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洋岁月>>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北洋岁月>>

13位ISBN编号：9787549505135

10位ISBN编号：7549505136

出版时间：2011-6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秦风, 徐家宁, 秦风老照片馆

页数：17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北洋岁月>>

内容概要

　　重看北洋，辛亥革命以后若干年内的中国，就是一个以旧砖瓦搭起的新世界。
掌权的人是清廷走投无路求革新时壮大起来的军事领袖，辅佐的文官是熟读经史子集又敢睁眼看世界
的前朝士人。
有变革，有创新，然而在国是、宪政、党派这些政治元素之外，整个社会依然蜷缩在旧砖瓦垒起的屋
檐下，那些足够掀开屋顶的新的力量，也在一点一滴地滋生，一分一毫地改变着中国社会，只是远不
如政坛上那般风起云涌了。

　　这样一个重要的北洋时代（1912—1928），却鲜有精彩的影像记录。
秦风老照片馆系列这本《北洋岁月》，涵盖了1912年以来一百五十四幅珍贵照片，有幸记录了曹锟北
京兵变、袁世凯葬礼、黎元洪南苑阅兵、张勋复辟、徐世昌及段祺瑞众人庆祝一战胜利大会等多个重
要历史事件，再现了老北京城内外的建筑和风情，还有那段时光中庶民百姓一如往常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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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秦风，本名徐宗懋，酷爱历史和美术。
2000年辞去长年从事的新闻工作，成立台湾文史工作室，以传播中华历史文化为职志，同时收集老照
片和文物，进行系统性的整理和刊载，期望能开拓中国人历史影像的新领域。
出版有《抗战一瞬间》、《岁月台湾：1900－2008》、《宝岛风情：牵动两岸的民族记忆》、《铁蹄
下的南京》、《1904－1948：岁月东北》、《秦风老照片馆》、《一个时代的谢幕：蒋介石私人摄影
师作品集》、《老北京皇家建筑典藏》、《老北京西洋铜版画典藏》、《抗战中国国际通讯照片》、
《1947年春：延安》、《影像民国：1927—1949》、《残园惊梦：奥尔末与圆明园历史影像》、《上
海制造：1950—1960年代》等书。

　　徐家宁，1998年毕业于北京理工大学。
长期从事中国老照片的研究和收藏，参与组织国内首个影像拍卖专场。
编译有《1900，美国摄影师的中国照片日记》、《1904—1905，洋镜头里的日俄战争》、《中国与中
国人影像》等书，并在《老照片》、《温故》、《中国摄影》、《摄影之友》、《收藏》、《紫禁城
》等杂志发表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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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享珍贵历史影像的志业（序一）　　秦风　　熟悉老照片收藏的朋友都很清楚，近年不断面世
的老照片虽然涵盖了所有的时代，但分布的情况并不均衡，有些时代的老照片多一些，有些则少一些
。
　　譬如，十几年前老照片刚刚成为报刊杂志上的热门话题时，最先涌现的，是新中国前二十年各种
政治运动的影像，勾起历史的惊叹和反思；几乎与此同时的，则是一些由外国书籍翻拍而来的晚清中
国社会旧影。
老照片旋风就是从这一前一后的时代主题掀起的，接着才是民国社会的影像，然后是抗战，尤其是正
面战场的照片，蒋介石、宋美龄、何应钦等等这些人物也从历史的深处浮出，陆续登场。
整整十年间，中国大陆的老照片文化发展迅速，从零散的时代侧影，到连贯的历史风貌，从满足猎奇
心理，到探究过往真相，逐步走向成熟。
　　可以说，任何有心撰写中国影像史的人都会发现，现在下笔越来越困难，因为每一年都会涌现新
的影像资料，都会牵动写作的基础，都会对原有的概念不断提出挑战。
尤其这两年，老照片高度市场化，优质的原版文物，包括单张原版蛋白照片、银盐纸基照片、原版相
册、底片，等等，由外国市场转售中国，或直接由中国民间浮出，大量集中在影像市场，其数量和质
量已非过去所能比拟。
　　尽管如此，我们也注意到两种现象：其一，就时代主题而言，晚清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影像最
为丰富，大概是这两时期摄影者的作品后来多流散在欧美和台湾，保存状况良好，现在则受到市场力
量的诱引，回流中国大陆。
不过，夹在两个时代中间的北洋时期，坊间流布照片却相当稀少。
想来大概是因为北洋政权机器薄弱，缺乏系统性影像宣传的能力，而晚清时期拍摄京城的重要外国摄
影师此时亦多老成凋零，后继者青黄不接，加之国际间的目光此时已逐渐转移到南方的国民革命势力
上，使得北洋时期的照片本来就存留不多。
其二，尽管受到资本的驱动，老照片收藏事业一日千里，然其投资的性质却也迅速掩盖了影像探索的
初衷。
不少收藏家高价购藏了珍贵的影像文物，接着就堆放在自己的收藏室，从此与外界绝缘，既不交予研
究者，更不与公众分享。
一个常见的投资心理是，既然是重金购藏的珍贵影像，自然不肯轻易示人，更不可能为了微薄的稿酬
交付出版，似乎曝光之后，就丧失其珍贵性。
正因为有这些观念的存在，老照片市场仅仅蓬勃于小部分富裕的买家，尚无法造福于社会大众，成为
强大的文化推广力量。
秦风老照片馆的成立，正是希望能改善这种情况。
我们筹资资金，组织影像研究和写作队伍，期待通过展览和出版，将老照片分享于大众，培养中国人
多元宽广的历史心胸，同时也让影像艺术成为国民生活美学的一环。
因此，对秦风老照片馆而言，与大众分享珍贵历史影像，不仅是乐趣，更是志业。
　　2010年春天，秦风老照片馆有幸从北京影像拍卖市场上高价买进一本北洋时期的相册，内容包含
了北洋时期的几个重要历史事件，以及老北京城内外的建筑、风光和庶民生活，等等。
照片画质清晰，内容丰富完整，十分罕见，可以说是迄今有关北洋时代的老照片中最完整、最有魅力
的一批。
我们立刻将这本画册置于秦风老照片馆系列的出版计划中，同时邀请徐家宁先生担任撰稿的工作。
　　家宁君是一位十分优秀的民间学者，对影像和文史研究抱持高度热忱。
2010年夏天，在秦风老照片馆推动奥尔末圆明园历史影像的展览和出版活动中，家宁君肩负了重要的
工作，表现出色。
秦风老照片馆幸得家宁君加盟，业务更上层楼，开展得更加顺畅。
此次，家宁君又以渊博的学识、认真的考究，以及洗炼的文笔，为这批北洋时期的珍贵图片撰稿，可
谓是图文并茂，成就的必然是一本值得期待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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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不仅从中得窥北洋的风云际会，还将随着书中的图片与文字悄然步入那些年头的北京城，抱着悲
悯的心情，重看军阀、士兵、青楼女子、市井草民之种种，或喟然感叹，那些人物，其实就是我们自
己的前世今生&hellip;&hellip;　　重看北洋（序二）　　徐家宁　　清王朝的丧钟早在数十年前就已经
敲响，初时袅袅轻鸣，渐至震耳欲聋。
在那幢即将崩离的大厦前，有人拆墙，有人添砖，有人一边拆墙一边添砖。
到它轰然倒下时，人们才发现原来要建一座新的大厦，毕竟还是需要砖，既无新砖可用，添上旧砖也
未尝不可，那些手里还握有旧砖的人，转眼成了新楼的支撑者。
　　辛亥革命以后若干年内的中国，就是一个以旧砖瓦搭起的新世界。
掌权的人是清廷走投无路求革新时壮大起来的军事领袖，辅佐的文官是熟读经史子集又敢睁眼看世界
的前朝士人。
有变革，有创新，然而在国是、宪政、党派这些政治元素之外，整个社会依然蜷缩在旧砖瓦垒起的屋
檐下，那些足够掀开屋顶的新的力量，也在一点一滴地滋生，一分一毫地改变着中国社会，只是远不
如政坛上那般风起云涌了。
　　一、袁世凯趁乱崛起　　革命党公认的领袖孙文只做了三个月临时大总统，就将这个位置让给了
袁世凯。
这是迫于形势之举，程序上倒也不是简单的拱手相送。
武昌起义后各省相继宣告独立，清室发觉情势危急，便下谕起用光绪三十四年（1908）被要求&ldquo;
回籍养屙&rdquo;的袁世凯，屈从了袁提出的各项要求后，袁复出担任总理大臣。
他迅速组建了自己的内阁，并以心腹全面控制了京师地区和南下讨伐革命军的水陆各军，相对手无寸
兵的孙中山，他是真正有实权的人。
在革命军取得首义的湖北，原为革命军占领的汉阳失陷于清军，袁世凯主动停战，以示和解的诚意。
在此之前他也曾提出召开国会、大赦革命党人等口号，并表示有能力诱使清帝退位。
　　情势如此，就连孙中山也觉得要推翻清廷，避免内战，并以此建国之功出任大总统的人，非袁世
凯莫属，只是对于这个前朝遗老，有必要用约法予以制衡。
　　然而，缺乏法治社会的基础，这些法律条文并不能将旧王朝倾覆后的散乱局面引导至一个正常的
轨道。
1913年，袁世凯与革命党之间的矛盾导致&ldquo;二次革命&rdquo;，获胜的袁世凯先是迫使国会通过
了《总统选举法》，将自己正名为正式大总统，又于1914年修改原《临时约法》，将总统任期延长至
十年，并可无限期连任，甚至有权提名继承人。
这些举措的下一步便是复辟帝制做皇帝了。
1915年底的国民代表大会，竟以绝对多数票批准了君主制，袁世凯就任&ldquo;中国帝国&rdquo;皇帝
。
随之而来的是南方各省宣布独立，各地护国军起，外国政府也不予承认，于是又撤销帝制，不久袁世
凯病逝，复辟这件事算是过去了，但是乱局却难以收场。
　　从1916到1927年，先是有&ldquo;法统&rdquo;及对德宣战问题引起总统黎元洪与总理段祺瑞
的&ldquo;府院之争&rdquo;，清室旧将张勋借机复辟，又有南方革命党人指责临时国会违法，在广州
组织了一个军政府来开展护法运动。
对南方的不同态度又导致派系分裂，在此后南北对峙、军阀混战期间，派系斗争使得北京的政府首脑
走马灯似的更换。
直到1926年南方革命党人发动北伐，旧军阀势力才真正没落。
通常所说的北洋时期就是指1912年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张
学良东北易帜中间这十七年。
这段时间北京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由于一直受清末北洋新军中发展而来的北洋系控制，又称北洋
政府，与之相对应的是1928年以后的南京国民政府。
　　二、新旧一体的时代　　北洋时期是新与旧之间一个山重水复的过渡，此时新秩序正尝试建立，
旧势力并未消除，新有更早的源头，旧一直延续到很多年以后。
这个时代的新，在于晚清以来对革新思维的种种禁锢，豁然放开，新思维人士和力图贴上新标签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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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都参与了对旧事物的改造。
进入民国以后，提倡新的社会风俗，禁缠足，禁鸦片，倡新学，倡女权，服饰、礼仪也发生了重大变
化。
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及作为其先导的新文化运动，正是这一时期求新的体现。
而这个时代的旧，则在于几千年的旧文化旧传统已深入民族的根基，注入每个人的骨髓，一路走来的
惯性之大，撼动不易。
所以有人还要做皇帝，有人怒斥白话文，贫民的窘困一如从前，种种弊端并无实质性改善。
　　三、实权人物的倾轧　　北洋政府的一个招牌，就是它不停更换的首脑，临时大总统、大总统、
代理大总统、临时执政，有时是国务总理摄行大总统或者临时执政；居其位的人先后有袁世凯、黎元
洪、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这些中国近代史上响亮的名字，也有高凌霨、胡惟德这些临时出来应付
局面的。
在这变幻的大王旗背后，自然是各方各派权势的较量，袁世凯死后分散的兵权，是这一时期祸乱的根
源，然而这一时期的政治人物从明面上看，也在开国会，办选举，纠结于约法或宪法的条款，所以其
实人人都知道已经有了一个新规则，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在这个新规则的名目下来行那些有关权位的
旧事。
　　袁世凯可以算作中国进入20世纪后第一个风云人物，他编练的北洋新军就像亲手磨制的一盒棋子
，成型于清末，却在民国这盘棋局上厮杀了多年。
他做了总统还要做皇帝，因为很多人都跟他说这个皇帝做得，真正做了才发现原来自己无法逆时代而
行。
张勋并没有那么大的野心，他蒙厚恩于清室，只想把这几年的乱局纠正过来，至于复辟时自己取得了
内阁总理和直隶总督这两个最显赫的官职，且算作是论功行赏罢。
黎元洪本来只是湖北新军中的一个协统，也就是旅长，只因武昌起义成事太突然，革命党的首脑都不
在场，新成立的军政府不能群龙无首，于是就把他推了出来，此后三度任副总统，两度任大总统，
但&ldquo;位尊而权不重，名高而实不符，人不微而言轻&rdquo;，他做总统几上几下，还不如后来办
实业有成就。
　　四、教育与社会新气象　　那些没有处在权力中心以及身处民间的人，这一时期倒是做了不少实
事。
北洋政府时期三十余任内阁，常有大有来头的人物担任教育、农林、工商总长，通常这是一种调剂，
给那些出策出力有名望的人一个没有多少实权的闲职。
但是很多工作还是开展起来了。
民国元年教育部公布了新的教育宗旨，废除了旧时忠君、尊孔的主旨，改为&ldquo;注重道德教育，以
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rdquo;。
袁世凯时期教育方针有复古的趋势，但新的学制、新的课程标准还是得以推广和实行，入学人数显著
增加，高等教育和女子教育发展起来。
农业和实业方面，提倡并保护民间兴办企业，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开矿、金融等行业，成立农政机构，
设立农业学校，对中国传统农业进行改良，并鼓励垦荒。
尽管很多措施影响有限，经济还是有所增长。
　　于是我们看到的北洋时代，一方面是政府搭台唱戏，一出又一出，南北军阀割据，谁都想坐大。
另一方面，有资本和有知识的阶层开始展示自己的力量，民国初年的新气象多由他们而起。
这股力量的影响，纵向延展至此后数十年，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在旧势力依然顽固的土地上，横向的
生长却十分有限。
陋习依然广泛地存在，普通人依然挣扎在温饱的边缘，整个社会的面貌，总不能局限于社会上层一部
分人的新鲜尝试。
平民的生活从来不写进正史，城市以外的广大农村也常常在视线以外。
人们总是关注政局的变化，关注戏剧性的事件，对那些千百年来一直默默消长的人和事，最多只看到
他们被时代牵动时微微惊起的波澜。
辫子剪掉了，缠足放开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然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到什么程度才算真正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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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所以有必要将目光移向庶民的世界，在街头巷尾田野间寻找新与旧份量迥异的存在。
　　五、老北京城的文化魅力　　也有一些东西，我们不盼新，更念旧，比如几十年来逐渐淡去的老
北京风光。
城楼，城墙，消失的寺庙，坍塌的殿宇，在北洋政府时代，它们也是历史风物，一方面缺乏足够的保
护，一方面也保留着经历数百年风雨的原汁原味。
还有一些在那时还算新的景观，今天也已见不到了，清末至民初中外各种机构在北京的多项建设，很
多都被后来更大规模的城市规划淹没掉了。
　　北洋这一段岁月，新旧交叠，它是现代中国的起始，又是旧时代的延续，它布下了往后几十年中
国的乱局，也萌发出思想、文化领域的新生。
生活在此时的人，他们所经历的事，以及这些事件发生的空间，交织在一起，就是北洋这个时代。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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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这本北洋时期的相册，内容包含了北洋时期的几个重要历史事件，以及老北京城内外的建筑、风
光和庶民生活，等等。
照片画质清晰，内容丰富完整，十分罕见，可以说是迄今有关北洋时代的老照片中最完整、最有魅力
的一批。
　　&mdash;&mdash;秦风　　北洋这一段岁月，新旧交叠，它是现代中国的起始，又是旧时代的延续
，它布下了往后几十年中国的乱局，也萌发出思想，文化领域的新生。
生活在此时的人，他们所经历的事，以及这些事件发生的空间，交织在一起，就是北洋这个时代。
　　&mdash;&mdash;徐家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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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抱着悲悯的心情，悄然步入那些看着的北京城，重看军阀、士兵、青楼女子、市井草民之种种，
得窥北洋的风云际会。
由秦风老照片馆编，徐家宁撰文的这本《北洋岁月》内容包含了北洋时期的几个重要历史事件，以及
老北京城内外的建筑、风光和庶民生活，等等。
照片画质清晰，内容丰富完整，十分罕见，可以说是迄今有关北洋时代的老照片中最完整、最有魅力
的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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