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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放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十分不平凡，而很有意思的画册，它不仅记录了主要是十九世纪以前西方人来
华之后所描绘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还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的历史、社会、民俗、
文化以及东西方的文化交流。
    东西方的文化交流早已开始，但是形成规模是在明清时代。
1582年利玛窦来到中国，初以僧自称，后又称儒，他穿儒服，说汉语，谦虚谨慎地接受中国文化，适
应中国文化，成功地把基督教传入中国，随即耶稣会士纷纷来华。
与此同时，欧洲商人和以通商为目的的各国使节也来到中国，前者集居于澳门、广州，后者通常由广
州沿北江、赣江、长江、大运河一路北上直达北京。
到了近代，当中国门户被列强大炮打开以后，心态各异，身份不同的西方人更是蜂涌而入。
    入境问禁，入国问俗，何况中华文化博大深厚。
以早期来华传教士为例，在他们的著述中，就津津乐道于其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介绍中国文化，探究
中国文化，如《利玛窦中国札记》、李明《中国礼仪》、钱德明《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科学、
艺术、风俗习惯录》等等。
    在这中间，有一种特别的方式——绘画。
与文字记载不同，绘画给人以一种直观的感觉，可以表现出一些不可言传的内容。
作为一种直观的表现方式，在1839年摄影术发明以前，没有其他手段可以与绘画相比；摄影术从西方
传来并能较为广泛的运用，又需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在此期间绘画依旧是最重要的手段。
中西绘画又有很大差异：中国传统绘画崇尚写意，即使是一些写实的画也因过于平面化而在表现真实
场景方面大打折扣。
西方绘画不同，它以焦点透视为基础，讲究人与物的比例，讲究明暗对比，用笔细腻，因而能够创造
出一种如临其境的逼真效果，在本书选用的图版中，这种效果在一些铜版画中尤能感受到。
    西方人观察中国社会，几乎无时无刻不在进行中西文化对比。
本书136页“南京附近一官员家”的原说明中就拿中国人的居室与古希腊、古罗马进行对比，与庞贝古
城的考古发现进行对比，与当时的欧洲、印度、波斯进行对比，这在同时代（十九世纪上半叶）未出
国门的中国人是无法想象的。
从比较文化的角度观察中国，其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能够注意到中国人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现象
，注意到为中国人自己所不屑一顾的现象，发现为中国人自己未曾发现的事物内涵与侧面，提出不同
而又十分重要的观点。
比如说耍坛子，这门杂技对于中国人来说早已司空见惯，是不值一提的雕虫小技，但在西方人眼里却
是了不得：“亚洲人都是表演手技的不凡专家，但似乎没有人像中国人那样把平衡艺术推进到如此完
美的地步。
”肩担一副行当、走街串巷的铁匠，对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起眼，但是一经对比就不得不令人刮目相
看，因为在欧洲，铁匠用具粗笨极了，而在中国却被“天才地简化”，“中国铁匠把铁凳、铁匠铺简
化得如同钉子或一掬煤灰一样可以随身携带”。
其中铁匠使用的风箱尤其受到称道：“中国的风箱不同于其它国家，虽然很简单，但确实是所有风箱
中最好的”。
拉洋片通常被认为是从西方传入的，但从1800年出版的一本画册中得知早期来华的西方人就已在中国
见到并且颇感惊奇：“是欧洲人借鉴中国人的还是欧洲人自己发明的，此   事难以裁决，一个无可争
议的事实是这种无害的娱乐品在东西方非常相似。
”这一事实应该引起有关研究者的注意。
关于吸烟的记述更是值得我们深思：十八世纪时，中国吸烟问题竟然那么严重，“不同阶层、不同年
龄，包括妇女，甚至是8至10岁的男女小孩，无论他们生活条件如何，都配备着吸烟用具，在街上，在
劳动时，烟斗难得从嘴里拿出来。
”    西方人记述中国并非从利玛窦开始，至少在十三世纪就有一位伟大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写下了一
部举世瞩目的《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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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马可·波罗时代往返于欧洲与中国之间的人物屈指可数，他们居留时间较短，没有足够的时间和
条件观察了解中国社会，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只能是走马观花式的；而在明清之际，进入中国的
传教士便是数以百计，他们分布地域广，停留时间长，有条件对中国文化进行详细的了解与研究，到
了近代，来华的西方人更可说是铺天盖地。
作为一个商人的马可·波罗，他所受的教育和文化素养是不足的；明清之际的耶稣会士不同，他们受
过严格的训练与培养，被选派到中国的传教士更是经过近乎挑剔的选择，除了熟谙神学理论，诸如哲
学、伦理、语言、物理、数学等等亦有相当造诣，其中也包括一些绘画高手，如郎世宁、王致诚等等
，他们的学识素养对于他们观察了解中国社会当然十分重要，至于近代，在铺天盖地而来的西方人中
，不可否认有一部分是受过较好教育的。
马可·波罗参予中西文化交流是自发的，到了明清以后却不同，耶稣会士确立了与中国传统文化打成
一片的政策，他们不仅着汉服，说汉语，而且如白晋等人还用汉文著书立说，他们自觉地观察中国社
会，潜心研究中国文化，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些画家，他们甚至在作画时也有意吸纳一些中国画传统。
耶稣会士的这一做法获得了成功，因而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同时代的及其以后的其他来华四万人，比如
说1800年出版的《中国风俗》画册就与在广州从事贸易的西方商人有关。
正因为有上述各种因素，西方人关于中国的记述能够具有一定的广度与深度。
本书收录的图画，涉及的内容就已遍及东西南北各地，这也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种广度。
至于深度，他们的记载已不再都是走马观花式的，往往能够细致入微，并且还能由此及彼、由表及里
。
例如关于酒，西方人注意到的不仅是中国人喜欢喝酒这一现象，而且从中认识到，因为中国人喜欢喝
酒，喜欢喝的又是米酒，消耗了不计其数的粮食，在一个灾荒不断、饥馑连年的国度，无疑是在火上
浇油。
确实，奢侈与浪费是中国积贫积弱的一大原因。
毋庸讳言，用西方人的眼光来观察中国，未免有其局限，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不妥的甚至是错
误的记载与见解。
如图，一个人手提放着各色饼的篮子，根据原图说明是个药商，是个贩卖中草药同时也兼带治病的江
湖郎中。
江湖医生本来鱼龙混杂，也许也确实有人将中草药制成各色饼状，但至少不应该把他作为一个具有普
遍代表意义的形象介绍给读者。
西方人对于中国文化又有一个认识过程，这一点从书中收录图画的画面上就可体会到：西方人画的中
国人物形象往往带有西方人的特点，而且越是早的画越不像中国人，正是由于这一点，本书专门选录
了一些二十世纪西方人画的画，如图“二十年代女子装束”，画于1925年，图中形象已是一个地地道
道的中国人。
    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当来华西方人接受中国文化并向他们的同胞介绍中国文化时，中国人也从
他们身上接受了许多东西。
也是基于这一点考虑，书中选录了诸如跑马厅、交谊舞、公园等部分作于二十世纪的图画。
    本书所有的图画来源于西方人编辑出版的44种图书，除了由于上述原因少量地选用了二十世纪前期
出版物外，绝大多数是十九世纪以前的，最早的出版于1665年。
画的内容倾向于反映中国社会生活，画的种类则是多种多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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