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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大型图片集，共收有500多幅从未公诸于世的清末民初老照片，选自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
立图书馆的莫理循档案。

　　莫理循（1862~1920），澳大利亚人，曾任《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1897~1912），中华民国总
统政治顾问（1912~1920）。
他在北京居住了20余年，亲历了近代中国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他的大量报道、通讯与日记成为研究这一段中国历史的重要素材。
他身后留下的图片资料约3000余幅。
旅澳历史画家沈嘉蔚从中精选主要部分并作了必要考证。
本画册分为《北京的莫理循》、《世纪之交的战乱》、《目击变革》三册，含庚子事变纪实、20世纪
初中国近代化变迁、清末民初民情风俗、莫理循与中国仆人的友谊、莫理循与清民初在华洋人等专题
内容。
除老照片外，编者还精选了少量文物照片，如孙中山于1906年印的钞票；大清邮票上加盖中华民国邮
戳的明信片；李鸿章、辜鸿铭等人的大红名刺等。
此书为历史工作者与爱好者提供了历史文献的文字所不能提供的直观图像资料，适合专业与业余研究
者、各类图书馆与文科院校作为常备工具书。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全三册）>>

作者简介

　　沈嘉蔚，
1948年生于上海。
历史画家与肖像画家。
曾因油画《为我们伟大祖国站岗》（1974年）与《红星照耀中国》（1987年）而知名。
1989年初移居澳大利亚至今。
中国美术馆、国家博物馆、澳大利亚国立肖像馆与欧、美等地博物馆均收藏有他的油画作品。
1995年创作的一幅历史画获澳大利亚玛丽?麦格洛普艺术奖第一名。
2005年受澳大利亚政府委托，为丹麦王妃画像。
作画之余发表文史随笔及专业论文数十万字。
现与妻子和女儿生活工作在悉尼南郊的邦定纳艺术村。

　　窦坤
历史学博士，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社会科学》编辑部副编审。
已翻译、著述出版有《北京的莫理循》《莫理循眼中的近代中国》《莫理循与清末民初的中国》和《
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等著作，并发表相关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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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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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来自澳大利亚的莫里循被称为“北京的莫理循”或“中国的莫理循”，当年北京的王府井大街曾
一度叫做“莫里循大街”，他对中国怀有深刻的感情，他的足迹远到西北和西南，他的镜头留下那一
时代不同社会阶层的面貌，记录了许多重要的历史时刻。
1894年，年轻的莫里循就来到中国长途旅行，沿着长江，一直深入到西南边陲。
1897年他成为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进入中华民国后，他应袁世凯之聘出任总统顾问，他在
中国度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光，这一时期中国这块古老土地上发生的变化之剧烈，甚至可以说超过
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莫理循有职业记者的敏锐，也有相当清醒而自觉的历史感，他似乎知道自己所目睹、所经历的一切都
将成为历史，无论他留下的照片，还是他保存下来的请柬、便笺、股票、银票、名片、入场券等等看
似不起眼的东西，都是重要的证物。
　　百年后的今天，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的《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三大本图片集向我们打开了一
个世界，那是一个活的近代中国，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那个时代底层老百姓的苦难与挣扎，看到上层达
官贵人的奢侈和傲慢，看到世纪之交的那场动荡——使馆区被围困时的真实状况，看到八国联军铁蹄
踏进北京时的场面，看到慈禧太后重返北京和她出殡的那些镜头⋯⋯这些照片所呈现的细节，往往能
让人感叹不已。
我看到他拍下的西北民众的那些肖像，男女老小，特别感到震撼。
1902年1月，惊魂已定的慈禧太后带着她挟持的光绪帝从西安回到北京，在大批士兵马队护送下，乘着
马车、轿子一路风尘颠簸而来，远处冰面上是三三两两跪着的顺民，总觉得弥漫着一股凄凉之意。
相比之下，八国联军的军容、枪械和刺刀，他们的飞扬跋扈，踏入异国之都如入无人之境的狂态，都
足以让一个古老民族在感受到屈辱的同时，重新思考未来，思考我们如何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
问题。
　　莫理循目击了晚清以来的一系列变革：立宪政、兴学堂、发股票、办铁路、练新军⋯⋯1907年，
远在新疆也成立了具有近代议会性质的谘议局，图片集中有一幅“新疆谘议局”门口的照片，虽然房
子是那么起眼，像个普通的北方农家院落，光秃秃的枝桠，一片冬天的荒凉。
在广西桂林的一次官方集会上，高悬着“立宪万岁”的匾额。
会场上不同的服装就是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风景，一边是穿清朝官服的大小官员，一边是穿着新式校
服的小学和师范学堂学生。
1909年11月9日，在慈禧太后的葬礼上，我们还可以看到新军士兵已剪去了辫子。
然而变革来得太晚了，任何良药也救不了一个垂危的病人，辛亥革命的发生是不可回避的。
莫理循以记者的身份介入这一重大的历史进程，并为袁世凯登上历史的大舞台立下了汗马功劳。
袁世凯最终以民国总统而称帝，回到王朝的老路，这是莫里循这个“高等政治顾问”所意料不到的，
也是他不能同意的。
　　从1913年到1915年，蔡锷和莫理循有过来往，莫理循文件中保存有蔡锷给他的便笺、请柬。
目睹英年早凋的蔡锷英气勃勃的手迹，我想起的是莫理循和袁世凯的那一番对话：1916年2月7日，其
时蔡锷在西南举起护国反袁的旗帜已有一个多月，莫理循直截了当地告诉袁，国内普遍同情蔡锷，“
我接到的每一个报告都是如此，无论中外，都赞同他”，并认为可能会重演辛亥革命的一幕。
然而，袁对自己一手训练出来的北洋军极为自负，他不仅想当然地认为可以将装备很差、兵力薄弱护
国军镇压下去，而且主观臆测“蔡锷有野心”，他向莫理循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蔡锷会统治中国
吗？
”莫理循对此未予理睬。
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至死都不能明白，蔡锷反对他称帝的目的竟然是“为国民争人格”。
　　莫理循保存了1913年10月10日出席袁世凯就任正式总统的“庆祝券”、“国庆观礼券”，还
有1916年元旦邀请他出席“朝贺典礼”的请柬、礼节单，总统“府”改称为新华“宫”，不过请柬没
有将时间称为“洪宪元年”，而是照旧叫“[民国]五年”，不知是不是失误？
总之，看上去是那样的不伦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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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图片珍贵：《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套装共3册）（第3版）》图片是从澳大利亚米歇尔图书馆
莫理循文件中寻得、引进，国内罕见。
再现了清末民初中国政情、民生百态。
　　图片高清：《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套装共3册）（第3版）》图片是第一手资料，出版者精心
排版制作，大幅高清呈现，每一张图都是审美主体。
　　图片收藏者身份重要：《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套装共3册）（第3版）》图片的收藏者为《泰
晤士报》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北洋政府顾问，视野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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