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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共和十年(政治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内容
1911—1921年的民初十年，帝制终结，共和初始，革命党、保皇党、北洋军阀、西方列强，争相粉墨
登场，将共和与专制、国家独立与列强干涉间的激烈角逐、反复争夺，展现得叫人惊心动魄，堪称一
部中华民族的心灵史。

《纽约时报》将目光紧紧追随着这个老旧帝国，客观记录了它告别帝制走向共和的艰难转身，为其做
了一份很有价值的第三方记录。
其中有对历史的还原，也有对百年后中国的预言。

《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作者郑曦原)分为政治篇与社会篇两册。

 《共和十年(政治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为其中“政治篇
”。

《共和十年(政治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收录第一篇民国初创-第三篇维护国权内容。

　《共和十年(社会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内容：
1911—1921年的民初十年，帝制终结，共和初始，革命党、保皇党、北洋军阀、西方列强，争相粉墨
登场，将共和与专制、国家独立与列强干涉间的激烈角逐、反复争夺，展现得叫人惊心动魄，堪称一
部中华民族的心灵史。

《纽约时报》将目光紧紧追随着这个老旧帝国，客观记录了它告别帝制走向共和的艰难转身，为其做
了一份很有价值的第三方记录。
其中有对历史的还原，也有对百年后中国的预言。

《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作者郑曦原)分为政治篇与社会篇两册。

 《共和十年(社会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为其中“社会篇
”。

《共和十年(社会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收录第四篇西风东渐-第七篇民生世相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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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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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共和十年(政治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
前言
第一篇 民国初创
篇首语
没有龙的新国旗
中国将有伟大的未来
武昌事变后的中国时局
梁启超称共和制不合中国国情
满清军队在南京屠城
万众瞩目的袁世凯
孙中山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
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
孙中山大总统发表对外宣言
英国雇员回忆孙中山伦敦蒙难记
美国学者百森评中国时局
满清朝廷举棋不定
中国危机牵动远东政治格局
孙中山接受美联社采访
袁世凯秘密觐见隆裕太后
清帝宣布退位
袁世凯全票当选总统
民国组成新内阁
中国留学生应召回国
西安撤侨历险记
陆微祥出任民国新总理
美国经济学家应邀出任民国要职
莫理循被任命为民国总统政治顾问
孙中山否认将参选总统
假共和、真独裁：濮兰德访谈录
美国呼吁共同承认中华民国
袁世凯正式当选民国总统
民旧将有新国歌
退位幼帝受到优待
《重构中国》书评
徐世昌当选民国总统
徐世昌宣誓就职
上海和平谈判有所进展
北京政府因和谈失败而倒阁
外蒙王公希望重返中国怀抱
要自治还是要银票
中国退位幼帝近况
前美国公使芮恩施讲述袁世凯
巾国的未来掌握在青年手中
第二篇 捍卫宪政
篇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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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内阁名单被国会否决
宋教仁遇刺
谋杀宋教仁嫌犯越狱逃跑
在美华人为讨袁战争发起募捐
民国官员赴美考察司法制度
孙中山策划再次发动革命
《民国西报》评袁世凯独裁
《亚细亚日报》再次遭到炸弹袭击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
前民国总理唐绍仪公开抨击袁世凯
君主立宪制是中国的选择
伍廷芳寄望中国青年
北京政变影响远东力量平衡
孩儿皇帝重新登基
黎元洪逃入日本使馆避难
张勋复辟计划流产
北京事变调停失败
孙中山畅谈中国时局
段祺瑞组建新内阁
首批日元贷款所购军火运抵中国
民国新一届国会宣告成立
张作霖要求新宪法有中国特色
第三篇 维护国权
篇首语
日本对中国发出最后通牒
英德海军集结山东沿岸
日英联军攻陷青岛
“中国摩根”张振勋访谈录
《恰克图条约》签字
中国从欧洲战争中获益
中国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美国远东事务专家谈中日条约
成千上万华工运往欧洲
中国即将加入协约国
中国对德、奥两国宣战
大战将激发中国巨大潜力
协约国同意民国延迟还债
德皇威廉二世掠夺中国财物
苏俄抗议中国庇护白俄残部
顾维钧解释巾国参战原因
中口在巴黎和会上爆发争端
中国学生强烈抗议巴黎和会决定
日使称中国收回山东没有法律依据
中国学生割指抗议巴黎和约
苏俄愿援助“解放”中国
芮恩施说巾国是开启和平大门的钥匙
徐世昌感谢美国总统电贺民国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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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代表团抵华盛顿受到欢迎
施肇基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
顾维钧就华盛顿会议表明中国立场
民国政府要求取缔在华外国邮政
列强同意撤出外国在华邮局
善后大借款系列报道
中国是列强利益碰撞的火药桶
威尔逊总统反对对华借款
威尔逊总统希望与中国进行友好贸易往来
中国签署借款合同可能引发起义
“二十一条”系列报道
美国获得日本对华索价要点
日本对中国进行威胁
日本对华要求全部内容曝光
国会授权威尔逊全权处理对日政策
威尔逊总统将递交对日照会
美国推迟对日本“二十一条”表态
读者来信：日本人的辩解
读者来信：周先生的反驳
日本首相就“二十一条”发表谈话
中华会所宣布联合抵制日货
关于《巴黎和约》的读者来信系列
日本把什么福音送给中国？

门罗主义奠定美国领土扩张基础
建议比格罗先生去中国看看
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是明智的
日本人在误导世界
第四篇 西风东渐
篇首语
新式医学院将落户上海
西风吹过中国
中国正在成为美国的翻版
女人服饰的变化是另一场革命
亚洲复兴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事件
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开业
天津高尔夫球场建在坟场里
上海对汽车的兴趣大增
送给朱尼金牧师的摩托车
现代医学在中国发展前景广阔
洛克菲勒基金会计划在华创办医院
中国路况太差限制汽车进口
美国汽车出口远东
京津两地约有400辆汽车
美国银行将在上海开设支行
在中同发展救世军
美国商会呼吁改革领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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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车将取代骆驼
美国打字机在中国
中国扶邀参加波特兰博览会
第五篇 文化觉醒
篇首语
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奥柏林学院在山西兴办教育
中国人以戏剧宣传华夏历史
民国将军就读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富商资助两所中国大学
《永乐大典》惊现伦敦
《清廷纪事》书评
《中国年鉴》1914年版出版发行
第二届远东奥运会将在上海举行
袁世凯临终前谈中国教育改革
庚款助学成绩斐然
金陵女子学院令人瞩目
电影在香港举步维艰
前教育总长率团赴美考察
国际新闻俱乐部在北京成立
杜威教授希望帮助中国革新教育
天津学生罢课惊动总统
美国科考队在中国收获颇丰
五所教会女巾开建
北京大学首次录取女学生
中国人自拍电影杀青
电影在天津大受欢迎
在中国寻找龙骨、
在唐人街观赏中国戏
百老汇上演中国话剧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专题
为争取选举权而斗争
凯蒂夫人的考察报告
广州妇女大闹议会要求参政权
第六篇 实业兴起
篇首语
西式医院在广州开诊
袁世凯批准铁路建设计划
银元、港币与中国对外贸易
对华贸易在战争迷雾中增长
中国寻求5亿美元铁路贷款
民国的植树造林计划
民国推行币制改革
中美合资筹建银行
顾维钧表示欢迎美国来华投资
中国纯锑产量大增，
中国工业革命进程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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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刺激民国工业复苏
中国盲人生活无虞
美国对中印两国白银出口剧增
中国因战争享受繁荥
美国4艘万吨轮将在上海制造
西方工程师建议引进自动电话
中国制造铅笔
天津建立碳酸饮料厂
民国打破金属禁运限制
上海百货商店颇受欢迎
民国远洋货轮首航西雅图
民国的贸易创纪录
武昌将建立新棉纺厂
现代化的中国前途无量
上海首家卡车运输公司开业
评民国铁路建设
新式大饭店将现身上海外滩
发网制造在中国
大规模电话改造工程进展顺利
中国民用航空事业取得进步
北京至济南航线开通
中德合资电器设备厂将落户苏州
第七篇 民生世相
篇首语
中国画在蒙特罗斯画廊展出
故宫珍宝开始拍卖
慈禧爱犬远渡英伦
开封的犹太教堂
顾维钧迎娶民国总理女儿
《李鸿章回忆录》出版
四川吸食鸦片者将被枪决
“通济”舰爆炸致35人死亡
美国为德国难民和战俘提供协助
普吕肖上尉逃离青岛记
竹筒装金条从叶国寄来
中国古董拍卖成交踊跃
庆亲王奕勖去世
美国炮艇在重庆附近遇袭
厦门附近地震，万人丧生
两名美国工程师在华被绑架
奇怪流感横扫华北
在华美国人兴起学中文
北京政府开始全而禁烟
莫小毛打官司
美国女明星的中国印象
“昭陵六骏”两件浮雕落户美国
罂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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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位清帝生母自杀身亡
中国饥荒系列
纽约教会为赈济中国饥民募捐
科学赈济中国饥民
中国饥荒灾害危及百万生命
聚落农场帮助饥民恢复重建
饥荒迫使父亲毒子卖女
中国的丫环买卖
中国饥民死亡人数急剧上升
附录：《纽约时报》民初报道英文原文目录
重要名词索引
后记
《共和十年(社会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
前言
第一篇 民国初创
篇首语
没有龙的新国旗
中国将有伟大的未来
武昌事变后的中国时局
梁启超称共和制不合中国国情
满清军队在南京屠城
万众瞩目的袁世凯
孙中山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
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
孙中山大总统发表对外宣言
英国雇员回忆孙中山伦敦蒙难记
美国学者百森评中国时局
满清朝廷举棋不定
中国危机牵动远东政治格局
孙中山接受美联社采访
袁世凯秘密觐见隆裕太后
清帝宣布退位
袁世凯全票当选总统
民国组成新内阁
中国留学生应召回国
西安撤侨历险记
陆微祥出任民国新总理
美国经济学家应邀出任民国要职
莫理循被任命为民国总统政治顾问
孙中山否认将参选总统
假共和、真独裁：濮兰德访谈录
美国呼吁共同承认中华民国
袁世凯正式当选民国总统
民旧将有新国歌
退位幼帝受到优待
《重构中国》书评
徐世昌当选民国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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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世昌宣誓就职
上海和平谈判有所进展
北京政府因和谈失败而倒阁
外蒙王公希望重返中国怀抱
要自治还是要银票
中国退位幼帝近况
前美国公使芮恩施讲述袁世凯
巾国的未来掌握在青年手中
第二篇 捍卫宪政
篇首语
新内阁名单被国会否决
宋教仁遇刺
谋杀宋教仁嫌犯越狱逃跑
在美华人为讨袁战争发起募捐
民国官员赴美考察司法制度
孙中山策划再次发动革命
《民国西报》评袁世凯独裁
《亚细亚日报》再次遭到炸弹袭击
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
前民国总理唐绍仪公开抨击袁世凯
君主立宪制是中国的选择
伍廷芳寄望中国青年
北京政变影响远东力量平衡
孩儿皇帝重新登基
黎元洪逃入日本使馆避难
张勋复辟计划流产
北京事变调停失败
孙中山畅谈中国时局
段祺瑞组建新内阁
首批日元贷款所购军火运抵中国
民国新一届国会宣告成立
张作霖要求新宪法有中国特色
第三篇 维护国权
篇首语
日本对中国发出最后通牒
英德海军集结山东沿岸
日英联军攻陷青岛
“中国摩根”张振勋访谈录
《恰克图条约》签字
中国从欧洲战争中获益
中国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情
美国远东事务专家谈中日条约
成千上万华工运往欧洲
中国即将加入协约国
中国对德、奥两国宣战
大战将激发中国巨大潜力
协约国同意民国延迟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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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皇威廉二世掠夺中国财物
苏俄抗议中国庇护白俄残部
顾维钧解释巾国参战原因
中口在巴黎和会上爆发争端
中国学生强烈抗议巴黎和会决定
日使称中国收回山东没有法律依据
中国学生割指抗议巴黎和约
苏俄愿援助“解放”中国
芮恩施说巾国是开启和平大门的钥匙
徐世昌感谢美国总统电贺民国国庆
中国代表团抵华盛顿受到欢迎
施肇基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
顾维钧就华盛顿会议表明中国立场
民国政府要求取缔在华外国邮政
列强同意撤出外国在华邮局
善后大借款系列报道
中国是列强利益碰撞的火药桶
威尔逊总统反对对华借款
威尔逊总统希望与中国进行友好贸易往来
中国签署借款合同可能引发起义
“二十一条”系列报道
美国获得日本对华索价要点
日本对中国进行威胁
日本对华要求全部内容曝光
国会授权威尔逊全权处理对日政策
威尔逊总统将递交对日照会
美国推迟对日本“二十一条”表态
读者来信：日本人的辩解
读者来信：周先生的反驳
日本首相就“二十一条”发表谈话
中华会所宣布联合抵制日货
关于《巴黎和约》的读者来信系列
日本把什么福音送给中国？

门罗主义奠定美国领土扩张基础
建议比格罗先生去中国看看
中国拒签《凡尔赛和约》是明智的
日本人在误导世界
第四篇 西风东渐
篇首语
新式医学院将落户上海
西风吹过中国
中国正在成为美国的翻版
女人服饰的变化是另一场革命
亚洲复兴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事件
中国第一家百货公司开业
天津高尔夫球场建在坟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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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汽车的兴趣大增
送给朱尼金牧师的摩托车
现代医学在中国发展前景广阔
洛克菲勒基金会计划在华创办医院
中国路况太差限制汽车进口
美国汽车出口远东
京津两地约有400辆汽车
美国银行将在上海开设支行
在中同发展救世军
美国商会呼吁改革领事制度
卡车将取代骆驼
美国打字机在中国
中国扶邀参加波特兰博览会
第五篇 文化觉醒
篇首语
知识分子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奥柏林学院在山西兴办教育
中国人以戏剧宣传华夏历史
民国将军就读哥伦比亚大学
美国富商资助两所中国大学
《永乐大典》惊现伦敦
《清廷纪事》书评
《中国年鉴》1914年版出版发行
第二届远东奥运会将在上海举行
袁世凯临终前谈中国教育改革
庚款助学成绩斐然
金陵女子学院令人瞩目
电影在香港举步维艰
前教育总长率团赴美考察
国际新闻俱乐部在北京成立
杜威教授希望帮助中国革新教育
天津学生罢课惊动总统
美国科考队在中国收获颇丰
五所教会女巾开建
北京大学首次录取女学生
中国人自拍电影杀青
电影在天津大受欢迎
在中国寻找龙骨、
在唐人街观赏中国戏
百老汇上演中国话剧
中国妇女解放运动专题
为争取选举权而斗争
凯蒂夫人的考察报告
广州妇女大闹议会要求参政权
第六篇 实业兴起
篇首语
西式医院在广州开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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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批准铁路建设计划
银元、港币与中国对外贸易
对华贸易在战争迷雾中增长
中国寻求5亿美元铁路贷款
民国的植树造林计划
民国推行币制改革
中美合资筹建银行
顾维钧表示欢迎美国来华投资
中国纯锑产量大增，
中国工业革命进程综述
战争刺激民国工业复苏
中国盲人生活无虞
美国对中印两国白银出口剧增
中国因战争享受繁荥
美国4艘万吨轮将在上海制造
西方工程师建议引进自动电话
中国制造铅笔
天津建立碳酸饮料厂
民国打破金属禁运限制
上海百货商店颇受欢迎
民国远洋货轮首航西雅图
民国的贸易创纪录
武昌将建立新棉纺厂
现代化的中国前途无量
上海首家卡车运输公司开业
评民国铁路建设
新式大饭店将现身上海外滩
发网制造在中国
大规模电话改造工程进展顺利
中国民用航空事业取得进步
北京至济南航线开通
中德合资电器设备厂将落户苏州
第七篇 民生世相
篇首语
中国画在蒙特罗斯画廊展出
故宫珍宝开始拍卖
慈禧爱犬远渡英伦
开封的犹太教堂
顾维钧迎娶民国总理女儿
《李鸿章回忆录》出版
四川吸食鸦片者将被枪决
“通济”舰爆炸致35人死亡
美国为德国难民和战俘提供协助
普吕肖上尉逃离青岛记
竹筒装金条从叶国寄来
中国古董拍卖成交踊跃
庆亲王奕勖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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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炮艇在重庆附近遇袭
厦门附近地震，万人丧生
两名美国工程师在华被绑架
奇怪流感横扫华北
在华美国人兴起学中文
北京政府开始全而禁烟
莫小毛打官司
美国女明星的中国印象
“昭陵六骏”两件浮雕落户美国
罂粟之路
退位清帝生母自杀身亡
中国饥荒系列
纽约教会为赈济中国饥民募捐
科学赈济中国饥民
中国饥荒灾害危及百万生命
聚落农场帮助饥民恢复重建
饥荒迫使父亲毒子卖女
中国的丫环买卖
中国饥民死亡人数急剧上升
附录：《纽约时报》民初报道英文原文目录
重要名词索引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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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辛亥革命胜利后，中国已推行了一些改革措施，如果你还记得中国的往昔，你会觉得今天的
这一切变化真是不可思议。
” “以历法为例，当一些进步人士建议弃用农历以与世界历法接轨时，许多人认为这个改变绝无可能
，因为我们已经使用农历数千年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
中国在两天之内便开始使用公历，没有出现任何反对或激愤，什么都没有发生。
它就这样改变了。
” “同样，中国人还留长辫吗？
而仅仅几年前，没有人相信这可能发生。
” 　　“鸦片呢？
当一些中国人提议根除鸦片时，几乎没人相信。
他们认为，中国人一直抽食鸦片，程度甚深，因此未来也必将如此。
看看发生了什么？
现在美国抽鸦片的人比中国还多。
从前，吸食鸦片被视作地位的象征，而现在则是犯罪。
抽鸦片的人被社会排斥，无法找到工作。
事实上，在中国已很难买到鸦片。
” “是什么带来这些改变？
是民意。
鸦片买卖在5年之内便被打压下去，这样的成绩比你们美国人在处理酒精买卖上的表现还要优秀。
你们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什么也没做。
” “而你们也该知道，当中国发生这些改变时，我们还处在美国许多年以前的状态。
当铁路刚刚在英美出现时，难道没有反对声吗？
难道没有许多人抱怨机车带出的煤渣会毁坏庄稼、巨大噪音会吓跑森林中的鸟儿吗？
所以，中国人起初带着怀疑眼光去看待这些新事物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你们也同样如此。
但现在，我们已行进在这条前进的道路上，便不会停止。
中国的前方，有光明美好的未来。
”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与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是真正的贸易，而不是掺杂在国际政治游
戏中的所谓贸易。
” “我们拥有我们国民自己需要的政治。
到目前为止，洋人在华的行为记录并不完美，有些美国人以及其他国家的人士，无论对他的祖国还是
对中国都没有公平对待。
我们需要的是正直诚实、光明磊落的外国朋友。
唯有如此，我们才会以同样方式对待他们。
” “从今以后，我们希望能够明确，商业归商业，政治归政治。
当我们需要资金时，我们指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所附加的一大堆丑陋不堪的政治索求。
筹集资金对于一个欠缺发展经验的国家来说，本来已经很难了；如果再掺杂政治因素，那就太难承受
了。
” “对于中国人来说，和你们谈生意过于曲折。
当我们认为你在谈论金融问题时，你却突然转向政治；于是我们和你谈政治，而你却又突然再转回商
业领域。
我们和你们的银行家商谈，银行家告诉我们应去找美国国务院；当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国务院时，你们
却又谈起贷款来。
” “如今，我们商人的做事方式是直来直往，我们不能理解这样的交易。
　　中国的政府，我必须承认它时常发生变动，但从来就不是一个生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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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我们非常希望与美国发展贸易关系。
在中国，我们对于美国人民给予的帮助非常感激，我们从未忘记海约翰、罗斯福和塔夫脱为我们所做
的一切。
你们现在忙于国内政治，可能已经遗忘这些事，但我保证，我们从未忘记。
” “我相信，美国和中国这两个太平洋地区的伟大共和国必将实现共同的发展。
她们都是和平的爱好者，都有成功的潜质。
我们希望正直的美国人来到中国，对我们平等相待。
我们需要的，不是试图在最短时间内榨干中国穷人血汗的商人，而是愿意长期经营获得合理盈利的商
人。
” “这便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
我想告诉你，美国人一定会从一个新生的中国获得极大收益，因为中国正在成为另一个美国。
” 难道中国也有时尚吗？
也许对你来说，当这个想法从头脑中蹦出来时，你无疑会像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从来不认为那里会
有什么时尚的东西，在那里顽固存在了无数个世纪、无数个朝代的社会风俗怎么可能允许他们的服饰
顺应潮流的变化呢？
 虽然老古董固然还在，但是，新生事物却如雨后春笋令人吃惊地萌生出来。
尽管遗老遗少们仍在嘲笑和阻拦，但是，西洋时装潮流正飞速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度，与其说是年轻人
们在接受它们，不如说是他们在逐渐地适应。
　　端庄秀丽的中国女士可以随意穿着洋装又不遭人嘲笑的那一天还没来到，也许它永远不会来到。
但是，有一些勇敢的女士正试图尝试，虽然她们总会遭到不同程度的非难。
即使是一位在中国很有名的西方教育家的夫人，她也发现，如果穿戴西洋服饰，那么想在中国人面前
保持高尚形象也是一件极困难的事。
多年来，她的丈夫一直穿戴中国服饰，直到最近才开始穿西装。
　　她也准备试着改穿西洋服装。
　　然而，排斥西洋服饰对于中国女性来说不是大的困扰，因为洋装并非为展现中国女人的美丽而量
身打造，娇小玲珑的东方妇女也许不一定适合西洋女装。
不过，西洋服饰风格正在对中国女性服饰产生巨大影响，而且逐渐被大众所了解，由此激发了中国女
性的时尚观念。
而今悬挂在商店橱窗里的新潮女装琳琅满目，与往昔风格大相异趣，富有当地特色的新式服饰设计证
明，时尚元素正被引进中国，它们与西方一样令人耳目一新。
　　上海是远东的纽约。
当你漫步南京路这个上海的第5大道时，或是走在福州路这个中国最华丽炫目的城市街道时，你会发
现，新款鞋与旧款鞋并排摆放在鞋店里，显得十分古怪。
橱窗里，先是一排柔软光滑的旧款女鞋，小而尖，呈船形，是专为旧式裹足女人穿的；另一排是设计
优雅、形状自然的低跟便鞋，专为天足妇女制作。
　　然而，更强烈的对比在另一个橱窗。
这里只有皮鞋，而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为那些遗留在旧时代的小脚女人穿用，其他大部分皮鞋都拥
有相同的款式和造型，粗看起来似乎和过去的绸缎布鞋一样，但注意了，它们是高跟鞋，简洁明快的
时尚风格一点不输西方时髦女性的表现，同样拥有不可思议的女性魅力。
　　中国女鞋外表看很像西方的水泵，脚背上很少有皮制鞋舌，鞋面上有绸缎做成的装饰。
　　理论上讲，中国制鞋业在很多年前就使用皮革；然而，事实上直到辛亥革命后，皮鞋才开始流行
。
首先是男人开始穿皮鞋，包括那些坚持穿长袍大褂的中国男人。
随后女人也开始穿皮鞋。
照东方思维，这已经侵犯了男人的特权，而这个突飞猛进的进步在过去4000年中是根本无法想象的。
　　追赶时尚的中国新女性甚至穿上了西洋鞋。
她们不愿意再穿中式的皮鞋，制鞋必须真材实料，通常由中国制造，但式样让美国人看来非常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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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男人不大情愿看到他们女人服饰的巨大变化，对在大街上招摇过市的中国新女性深怀厌恶，认为
她们在公然对抗传统习俗，虽然身装中式服装，脚下却穿一双西洋鞋，走起路来大步流星，而不是轻
步蹒跚、小心翼翼，真是“非常不守妇道”的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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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共和十年（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为《帝国的回忆——晚清观察记》的姊妹篇，时
间上与其相承续，系《纽约时报》1911年10月至1921年12月间对华报道的选编。
 1911年，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帝制终结。
之后十年，共和制在动荡中初具形式，列强环伺的局面依旧，社会生活中西风东渐，中国被日渐引入
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中，构成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危机与希望的时代。
 入选本书的《纽约时报》200多篇报道，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民生等角度，对中国这十年进
行了全面的报道，其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系列报道之深入。
令人惊叹。
以西方人的眼光，对当时中国的现实进行了分析，对其未来做了预测，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从
这里读者可看到历史的另一面。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近百年后回眸历史，给人很多启示。
 《共和十年（社会篇纽约时报民初观察记1911-1921）》为其中“社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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