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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帝国的回忆：晚清观察记（下册）》是《纽约时报》对华报道选编，起讫年代为1854年1月
至1911年10月。
这一时代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独立自主的东方老大帝国沦为“东亚病夫”，传
统的帝制和士大夫政治走向终结，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发生了蜕变，人民承受着无与伦比的
巨痛。
《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
即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内容涉及内政、外交、国防、文化、社会、革命及华侨
等方面，既是一份十分翔实珍贵的史料，又构成了一部具有独特视角的中国近代史。
　　书中所配的百余幅图片和照片。
主要选自与文章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报刊。
这些出自西方国家记者之手的景像和现场实录，更增加了本书的历史感和收藏价值。
　　《帝国的回忆（下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增订本）》分为上下两册，本册为下册。
　　《帝国的回忆（下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增订本）》收录第四篇艰难的国防-第七篇绝境
的奋争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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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曦原，1963年5月出生于四川省内江市。
先后就学于兰州大学、外交学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美国杜克大学公共政策管理学院。
曾为新华社《经济世界》杂志特约撰稿人，参与策划CCTV多期电视节目，著有《中国远古文化》、
《通向未来之路：与吉登斯对话》（与李方惠合著）。
为中共甘肃省委组织部1984届选调生，曾志愿到地处秦岭深处的陇南乡村工作3年。
热心社会公益和环境保护事业，是中国天然彩色棉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92年底，进入中国外交部，曾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工作3年，现供职于外交部政策研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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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他山之石，可以攻错引子　晚清史是我心中尘封的痛第一篇　夕照的社会1854年的上海：自由
港新闻专稿：清国东段长城观察记新闻专稿：清国名城广州游历记述评：英国鸦片贩子力阻清国禁烟
铁路和电报有望在清国出现清国社会新闻几则（一）清国社会新闻几则（二）四川巴塘发生强烈地震
，3000人丧生新闻专稿：广州的一天1877年的上海：火轮信使——个美国人的游记特写：在大清国的
心脏旅行——扬子江游记述评：罪恶的鸦片贸易清国人口数字引起争论首家机器棉纺织厂在上海建立
述评：清国苦力价几何？
1886年的上海：租界见闻特稿：大清国邮政专述述评：清国的丝绸工业述评：清国的财税稽征制度亡
命天涯的传教士述评：一位美国工程师在粤汉铁路沿线的观察笔记电灯将照亮北京1906年的上海：会
审公廨——一个美国律师的观察清廷颁诏禁止妇女缠足述评：沉重负荷下的帝国财政1908年的上海：
对美贸易出口1055万美元第二篇　蜕变的文化新闻专稿：清国的官式学堂大清国将向英美派遣留学生
清国留学生抵达旧金山一份清国讣告令人恐怖的考试制度清国人将一天时间划分为12个单位清国人发
明的“洋泾浜英语”述评：“四书五经”维系着清国灵魂中文报纸在上海的发行量稳步上升5020卷《
古今图书集成》被大英博物馆收藏述评：汉语奇异的表达形式述评：清国官场腐败危及人类道德清帝
颁诏建立京师大学堂新闻专稿：清国报业见闻慈禧皇太后以孔子伦理观反击西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
碑”复制碑私运纽约记清国特使向美国赠送5000册中华图书第三篇　诡异的内政述评：同治皇帝暴卒
，北京政局扑朔迷离新闻特写：清国皇亲国戚多达四万特稿：清国皇室生活记趣述评：光绪皇帝学英
语李鸿章会见国际禁烟联盟执行秘书慈禧召张之洞进京议政新闻专稿：清国铁腕袁世凯采访录新闻专
稿：光绪皇帝驾崩，曾推动改革功不可没附：光绪皇帝生平新闻专稿：清国独裁者慈禧逝世，北京政
局令人关注附：慈禧皇太后生平新闻专稿：三岁幼童登上清国皇位，改元宣统新闻专稿：留美学子归
国受重用第四篇　艰难的国防英国海军进攻广州，攻陷两广总督府太平军挥师北伐，大清朝摇摇欲坠
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西郊，圆明园惨遭洗劫英国领事巴夏礼被囚记清军投降，北京城楼升起英法旗清国
接受和议，英法战俘曾受虐香港卖奇珍，北京战利品令人炫目太平天国首都“天京”沦陷清军攻破天
王府，忠王李秀成束手就擒捻军突破清军合围，威胁华北贸易安全大清帝国军事资源透析朝鲜东学党
起义，日清关系微妙清军主力进朝鲜，日军进入临战状态日军击沉“高升”号，1700名清军英勇殉国
丰岛海战震惊世界李鸿章黄马褂被清廷褫夺，戴罪领军清帝下达宣战诏，日清海陆大会战美海军专家
评丰岛海战黄海大战，“定远”“镇远”姊妹两舰合力御群寇日军攻入清国本土，威海卫军港危在旦
夕节日盛装的东京欢庆战争胜利日军前锋直指山海关，威逼北京城日军准备攻占威海卫，清国首都震
动三名清国海军将领自杀殉国清国总理大臣恭亲王谈清日战争德国海军借口教案占领胶东法国占领海
南岛清帝下诏接受八国联军谈判条件日本强制奴化台湾，再损兵250人西藏叛乱平定，清廷诏示十三达
赖罪恶第五篇　酸涩的外交沙俄外交使团进人大清国境美使华若翰北京换约记清英联合舰队计划破产
特写：驻清国的美国领事们蒲安臣出使美国拿破仑三世接见清国外交使团安南国王仍然进贡大清国清
国政府首次要求外国旅行者出示护照缅甸国王遣使向大清国进贡格兰特将军访问广州、上海记美国驻
清公使易人两江总督设官式晚宴招待美国公使新闻特稿：李鸿章访问纽约记李鸿章拜谒格兰特将军陵
李鸿章接受美国记者采访录山东教案了结，德国外交成果丰厚大清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在美亚商会新年
宴会上发表演讲醇亲王将启程赴欧谢罪英国承认大清对西藏拥有主权清国欲收回澳门，葡国派军舰遏
阻清国外交使团访问美国附：范巴澜的中国游记重现费城第六篇　革命的抉择孙逸仙博士被清国驻英
使馆绑架述评：为新中国而呐喊的孙逸仙博士清国流亡政治家康有为宣示报国理念述评：缺乏民意支
持导致维新运动失败1500名革命义士惨遭屠杀革命党在北京车站引爆自杀炸弹安徽巡抚遭革命党刺杀
身亡社论：觉醒的中国述评：后慈禧时代的清国政局清国制宪机关要求组建现代内阁日本外务省称在
武昌的日本人受到优待武昌爆发反清革命，共和国体有望建立大清政府紧急调兵支援汉口前线清国驻
美使馆称国内形势非常严峻述评：清国革命旨在推翻满清三百年统治孙中山贷款闹革命，秘密计划大
曝光武昌革命发展迅猛，满清统治恐将结束革命军在武昌宣布成立共和制政府第七篇　绝境的奋争述
评：契约华工的悲惨境遇新闻专稿：华人的生活习俗哈佛大学聘清国教授讲习汉语特写：唐人街随记
哈佛大学清国教授客死波士顿快讯：怀俄明石泉城发生排华血案新闻追踪：驱除华工的一场恶战清美
联合调查石泉城血案新闻特写：唐人街上的华人孩子附录：《纽约时报》晚清报道选辑总目录再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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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英、法报刊提供的有关大清国内部事务动向的少量报道，我们应该对发表在这期《泰晤士报》
上的由我们驻上海通讯员写来的信件感到满意。
综观迄今我们所获得的材料，最近，大清国的叛乱已经呈现出了新的活力；而皇家部队对叛乱的镇压
收效甚微；再就是，起义正向北方发展，从清国旧朝古都南京向着现今的首都北京城蔓延。
　　我们从自己的情报人员那里了解到，这次叛乱的发展势头本来于1854年已经停息了，但最近，叛
乱又获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这看起来很可能导致鞑靼家族统治历史的终结。
到1858年，经过两年的稳步发展，太平军已经占领了扬子江流域，包括故都南京和京杭大运河的重要
转运枢纽都已落入太平军手中。
京杭大运河是连接江南富庶地区与首都北京的咽喉通道，是满清政权的生命运输线。
至此，叛乱似乎停息了，胜利的天平也朝着有利于满清的一方倾斜。
然而，这六年的对峙却让太平军赢得了喘息的时间，他们招兵买马，气势大盛，而北京官方的势力却
被不断削弱。
最近战火重燃，满清朝廷的劣势在战斗中暴露无遗，太平军已势不可挡。
事实上，太平天国的部队已经广泛地赢得民心。
去年6月份，他们夺取了苏州城。
苏州的人口仅次于北京，在大清国排名第二位，但其富有、雅致以及华贵的程度在所有的东方城市里
却首屈一指。
　　太平军先暂时控制了另一座江南大城市杭州的大部分，但后来，皇家鞑靼军队增强了杭州城内的
军力，形势朝对鞑靼人有利的方向扭转。
于是，太平军审时度势，果断地撤出杭州，转而进攻苏州，并获得大胜。
我们最近获悉，太平军准备回师再攻杭州，决心重新占领那里。
他们的战略企图十有八九会获得成功。
如果得手，大清国最富庶和最重要的部分就都落人太平军的手中了。
　　北京政府原本计划以扬子江天堑为基本防线，然而现在太平军已经占领了大运河，夺取南京、苏
州和杭州；而且，英国和法国的军舰又在北方的海岸线上虎视眈眈，这让北京政府如何是好？
面对国内外敌人的步步紧逼，满清皇室想坐稳江山的希望看来是变得越来越渺茫了。
　　人们遗憾的是，欧洲列强对大清国内乱居然未能制定出应对的方针。
毫无疑问，大清国的反叛者是欧洲列强打败清廷最得力、也最有价值的援军。
　　这支叛军目前已经牵制了大清帝国半数以上的正规军，令北京政府费尽心机。
若非如此，北京即可集其全力来对付外国人了。
另一点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支叛军的领袖们，虽然他们的手段可能难免出错，但他们都自称是基督
徒。
他们声称与法国人和英国人是具有共同信仰的同胞兄弟，崇拜同一个上帝和救世主。
他们在与额尔金勋爵以及其他传教士的会见中，都显示出了最友善的态度，并力图以各种方式来安抚
这些“洋鬼子”。
他们憎恨清国所有传统形式的偶像崇拜。
他们已经站到了如此的高度，即已经超越了绝大多数清国人所固有的、并显然是不可救药的文化偏见
。
假如这个深得人心的运动能够最终导致鞑靼统治垮台并成立一个新中央政权的话，此政权将因而具备
一切我们所期望的和更理性的品质。
　　由此看来，欧洲人的方针似乎很明显地应该是：给予太平军所有可能的援助和慰藉。
然而，不幸的是，法国人的部署显示出他们乐意同大清帝国站在一边。
事实上，他们在满清1858年的镇压运动中就发挥过十分积极的作用。
并且，根据来自我们通讯记者的消息，即使现在，法国人都准备通过援助战败的皇家军队来赢得北京
的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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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英国人，由于没有任何明确的政见，对是否采取和法国人同样的立场犹豫不决，他们更倾向于让大
清国的内部争斗自然演绎出结果。
　　不管怎样，法国人、英国人和太平天国的革命家们都在把大清国导向同 —个结局，那就是觉醒。
这种觉醒或者是通过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凌辱来实现，或者是通过对顽固不化的、惟我独尊的现今政权
的更替（如果可能的话）来实现。
事实上，如果大清国还是像叛乱爆发前那样完整和强大的话，那么，欧洲盟军以他们现有的军备能否
实现自己在东方的扩张计划，应该是大有疑问的。
　　英军宿营地，距北京东北大门一英里。
我们于6日再次扎营。
同天夜晚，清国皇室的颐和园、圆明园被联军占领。
昨天，小迈克斯、巴夏礼、亨利 ·洛奇等被清方释放并已回到公使馆。
　　我4日从离通州六英里的宿营地给你们发了一封信，现在这封信很可能已经到了你们手中。
那封信发出的第二天，联军为了寻找鞑靼军队而开始搜索行军，当时预计四五英里外就会发现他们的
大队人马。
但这两支部队的前锋搜索过大片的乡村后，并未发现敌人的踪影，甚至就连一个丢弃的营帐也未见到
。
我们于下午1点钟停止搜索。
侦察分队是昨天夜晚派出的，他们曾与鞑靼人的哨兵遭遇。
鞑靼人向他们开了三枪。
6日一大早，我们又出发了，但当我们最终发现鞑靼军队曾驻扎的位置时，一切早已寂然无声了。
　　这一带建有一些非常高的砖窑，站在上面可以清楚地望到五英里外北京城的几座城门和城墙里面
的其他建筑。
我军继续追击，穿越了一片林木茂密的乡村地带。
这时，我们发现了一些土木工事。
这些工事沿着这座首都的北面延伸，离北京城约有一英里远近。
在这些土木工事附近不到半英里的距离内有些房屋，在这时我们终于发现了一些鞑靼人。
英国皇家骑兵队向他们发起了猛烈攻击，迫使对方丢下八名死伤队员逃走，而骑兵队在这场小突击中
有一人受伤。
　　防御工事阻断了一条通往北京东北大门的笔直大道，我们就在这些工事上掘开一个60～80码的缺
口，正与那条大道的宽度相同。
部队从这个缺口进入，然后向右转，停到了我们现在站的地方。
这时我们发现在防御工事的内部还建筑了一道40～50英尺高的副堤，这要是掌握在一支精锐部队手中
，的确是一道非常坚固的防线，恐怕英国军队的大队人马就驻扎不到这里了。
　　为何我军没按计划继续向圆明园挺进尚不得而知。
而法军和我军的骑兵队，连同一些炮兵则按计划向圆明园进发。
但法军落后于我军两个小时才到达那里。
彼时，已到达那里的英军部队正在等待着其余部队。
当法国人到达时，英军指挥官提议与他们合作。
法国人要求英军绕到园后去切断鞑靼人的退路，而他们自己则从正面进攻皇家园林。
法国人的确进攻了，他们发现圆明园中有300名太监在负责，另外只有40名男人在掌管着花园，他们中
只有 20人有武器。
皇家园林方面只进行了微弱的抵抗，两名太监被杀，而法军有两名军官受伤。
接着，法军就占领了这座皇家园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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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国人眼中的晚清社会，《纽约时报》版的中国近代史！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增订本）》系《纽约时报》对华报道选编，起讫年代
为1854年1月至1911年10月。
 《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1854-1911增订本）》（作者郑曦原）分为上下两册，本册为下册
，收录第四篇艰难的国防-第七篇绝境的奋争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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