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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主要内容是伦敦《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莫理循在辛亥革命时期的报道。
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莫理循与辛亥革命的研究性论文，以期使读者更加清楚地理解莫
理循的报道和当时的活动。
第二部分，选译了莫理循在《泰晤士报》刊发的有关辛亥革命的报道。
第三部分，选摘了莫理循与辛亥革命有关的部分书信。
第四部分，是“莫理循小传”，让读者能较全面地理解莫理循与近代中国的关系。

莫理循关于百年前中国巨变的通讯报道是研究辛亥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较有价值的历史资料，有助于
读者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百年前中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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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来新夏
莫理循与辛亥革命
　报道辛亥革命的情报网
　莫理循对辛亥革命的报道
　莫理循支持袁世凯的活动面面观
　辛亥革命后莫理循的得与失
莫理循眼中的辛亥革命
　 ——莫理循在《泰晤士报》上的报道选译
　中国及其内部事务(1909年1月4日)
　张之洞之死(1909年10月6日)
　中国局势(1909年10月11日)
　中国(1909年10月15日)
　开发蒙古(1909年10月20日)
　中国的排外运动(1909年12月27日)
　中国(1910年1月20日)
　中国的鼠疫(1911年3月23日)
　新中国(1911年5月2日)
　中国的铁路政策(1911年5月19日)
　中国邮政局转归中央政府(1911年5月30)
　外国在华铁路(1911年9月4日)
　成都暴乱(1911年9月6日)
　四川暴动(1911年9月16日)
　武昌爆发大起义(1911年10月12日)
　中国的起义(1911年10月13日)
　中国的危机(1911年10月14日)
　中国的起义(1911年10月16日)
　中国的财政(1911年10月17日)
　中国新军(1911年10月21日)
　中华危局(1911年10月23日)
　袁世凯与皇室(1911年10月23日)
　中国的财政危机(1911年10月25日)
　清王朝与资政院(1911年10月27日)
　中国的军事独裁者(1911年10月28日)
　重塑中国(1911年11月2日)
　清廷统治结束(1911年11月3 EI)
　中国的资政院(1911年11月4日)
　中国的起义范围在扩大(1911年月6日)
　北京城内的恐慌(1911年11月7日)
　汉人和满人(1911年11月8日)
　肃亲王信任袁世凯(1911年11月10日)
　中国的起义真相(1911年11月11日)
　袁世凯的任务(1911年11月13日)
　袁世凯在北京(1911年11月14日)
　袁世凯与革命(1911年11月16日)
　袁世凯内阁(1911年1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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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和起义军的要求(1911年11月18日)
　中国的朝廷与危机(1911年11月20日)
　袁世凯论危机(1911年11月21)
　中国海关(1911年11月23日)
　中国的起义军(1911年11月25日)
　中国的危机(1911年11月28日)
　攻陷武昌(1911年11月29日)
　中国停战三天(1911年12月1日)
　在汉口签署停战条款(1911年12月4日)
　中国大有希望(1911年12月5日)
　中国的摄政王辞职(1911年12月7日)
　中国的和谈(1911年12月9日)
　中国继续停战(1911年12月11日)
　中国的未来(1911年12月23日)
　中国问题(1911年12月25日)
　国民会议(1912年1月1日)
　中国的和谈(1912年1月3日)
　对清廷的警告(1912年1月5日)
　蒙古独立(1912年1月10日)
　满人倒台(1912年1月15日)
　清王朝最后的时日(1912年1月16日)
　刺杀袁世凯的图谋(1912年1月17日)
　满人退位(1912年1月19日)
　中国的总理大臣和孙中山(1912年1月22日)
　优柔寡断的满人(1912年1月24日)
　新上谕(1912年1月26日)
　北京又一起炸弹袭击案(1912年1月29日)
　⋯⋯
莫理循书信中的辛亥革命
 ——《清末民初政情内幕——&lt;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乔·厄·莫理循书信集》选
摘
莫理循小传
后记
郑重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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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莫理循与辛亥革命　　1911年的辛亥革命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几千年前所未有的变局：与历次农民
起义完全不同的是，它不是改朝换代，起义者不仅要推翻满族统治者建立的清王朝，完成民族革命；
而且要求皇帝退位，建立共和政体，完成政治革命。
巨变震惊世界，欧美各报的记者纷纷投入到对这场变革的报道之中，以各自不同的角度和立场表现了
他们对辛亥革命的理解和认识。
英国伦敦《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
他作为记者，不但实时报道了中国的革命，而且以亲历者和参与者的身份成为辛亥革命时期的重要人
物袁世凯所依赖的外国人之一。
　　关于莫理循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在《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海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中译本出
版后，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的注意。
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出现了有关莫理循在辛亥革命爆发后南北议和时期及其以后活动的著
述和译文，开始对莫理循在其中的作用加以探讨。
国外对此研究相对来说比较充分一些。
从目前笔者接触到的资料来看，国内外比较重要的论著有美国学者恩斯特?杨的《袁世凯何以能够登上
总统宝座？
》，澳大利亚学者西格尔《1911年南北议和之重新考察》和中国学者俞辛焯所撰《辛亥革命时期中日
外交史》等。
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莫理循在南北议和中支持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的总统，但具体内容各有侧重。
西格尔认为莫理循在1911年12月赴南方采访兼做说服革命党的工作时，协助唐绍仪揭穿日本驻华公使
伊集院的骗局。
二人共同施展谋略战胜了日本对袁世凯施加威胁的企图。
而且对莫理循认为辛亥革命不是针对外国人的排外运动，反对夸大中国血腥场面的活动给予一定的说
明。
恩斯特?杨认为莫理循是清帝逊位的主要支持者，可能还是策划者。
俞辛焯则指出1911年11月16日蔡廷干向莫理循透露他与刘承恩到南方谈判的内容和袁世凯的动向，使
英国掌握了其中的内幕，并认为莫理循安排了唐绍仪赴上海谈判时的住处。
　　莫理循在南北议和中支持袁世凯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涉及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与列强和在华外国
人的关系时，他是个绕不开的人物。
他在南北议和时期的作用和他对袁世凯支持的程度到底有多大的确值得探讨。
从总体上说，辛亥革命爆发后，各国采取的态度是观望，随后则是根据自己的在华利益采取不同程度
和方式的干涉。
作为一个在华英国人，莫理循首先表现了对辛亥革命欢迎的态度，他迅速向世界报道了中国的事态，
说明中国本身有能力建立自己的新国家。
他通过支持袁世凯的一系列报道和活动来证明他的这一信念。
由于他的认识不同，他的报道呈现出阶段性的差异，最终由于他对袁世凯的支持，导致他失去了自己
所尊崇的公正的记者立场，片面地以袁世凯为中心加以报道，向全世界声明袁世凯是中国唯一的希望
，增强了帝国主义列强支持袁世凯的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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