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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每一篇都很有历史感，照片很实在，很真实。
2、Illustrations of China and its people.中国与中国人影像.4册.By John Thomson.1874年.pdf 照片里出现的人
陌生到让我觉得可怕，而这片土地上的风土人情早已是今非昔比。
3、32开本减弱了图像的力度。
4、照片清晰度历经百年还这么高，摄影水平也很赞。看到了这本高超文化游记，好的东西一定是敢
于踏足未经之地。虽然是一些科普式的知识，但从他的视角里看到了不一样中国人影像。
5、一百年前的中国与中国人
6、汤姆逊摄影语言严谨科学，留下这些记录一百多年前中国的珍贵照片，让读者有机会能了解并比
较中国这些年来的巨大变化，不觉为之感叹，同时可想作者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和艰辛，表示敬佩。
但是在文字描述中，言语措辞间无意地透露着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傲慢和东西方文化的差异。
7、简直圈钱。。。。
8、没有想象的好，可能是我想看更多照片。。。
9、看完才发现读过老版的⋯⋯看来没什么印象了
10、已购。
11、总体来说不错，建议有一定历史知识储备的朋友阅读。
12、很好看
13、对过去的印象不仅仅源于电视电影...
14、很好的一部反映晚清时代中国社会全貌的一本摄影集
15、这个省（广东省）的人民总是铁板一块，这使得即使强大如大不列颠，面对他们的时候也倍感头
疼，可能比广大中华帝国国土上其他任何省的人都要难以对付。
16、我觉得这书挺不错的啊。有一些少量的照片在网上见到过，但是由于说明文字的缺乏，很多文章
对照片的内容一无所知且有时有所误会，这就需要看下最原始的说明资料了。就像发微博，图文结合
是坠吼的。还有就是明清来华外国人的纪事文字很有趣的，就像换了一角度重新审视中国，挺新鲜的
。
17、通过外国摄影师留下的老照片让我们看到百年前的中国人与中国社会，这就是摄影的魅力。
18、三星半。看了一半后就选择只看照片了。
19、kindle unlimited里有这本书太棒
在建的上海外滩，未被洗劫的圆明园，汉口老版本的黄鹤楼⋯还有19世纪中叶市井中国百态。务实的
正义观（花钱摆平便也算得到惩罚），婚姻观（男性狭隘女性无趣）等等
另外中国人爱从死去千年的人身上寻求现代问题的解答，这个“习惯”还真是顽强。
20、书是好书，涉及的知识面很广泛。包括地理、历史、文化、生活等等。而且作者比较关注平民百
姓的普通生活及风俗习惯，也对贫苦人民给予同情。
21、很有意思
22、1867-1872年间，汤姆逊在中国的摄影作品集。当时曾国藩刚刚去世未拍到照片，而李鸿章正值壮
年意气风发的样子；北京的钟鼓楼和城墙很完整，武汉的黄鹤楼巍然，上海外滩的高楼正在陆续建造
，刚建好的几幢气派十足，汉口的租界；京城院落里楼上楼下的好奇的目光，烟客、媒婆、马快、兵
卒、囚犯、纤夫、乞丐、僧尼、商贩、艺伎及识银、缫丝、制茶、葬礼等等社会百态，各行各业的普
通民众和千奇百怪的街头商贩如今多已绝迹，满汉妇女繁复的编发头饰；满清官员的肖像，各地的风
景，百态的路人，共同构成晚清中国的风俗。书中，作者在《从汉口到巫峡》一文中，描绘了一路水
行的见闻，生动传神。《李鸿章》中说”日本猛然崛起，如同一颗新的行星，⋯⋯而中国在一步一步
⋯⋯迈进。“一个迅猛一个缓慢一个急起直追一个坎坷前行，多年后中日交锋时验证之。
23、对图像的诠释还不够
24、比老照片系列书强，有文字记录。以广州香港为主，后三分之一沿长江流域北上，有历史人物和
老地方照片，历史价值高
25、历史信息量其实不大啊。。
26、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大地，一丝丝繁华中带着沉重。看这本书的过程就好像穿越时空，汤姆逊是导
游，带着我看遍晚清的官员，乞丐，囚犯，古寺，妇女，江河大地。看遍那时人民的愚昧，保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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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动荡和苍生疾苦。好好珍惜当下生活吧。
27、【国图】仅仅是简单的记录
28、除了可以看到很多清末的风土民情之外，还可以领略一下老派的英式幽默。
29、像我这种对历史一窍不通的人，由一个国外摄影师的角度做讲解再适合不过了。
图片相当清晰，就像现在的手机照片去色一样。
语言诙谐幽默，也能透出隐隐的悲哀。
30、影像历史，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看那个年代的人物事，胜在角度新颖，选材也很珍贵真实。虽说
有的观点带偏见，认知也比较浅薄，但是还是值得看的。
31、很棒很棒的照片集 + 游记。作者到过十九世纪中国的好多地方，对这些地方的了解都很深刻。译
者的翻译很不错，但是他自己写的 <再版译者后记> 却拗口到不行。@@
32、时代的记录。作者也对那时的中国充满同情和希望。
33、2017年2月23-27日。
34、看这本书就像穿越时空隧道一样，看到一个半世纪前熟悉又陌生的中国：它的政治、经济和人民
。现在的中国长在过去那个中国之上，如今有些东西变化了，而有些东西则依旧。译文非常棒。
35、晚清中国的光与影#照片里人们的衣服都黑亮黑亮的，好像油布#
36、对那个时代，上至公卿贵族，下至贩夫走卒（甚至是罪犯）都进行了记录，这一点颇为难得，为
我们展现出一幅较为全面的社会生活画卷。下层阶级的贫苦煎熬；中国人不太注重卫生整洁的毛病；
优美而或已消失不见的贫民窟，民宅，纪念性建筑，庙宇与自然风景......着实是一次通过照片寻找晚
清中国的独特体验。
37、百余年前的风物，再看已物是人非。
38、近距离触碰古老的中国
39、汤姆逊一位伟大的摄影家，摄影的态度，记录的方式，无畏的勇气、探索的精神都值得称赞。照
片带你进去拍摄现场，仿佛看到被摄者一边与与摄影师交流，一边摆出自然或不自然的造型。我看到
的不是固定的画面，从拍摄前的准备、拍摄中的紧张，到拍摄后回归其日常的生活，那样真实生动鲜
活的一百多年前的中国
40、很好的一本书，看见历史
41、纪录摄影人种志。乞丐，碰瓷儿，无赖，中医骗子，贼王，瘾君子，满族人，汉族人，靠欺诈骗
钱的和尚，西印度群岛黑人警察，效率低下的技艺，商业的掺假，行会对自由竞争市场效率的影响。
。。。。。
42、有图、有历史、有游记，了解晚清很好的一本书。作者的拍照水平很赞，不少照片很有研究价值
，里面出现的老建筑真心好看，可惜流传至今的屈指可数。
43、看到最后有点烦躁。
44、小历史的温度 去哪里找
45、非常真实而客观的记录，感谢作者和译者。这本书解决了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46、比较客观的一部介绍中国的一部影集，透漏着晚清的苍凉！
47、最近像是回到童年，爱看画册。
48、【南大图书馆】太喜欢这本书了！感谢汤姆逊先生拍摄的图像！加入必买书单！
49、排版和印刷都很精致 翻译也比较考究 摄影家的预测很准 大厦将倾之际大概也是充满着种种暗示
的 
50、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没有写出照片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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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英国人在判断事情的时候，是有非常强烈的主观意识的。这是他们的民族特性，他们以此自豪，
并且能够尽可能欣赏别人的主观意识。这在所有英国人与其他文化接触的作品中都有充分的体现。而
且他们的这一判断标准，相较于中国100多年以来剧变而言，几乎没有改变。而许多人现在的价值观，
实际与英国的比较接近。所以，如果我当时同作者一起，面对这些对于这些照片背后的事件的评价，
也会大致相同。所以，看书感觉就是自己去了一次清朝旅行。比如书中写了一个满族姑娘的婚礼。刨
去繁琐并且不一定贴切的礼节描写。他用简短的笔墨勾画了这个姑娘的一生。作者这样写道：这个姑
娘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一生。出门有小轿子，大部分时间住在自己的院子里。几乎不用也不能见到外
人。婚姻大事由父母来决定，衣服有朝廷颁布的固定的样式。用同样平实的语气写她的侍女。末了添
一句，她比她的主人有更多的自由，她可以自由到集市去购买一些物品。而得益于广大的晋江阅读量
（有过身为嫡、庶、重生、穿越等身份经历过男权、女权、平权、αβγ社会形态各个阶层的姑娘，
身处无数的战斗场景。常常在女权宅斗鸡毛蒜皮事情搞得鸡飞狗跳的场景中，我觉得已经荒谬透顶的
时候，故事的主角、作者、很多评论的观众，都身处其间乐在其中并且为女主在一次次讲话、争头饰
的战役中获胜而感到由衷的撒花鼓掌），对于当时生活的规则和身处其中的感受我估计比作者更清楚
。但那毕竟是故事。而这本书的描述在照片的映衬下，那个长得漂亮又气质的姑娘，就真的这么过了
一生。她周围应该会有许多加诸于身的荣耀。这些都通过相夫教子的技能，并且教会女儿这一技能来
实现。但是这些都加起来，展现我面前的时候，对比着她那可以随时上街买东西的侍女，对比作者提
到的当时被流行趋势束缚如何穿衣的英国女士，对比作者，她的人生，是难以摆脱其中的苍白的。但
是如果她是个晋江人物，生活本身可选的话，她却又不一定会选择不一样的人生。推己及人，这样丰
富的种类的人生，如果可选的话，我比较倾向选择作者的生活。回到现实，在我看书的同时，我身边
发生着许多以前的观念的痕迹。这样提供了一个奇妙的视角，为周围常令我怒不可遏的事情发生后，
为什么还有人如此认为理所当然——我奇怪为什么我的观念会与我身边的人，甚至亲人发生如此大的
差异。这本书用了一些零散的片段，描绘了一个完整的晚清中国社会。如同英国人自己读Geoffrey
Chaucer的小说一样，能够看到自己国家过去人的生活常态，如此，我对现在生活的了解，又多了一层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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