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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大清帝国》

前言

大清帝国（1644～1911），是在西方列强重炮轰打、国人怨怒的双重夹击中，不情愿离世的。它渐行
渐远，远得淡出我们的视线，远得虚无缥缈，以致我们常常有意无意地抹掉这桩记忆。可事实证明，
我们无法忘记晚清历史的悲怆，无法忘记丧权辱国的耻辱，无法忘记挨打的痛楚，无法忘记西风东渐
袭来的强劲，就是那个朝廷使我们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既然忘不掉，就让我们从一个未被前
人观察过的角度，直面过去。这是国内外第一本记述清代手绘明信片的书。清代手绘明信片与清代邮
资明信片是孪生姐妹，当1896年大清邮政发行第一枚邮资明信片时，手工作坊的画匠也就开始了他们
的绘画。清代邮资明信片背面本无图文，民间画匠就在这些背白上作画，手工彩绘出人间万象。清代
手绘明信片生存了多少年，寄往哪儿，少有国人问津。可能吧，因为手绘明信片没能大面积流通于国
内市场上；因为出白手工作坊的画图很通俗简单；因为当上海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
高的城市时，画匠们描摹的还是近代化时间晚于上海至少10多年的京津城市，所以，今日已经十分注
重开掘史料研究的多学科专家，还是容易忽略手绘明信片的存在。与国内的冷寂相反，手绘明信片出
人意料地赢得了西方世界的注意。100多年前，当外国收信者从邮差手里接到它时，就窥见了我们这个
东方国度的风土人情；当外国传教士来到中国布道的同时，手绘明信片也飞扬过海向西方人传播了中
国传统文化，它竟作为“中学西传”的渠道之一，在无意中与西方文化完成了对接交流的互动。当然
，它的声音实在实在微弱，与西方列强用枪炮送来的西学强音不能对等；它偏又生存在国难日重、民
痛渐深的丧权辱国环境之下，就更显卑微赢弱。手绘明信片是“图录历史”，表现的是中国晚清社会
的面貌，尤其以1900年以来为重。我们唯有重新思考它所反映的那个时代，才能准确评价手绘明信片
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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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大清帝国》

内容概要

《远去的大清帝国:解读清代手绘明信片》并非是专门写给集邮者的书。王泰来的妻子郭冬，一位从事
历史文学研究的教授，对清代手绘明信片这一艺术遗产，对它背后的历史档案，对它展现的百态纷呈
的生活景观，进行大量实证和细节研究后，心怀感动地将它推荐给广大读者。她撰写了解说词，力求
以“宏伟叙事”的构思，“娓娓述说”的散文笔法，描绘出逼近历史真实的晚清社会；并对全书进行
了统筹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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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大清帝国》

作者简介

郭冬，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教育部全国考委文史专业委员，教育部文秘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
委员，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高等学校职称评审委员会文学专业委员。出版专著
、发表作品300余万字。曾以长、短篇报告文学，小说，散文与文学评论分获国内外文学奖项。王泰来
，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英国皇家集邮学会会员。出版独著书籍10部，发表文章200余
万字，任《中国集邮百科全书》编审。曾以论文获世界邮展国际学术高峰论坛一等奖；以专著分获世
界邮展与全国邮展集邮文献奖；以邮集分获斯德哥尔摩世界邮展、新加坡世界邮展及全国邮展中多种
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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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大清帝国》

书籍目录

一、如此官场  官员互拜  官员出行  是真官，还是捐官者  九品文官  恭候官员上朝  敬茶  进香之路  香炉
前的年轻文官   衙署里的门役  偷欢的代价  以清廷的名义，执行死刑二、抗击列强  开通杭州口岸  伊尔
底斯纪念碑  义和团  红灯照  剿杀义和团的铁证  暴行  淫威  城墙上的滚木■石  扛大刀的清兵三、西风
东渐  端着洋枪打猎  猎人的西帽  谁家的四轮双马车  坐在敞篷马车上  时髦的人力车  撑着洋伞出门  吸
着洋烟上街  女人手里有支水烟袋  骑自行车  头戴洋帽的小女生  戴墨镜的官员  京津老城有了自来水  
收费的自来水四、最后的贵族  拖着长辫的旗人  这位男子好像很开心  乘坐官轿的年轻男子  猜猜乘轿
者是谁  休闲的小脚少女  读书的小脚贵妇  家丁夜巡  富态的嬷嬷  大宅里的丫鬟五、市井人家  居住四
合院  放风筝  称体重  打太极拳  哄宝宝  赏荷  风情万种的女人   回姥姥家六、儿童天地  乘帆船哟   赏鸟 
观鱼  踢踺  抖空竹  习武  封侯挂  扛旗童子  骑竹马  竹马戏七、守在乡村  农耕  小放牛  养鳖  鱼鹰捕鱼  
沿溪垂钓  垂钓归来  凿冰叉鱼  卖活鸡  卖柴哕八、城乡边缘人  剃头挑子一头热  剃头匠的苦与乐  吹糖
人  卖糖块哟  卖小吃喽  在澡堂子当差  拉冰床的  独轮车夫  乘客是尼姑  向侵略者一乞讨!  挽着敌人的
臂膀   床榻上的妓女  喇嘛与和尚九、民间风情  财神送财  话说灯节  闹花灯  送嫁妆  迎亲  孝子出殡  送
亡夫  画锅献技  转碟  耍流星  交嘴鸟  高跷秧歌  打太平鼓十、戏出儿  《翠屏山》  《四平山》  《御果
园》  《打面缸》  《樊江关》之樊梨花  《樊江关》之薛金莲  《玉簪记》  《柜中缘》  《墙头马上》
十一、艺术配图  鬼谷子山中讲学  李白与《月下独酌》  骆宾王与《咏鹅》  松老图  沉香闹学  三娘教
子  杨香打虎  和合二仙  飞虎将军李存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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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大清帝国》

章节摘录

插图：这是微服出行的官员吗？他头顶花翎，右手持缰绳，左手握马鞭；侍从位于马前，单手持万民
伞开道。如图2《官员出行》所述，彼时官员公事出行，要有与其官阶相匹配的一套执牌举旗、敲锣
喝道等仪仗人员，由此显示朝廷威仪。可惜，国道衰落，到晚清时分，官衙内已是经费短缺，入不敷
出，仪仗仆从竟至衣饰破旧，行列不整，无威可言了。故有人撰文讥讽：“官宪出门，前呼后拥，旗
锣伞扇，挤满中途，原所以示威而观美也。然今之督抚以及州县佐杂出来，除跟仆差役外，余皆如乞
丐一流。其衣则蓝缕也，其面则黄瘦也。”作者提议，如果官衙不能厚给工食以养仆从，莫如简化仪
从。官员出行，“一轿、一伞、两马”即可！（《论仪从之陋》，1876年8月7日《申报》）清官中，
还真有简化仪从的。曾任山东范县县令、潍县县令的郑板桥，夜间出巡不鸣锣开道，不打“回避”、
“肃静”牌，只由一小吏手举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作前导；他有时连灯笼也不打，穿着布衣草鞋
微服私访。遇到灾荒时，郑板桥带头捐出俸禄，责令富户轮流舍粥供饥民糊口；灾情严重时，他作主
打开官仓借粮，当百姓无力归还粮食时，郑板桥干脆让人烧了债券！大清国官场中的公认观点是：做
官当有官谱、官派，不然就不是做官。郑板桥做官不讲排场，出行不带仪仗，显然不是在做官，因此
被罢官乃在意料之中。郑板桥被罢后的离任也与做官出行时一样简约，他雇了三头毛驴，自己骑一头
，前边领路人骑一头，剩下的一头就驮他的全部家当了。做县令长达12年，清廉高洁如此，尚简务实
如此，送行百姓怎不感动！我们无从知晓本片中官员何级官阶，哪方人氏，爱繁爱简，却知道一段档
案。晚清时分，商贾渐起，官府衰微，商贾竟至以钱买官，史称“捐官衔”。于是，民成了官，但这
些“官”仍然经营商贾之业，并不真做官，不过是以穿戴官服而炫耀于人前。于是，官员官服官轿遍
布街市，官帽官饰成了满城风景。不过，捐官者只是生意上的胜出者，大抵对官制服饰制度不甚了了
，所以穿戴难免僭越妄用，笑话百出。至于是不是拉出一套执牌举旗、敲锣喝道仪仗的随从，那也就
随他了。片中人是真官，还是捐官者？也许读者细察骑马人的肖像神态、侍从举手投足的招式，会得
出自己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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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大清帝国》

精彩短评

1、解读清代手绘明信片
2、邮票与历史结合，更利于学习历史。非常好。
3、一图一释义，很好的历史注脚。。
4、很适合科普。。
5、內容有意思。左手邊是明信片的圖片（包括關於它本身文字介紹），右手接著就是根據明信片內
容延伸出一段文字，大部份是對圖畫中表現的時代背景、活動場景、人物造型的介紹。開本雖大，但
排版不舒服。書名也不好，太空泛，跟它講的事不太搭調。換社再版吧。
6、@王诗戈 推荐的这本书，真的很棒，带手套读过，读过还想再读的书~
7、也许是没有静下心潜读，感觉内容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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