推动近代史及其相关学术领域的研究工作，使之不断有新的进展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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