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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纽约时报》对华报道选编，起迄年代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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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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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曦原，1963年生于四川省内江市。
1984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后又就学于纽约语言学院和外交学院。
大学毕业后曾志愿去陇南山区锻炼三年，担任过乡镇企业厂长、副镇长。
1987年后在甘肃省文化厅 国家物价局工作。
1992年调入外交部，后曾在中国驻美国纽约总领事馆工作三年，现供职于外交部政策研究司。
著有《中国远古文化》（199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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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60年10月9日　　据英军随营记者佚名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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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说我军没再继续前进的原因是发现一支鞑靼军队出了北京东北大门，并且在往南的方向消失，
因此我们应该追击他们。
我想这是个假情报。
　　从我们宿营地工事的外面，沿着一条曲折的路到位于西北方向的圆明园，大约有五英里的路程。
在马戛尔尼①阁下的公使馆中，斯当东②的文章以及其他一些有关大清国的作品都对圆明园进行了描
述。
然而，最近这两天发生在那里的景象却是任何笔杆子都无法恰当描述的。
不分青红皂白的抢掠被认可。
贵宾接待厅、国宾客房和私人卧室、招待室、女人化妆室，以及其他庭园的每个房间都被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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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国制或外国制的艺术品有的被带走，有的体积太大无法搬走就把它们砸毁掉。
还有装饰用的墙格、屏风、玉饰、瓷器、钟表、窗帘和家具，没有哪件东西能逃过劫难。
数不清的衣橱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服装、外套，每件都用华贵的丝绸和金线刺绣着大清皇室特有的龙
纹，另外还有统靴、头饰、扇子等等。
事实上，房间里面几乎到处都是这些东西。
储藏室装满了成匹成匹的上等丝绸，一捆一捆地摆放着。
这些丝绸在广州光买一匹就要花20～30美元。
粗略估算，这些房间里的丝绸肯定有七八万匹之多。
它们被扔在地上随意践踏，以至于地板上厚厚地铺满了一层。
人们拿着它们彼此投来投去，所有人都尽其所能拿走了他们所看中的丝绸。
这些丝绸装了很多车，捆绑这些车辆用的不是绳子而是丝绸。
整个法军营地都被这些抢劫来的丝绸堆满了，法国人用它们来做营帐、床铺、被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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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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看到别人眼里的自己时，除了好玩，更多的感觉是惊讶，居然有那么多自己未曾察觉到的
东西。
——《三联生活周刊》　　本书也算是历史，谁在史料上作功夫谁就是准史家。
——《中国时报》（台北）　　该书的编辑意义在于给我们送来了一面来自美国的镜子。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 周振鹤　　读了黄仁宇的《中国大历史》，再读《帝国的回忆》，
实在有趣。
——作家 池莉　　美国人眼中的晚清社会，《纽约时报》版的中国近代史！
 本书是《纽约时报》版的“晚清史”，是该报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有关中国的各种报道、通讯、评
论的合集，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系列报道之深入，着实让人吃惊。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历史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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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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