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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的黄昏》

内容概要

《紫禁城的黄昏》描述了从1919年到1924年的那些特殊岁月里，庄士敦在其人生顶峰时期与中国结下
的不解之缘。其时，中国媒体针对庄士敦本人和溥仪有诸多的责难，而庄士敦所关心的，显然只是他
对那些年里所发生事件的记述，可以对那些责难作出一劳永逸的反驳。为了回应对他和皇上的批评，
庄士敦描绘了在紫禁城那个奇异、封闭的世界里独特而令人憧憬的生活图景。庄士敦谙熟中国历史与
文化，于是，那个几近为人遗忘时代的丰富的历史细节，雪泥鸿爪般跃然于庄氏之笔端。加之，他与
溥仪的密切关系，以及与那个时代许多大人物私人关系之熟稔，使得庄士敦得以对他们尽情褒贬点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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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的黄昏》

作者简介

著者：庄士敦（Reginald Flemjng Johnston 1874-1938），英国人，溥仪的英文老师。在中国生活三十余
年，深谙中国历史文化和风俗人情，与当时的风云人物接触频繁，并参与了中国宫廷的政治斗争。
译者：富强，满族，毕业于四川大学、北京大学，文学硕士。曾任大学教师、自由撰稿人、编辑等。
有多篇论文、小说发表，多部著作、译著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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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的黄昏》

精彩短评

1、最讨厌这种责编不知道是傻还是懒的书。整本书竟然两次把译者的注释印成了正文，此外还有许
多错别字。。。。。。。。至于书的内容本身，庄大人狭隘主观的观点较多，有时看着不免为之气结
。
2、非常喜欢这一版。不可思议的是一个英国人竟然将晚清民国的历史悉数到来，虽不能全信，但也
不是胡说。译者站在历史全局角度对庄士敦的错误言论进行修正，但有些我认为也并不是很对。在有
些问题上，庄士敦与溥仪各执一词，这也正是这本书教我们的地方，勿一概言之，多加分析，便是自
己心中有理有据的历史。
3、庄士敦作为跨越中西方文化的一位有才华、理性和品德的英国人，在那个时代应该是非常出色的
人物。这本传记非常生动，虽然站在个人（阶层）角度也有些偏颇，但是其理性和相对中立的描写以
及评论满清最后一位皇帝的生活、斗争，还是非常有血有肉，令人感慨万分。
4、去北京的火车上看，庄士敦全程带入彼得.奥图的脸。外国人的视角还算有趣，稍稍理清那段乱世
之秋，但译者好像一直在拆他的台，强行扳回主流价值观。
5、打卡 2016年6月22日读完-历史使人明智
6、翻译的很流畅，又有译者的注释。庄士敦的这份坚守值得敬重，前朝圣上的青年岁月让人感慨连
连
7、令人唏嘘。但庄士敦由于其体制倾向与个人身份，对时局的观点仍难免偏颇与局限。
8、原本只想看看名人轶事，后来看多了注释修正（注释挺认真的），相信了“历史是任人图画的小
姑娘”“你能相信历史书上写的吗？”反正都是胜利者写的历史。
9、真是佩服我大中华文化的同化能力，生生把一个外国人同化成了一个前清遗老，夸赞郑孝胥“他
不会事二主的”，对冯玉祥恨不食其肉寝其皮，不给个“文忠”的谥号实在对不起他啊。文笔很好，
译者注也很好，配起来读感觉是两个八卦精在打笔架。
10、以当事人的角度回归那段岁月
11、译者为何还要兼作书评，时不时跳出来品评？看书时偶尔会想起何伟的《江城》。主动参与政治
的人没有无辜可言，被动参与政治的人没有选择可言。
12、文笔好。描写清末的一些历史细节。《末代皇帝》是根据这个拍的吧？
13、非常好读，颇为流畅，不负庄士敦文学硕士的学位。常看到书中注释说，庄士敦有个人偏见，他
攻击冯玉祥是出于对小朝廷的留恋、厌恶郑孝胥是因其抢先将溥仪从德国医院接至日本公使处、不顾
中国人民感情而对溥仪伪满洲复辟语焉不详等等。那又怎样呢？我喜欢这样真实的庄士敦，他是那段
重大历史事件里的不凡的凡人。（贝托鲁奇应该借鉴了很多书中的细节：《末代皇帝》）
14、没看过其他版本，但这版的优点除了编者后面的资料补充外，最大的亮点就是注释中针对庄士敦
原文的评价，编者的评价多有理有据。足见庄士敦著书时不免有美化自我和歪曲事实之嫌。作者在全
书中处处显示自己对末代皇帝和历史走向的巨大影响，如果借助第三方的史料，想必沽名钓誉者实多
。
15、译者注文本较有趣，但几处与原文混为一起。 

P211，第一段，看内容应为注释。 

P237，第二段，“溥仪出宫几十年后”到最后，看内容也是注释。 

P324，庄书结语应是323页：“他的目的是要全天下的人都明了自己的心事、都过上幸福的日子。
”324页一段全是注释。
16、王朝覆灭后的惯性力。
17、故事很有意思，也了体会作者带有偏见的一些观点
18、大历史下个人的无奈，挣扎。从一个英国人的角度，第一角度见证记录了一些历史，虽然不免片
面，但是也很有意思。值得一读。
19、史纲作业，莫名同情那个被历史裹挟着的无力的末代皇帝溥仪。
20、本书有趣，但译笔啰嗦，有些附注还有补充史料作用，有些则纯评论，有以自己观感强加给读者

Page 4



《紫禁城的黄昏》

之态，让人反感。翻译者该尊重作者，也该尊重读者，把判断和评价的权利还给读者。
21、历史是个人的历史，不是国家的历史。由于过分强调集体主义和它所谓的时代精神，一直在忽略
个人的作用。现在的历史不是历史，而是政治，这本书的译者批注很好玩，宣扬了某种主义的立场，
也只能呵呵了。
22、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啊
23、没有人能完全客观的看待历史，历史真的是最绝妙的剧本qwq
24、溥仪 
25、一个事件有庄士敦，溥仪，译者三方观点，100点可读性。
26、我英语烂，其他译本并没有读过，所以无从辨别译得好与坏，但扣掉的这一星不是因为翻译而是
因为翻译者，他不但模糊了立场与原则，反而摇身一变成了书评人，大煞风景
27、感觉出来庄士敦字里行间对溥仪这个学生的满意，从一个外国人的笔下来了解一下那个神奇的时
代也是蛮有意思的：主观意识很浓烈，偶尔也会洗白甩锅邀功，但不失为一段历史的完整还原。只是
时间线上稍显混乱，注解时不时蹦出来抨击一下庄的观点，看的人有些精分。应该要把溥仪、溥佳、
溥杰、顾维钧等人的作品都找出来看看会更有趣一些。
28、光绪好可怜/人视野有局限性以及记忆改变往昔都无所谓 但要把回忆录写成“我没帮溥仪复辟”
的辩白书就没劲了 但人家说得再不对你把反驳观点都写到正文上是几个意思!!/最心塞的是我发现09年
就看过这本书 然而毫无印象
29、作者是溥仪的老师，文笔挺不错，从作者的眼光中看到的历史能对我们了解清末民初有很多帮助
。溥仪挺悲剧的，有一点心疼这个皇帝，书整体还是不错。但庄士敦作为一个英国人在当时的社会背
景下说的很多话都带走明显的感情色彩，但人家也是为了人家的祖国好，没办法。书是好书
30、太多太多，无谓对错。对当时局势有了更为确切的概念，那的确是一个神奇的年代。希望有朝一
日可以拜读原版。
31、译注真隔应人，当自己是历史教科书标准答案？头一次看见一本书译者要没完没了对作者观点说
三道四抨击个没完的，一个回忆录非要在“政治正确”上争来争去，没劲。
32、对译林的这个版本很失望。译者夹带私货的注释看着就讨厌，不知道哪里来那么多把读者当三岁
小孩，非得进行一番是非政治观教育的人。客观准确，谦逊好奇，不妄论不批判，既是译者的美德也
是本分。
33、译笔通畅，可读性强。但译者不时「跳出」以「历史后来者」的角度对庄士敦的文本进行指摘评
断，深以为不佳，而且其所依据的多为「认罪式」的《我的前半生》，这本书本就是特殊情形下写就
，已然被无奈地粉饰妆点。翻译者不是书评家，还是专注于「信达雅」吧。尽力呈现一个多面的时代
，一个复杂的人，至于孰是孰非，读者自有论断。因此，太过「晓畅」的文笔反而让人起疑，是否有
「笔涂之嫌」犹未可知。
34、描写详细，但是存在偏见，庄士敦扭曲历史。
35、中国近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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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的黄昏》

精彩书评

1、文/吴情我看这本书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那时，我刚刚看了电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
，里面一个重要人物——庄士敦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一个外国人亲历了中国最为动荡的几十年，我
想，如果从他的视角来看那个时代的中国，应该会有一番别样的感受吧，正好，译林出版社新出的“
西方视野里的中国”系列书里正好有一本《紫禁城的黄昏》（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我便买
来重读了。重读也是一种挑战，尤其是在当下电子时代里，书籍资源如此之多的背景下，我的重读，
当然不同于第一遍的浮光掠影，我需要进入文章的深层次，就作者记录的真伪提出自己的看法，其中
也包括我对作者某些观点的看法。英国人善于记录历史的名声真是名副其实，从以几卷本来记录第一
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身上便可见一斑。本书的作者庄士敦也是一个不错的历史记
录者，但首先，他是一个历史亲历者，我想从他的这个独特视角来看待那个变化的时代和变化的中国
，对于已经习惯用单一模式来看待历史的我们，应该有助于看见历史新的、真实的面貌。先看书名，
《紫禁城的黄昏》，也许起得太文艺了些，但作者在自序中说道，这是时间的界定使然，本书主要记
录清王朝最后几十年的大事——庄士敦在中国所见。也许，对于一个昔日帝国而言，的确是帝国的黄
昏了。“黄昏”一词，在中国的语境中，代表着一种没落和惋惜，是一种难以忘怀的情绪，这符合庄
士敦写作此书时的情感，庄士敦在本书初版时，便在本书的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溥仪皇帝陛下
。落款：他的忠诚与依恋的臣仆及教师庄士敦。在他的眼里，溥仪还是那个帝王，虽然失去了实权和
威严。这与书中庄士敦时时流露出的对帝制废除的惋惜和对溥仪生平遭际的同情相统一。第一遍看这
本书的时候，只把它当做一般历史读物来消遣，因为其中展现的中国近代的纷繁乱象一方面让我难以
找出这几十年的主旋律和基调，另一方面，让我陷入了一种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历史兴衰之感。这一次
的重读，好几个星期之前的重读，我对其中很多微妙的关系开始有了自我的思索。我可以逐渐深入历
史人物的内心，认真思考他们每一个人在复杂的历史中，每一个历史关头做出的个人选择、国家选择
和前途选择，这些选择背后都是深深的感情和厚重的无奈。你如果带着一些猎奇的思想，你可以看见
这里面的宫闱秘事；你如果抱着对历史纠正的态度，你可以看见很多历史人物的动作，这些甚至颠覆
你原来的看法和史书的书写；如果你什么态度没有，你可以看见无数的人物在历史的舞台上来来去去
，上台下台舞蹈歌颂。我总是习惯结合电影《末代皇帝》来读这本书，因为这部电影就是参考《紫禁
城的黄昏》和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来故宫取景拍摄的（荣获奥斯卡好几项大奖），虽然是借用
不同的艺术体裁，但都给我带来了一种美的享受。但《紫禁城的黄昏》还是存在着诸多的不足，例如
作者庄士敦对末日帝国的留恋，对广大中国人苦难的无视，对革命势力的微词等等。每个人的一生，
或许只要写好一本书即可，对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来说，或许就是《紫禁城的黄昏》
一书了吧，作为他对深爱着的中国的献礼，作为他对一个逝去的帝国的哀悼，作为他对一个亦友亦徒
的学生，中国末代皇帝的全部记忆。好书一本，略做小评，汝可观之，幸矣幸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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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禁城的黄昏》

章节试读

1、《紫禁城的黄昏》的笔记-第105页

        在众多的信件中有一封比较特殊，写信人自称是俄国沙皇。在信中，他说自从他被赶下皇位后，
就逃亡到了美国，打算建立一个联盟，目的是联合全世界失去了王位的君主，他诚挚地邀请皇上加入
他的联盟。看到这封信后，我第二天就把它转呈给了皇上。皇上非常感兴趣，立刻动用了自己的幽默
感，提出要给这个联盟增加一个项目，那就是成立一支乐队，如果能够做到这些，他们以后的生活就
会充满乐趣了。他还提出，这个乐队最好是由退位的君主组成，这样一来到世界各地演出，肯定会大
受欢迎。皇上个人非常喜欢乐器，许多中国古代乐器他都懂，并且能够弹奏，比如说锣、鼓、钟、磬
都是他所擅长的。想了这么多，他还是不满足，又提出用宫中的牡丹作为他们的会徽，最好能够做成
王冠形状。看到他这么高兴，我也随意附和说，与其这样，他们反倒不如买下一个小岛，成立一个国
家，经过民主选举从中找一个人来做总统，这将是多么有趣的事啊。

Page 7



《紫禁城的黄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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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