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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面容》

前言

我遇到过的每个有幸去过中国的聪明人。都曾倾倒在那神奇的人民和神奇的土地的魔力之下。我十分
希望，通过用我的钢笔和画笔尽力准确和生动地展示中国的真实面容，这种魔力能将即使从来没到过
那里的人也迷住。只要贴得足够近，人们就有可能成功地描述一个民族的心灵，然而一辈子熟悉和热
爱中国的外国人会第一个否定这种做法对中国的可行性。我宁愿采取勃朗宁的观点——“心灵帮不了
躯体，躯体也帮不了心灵”——力图忠实地记录下我的所见，这样可以让别人自己去研究中国。也许
有人反对道这幅画的色彩过于鲜艳，因为我没有对事物的阴暗面着墨太多。然而眼睑和眼睛是一样有
用的。这本书是1893年至1894年在山西度过的一年和1907年至1908年在途经山东、直隶、湖北、四川、
云南各省的旅行中度过的六个月的经历及见闻。前一次主要是在太原府的一个医药传教机构度过的，
当时那里还远离西方影响；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从该国的东北旅行到西南，发现那伟大的觉醒触及了
每一个村庄。第一次的时候，我一直觉察到这里的人民对外国人态度上有某种敌意，这次情况恰恰相
反。考虑到许多旅行者对中国人的行为，这在我看来好像实在令人惊讶；不过他们在察觉心理状态时
非常敏感，我们通过将自己完全无保留地托付给他们而对他们的求助，得到了他们毫不迟疑的响应。
不止一次有人告诫我们别这么做，但事实证明我们的信任是对的。没有一个欧洲国家里我们会得到更
殷勤的对待了，很少欧洲国家让我旅行得这么快乐、这么无忧无虑。旅途是一连串惊喜，我的朋友越
过边界进入缅甸时感叹道：“要是我们能转过身一路回去，那该多好！”说出了我们两个人的心里话
。倘若有什么人由于看了这本书而想要亲自去认识中国，那这本书就没有白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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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面容》

内容概要

《中国的面容》主要内容包括：旅途是一连串惊喜。当我和我的朋友越过边界进入缅甸时，感叹地说
：“如果我们能装过身一路回去，那该多好！”这说出了我们两个人的心里话。整个文明世界惊讶而
钦佩地看着日本国最近的迅速演进，现在中华帝国决心作一个相似的改变。这是个困难得多的任务，
而且由于中国的规模，对于整个世界很可能重要得多。中国人受了爱国主义精神的强烈鼓舞；他们有
优良的心智，有将必要的改革进行到底的执着的决心。在过去的黑暗时代，他们是艺术、科学和哲学
的先锋；所以我们可以满怀希望地期待一个更辉煌的未来，相信刚开始的新纪元对于中国也许是个越
来越伟大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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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艾米丽·乔治亚娜·坎普 译者：晏方英国女风景画家艾米丽·乔治亚娜·坎普，1893年
至1894年从天津去太原，在山西省度过一年，1907至1908年从上海乘火车去青岛，作了途经山东、河
北、湖北、四川、云南各省而以缅甸(当时为英国的殖民地)为终点的六个月旅行。《中国的面容》是
她在这两次游历后所作，从时间上算起来，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除本书所介绍的旅行外，作者
的足迹还曾到过中亚、中国的东三省和朝鲜等地；她发表过的有关作品，除本书而外，还有《满洲、
朝鲜、俄属土耳其斯坦的面容》、《漫游中属土耳其斯坦》、《中国人的精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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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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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的面容》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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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面容》

精彩短评

1、P80页的克钦族妇女画像，头饰很像彝族啊，不是我们的景颇···
2、清末时期的故事 外国人视角下对中国的理解可能有些偏颇 耐着性子看完的
3、对于国民性的评论非常赞同~
4、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外的，真实的清末世情
5、　　                                       那个时代，那群人
　　　　　“我遇到过的每个有幸去过中国的聪明人，都曾倾倒在那神奇的人民和神奇的土地的魔力
之下。我十分希望，通过我的钢笔和画笔尽力准确生动地展示中国的真实面容。”我是因为这段序言
才决定看这本书的。这本书是一位英国女画家为自己在十九世纪末贯穿中国的旅行所做的游记。我想
知道，十九世纪末的中国人，一个我所被告知的因屈辱和辛酸而卑微得可憎的面孔，会以什么样的方
式，映入一位浪漫而明慧的旁观者的眼眸。
　　　　　这确实是一本游记，女画家秉承了西方注重写实的创作风格，记录下了旅行途中的所见所
闻 。鲜有对政治经济的评论，也基本看不到对中国现实格局的沉重透露。那时的中国对于作者而言，
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描画对象，一个采集灵感的地方，但也正是因为这样，读者才得以在书中看到那
些站在中国大变革边沿地带的普通中国人的真实面孔。而且，因为作者的特殊身份（一名来自西方强
国的女画家）而产生的特殊的视角，才让读者得以发现那些因普遍而常常被忽略的细节，我读到的中
国面容，很大一部分都是由这些细节构成的。下面，我会就令我印象深刻的几个方面谈谈我读到的中
国的面容。
　　　　　作者说：“中国礼仪有一种难以言说的魅力。”作者说的应该多指中国的待客之道，中国
人的面貌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充分地展现。我对中国的传统礼仪没有多少了解，单从作者的经历来看，
中国人待客，或者说对待作者这样一位外国来宾，是拘谨礼貌而又拿捏不准的。作者曾在曲阜的一个
官员家里落脚，家里的女眷来拜访作者时，其中有一位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什么品阶来着？”。
我心头一震，我想这不是沟通词穷后的敷衍，这是那个时代那个国家的最普通的那群人都想要了解的
问题。品阶对于任何一个封建时代都是重要而又清晰的，中国传统礼仪，接客之道，也跟这种社会地
位的划分紧密相连。那些占大多数的中国普通民众，他们既没有参与到改革大计中，也对严峻的中国
现状知之甚少。但同时他们也看到了：各地都有传教士在传教；有外国商人出现的地方越来越多；各
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教堂和教会学校拔地而起；他们看到了租界，看到了一些在中国却不允许中国
人踏足的地方；他们看到衣着整洁的外国人在中国官员面前趾高气昂；看到有些铁路是由外国人，而
不是中国人自己在管理。他们不懂政治，不懂外交，但是却真实地察觉到了这些变化。中国人自古以
来就是很爱随遇而安的，时间可以帮助他们消化和适应任何大的变动；但中国人又是爱守规矩的，比
起接受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当时的大多数中国人则更习惯将自己限制在明确的自我定位中，不做
任何越矩的事，安稳地过日子，这是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一直很擅长且热衷的事。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
你会发现即使只是这样也是很难做到的，因为社会中大量涌现的外国群体正擅自参与到中国人的日常
中，变成越来越不可忽略的因素，但是，中国人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合适的定位。
　　　　　那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国籍各异，目的不一，从思想的改造到文化和商业的掠夺再到普通的
旅行和考察，但都是要和中国人亲密接触的。他们的面孔有的温和而充满善意，有的又蛮横霸道得可
憎。中国人一边不可思议地听着对他们来说有点天马行空但不无吸引力的平等博爱的新思想，一边忍
受着他们中一些人狂妄的自负和人格的侮辱。但从书中所讲的作者所受到的优厚的待遇来看，中国人
似乎还是选择了较为安稳的处理方式，礼让和妥协。这从作者多次受到当地官员的接待这一事实中就
可见一斑。说到底，中国人骨子里透着一种自卑，他们很容易自轻自贱。在中国，跪拜是一种常见的
施礼方式，磕头也是，致谢时可跪拜，认错时可跪拜，有事相求时更是如此，中国人总是喜欢用最接
近地面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卑微与诚恳。跪拜的频繁，是会使人不自觉地放低自身的高度，淡化自尊，
安于现状的。站与跪的高低落差，仰视与俯视的差别，让尊者愈尊，贱者愈贱。再者，几千年的封建
制度延续得过于稳定了，中国朝代的更替史就是一部普通民众轮番遭受压迫的历史，这种压迫渐渐地
在大多数中国人身上打下了烙印，并继而转化为根深蒂固的思想传统。面对压迫，大多数人是选择妥
协的，是选择苟且生存的，他们发现溜须拍马和点头哈腰经常比刚正不阿更加讨巧，也更让人放心，
所以他们甘愿选择前者以获取暂时的安定，这也许就是所谓的“奴性”。在面对外国人这一新的团体
时，他们做出里同样的选择，强国越是瓜分中国控制中国，中国人就越是惧怕，越是抬高对方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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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面容》

，在剥削中选择服从，在屈辱中选择麻木。
　　　　　在中国，底层的劳动人民始终是占大多数的，在这里，我想具体谈一谈脚夫的面貌。脚夫
在作者的旅行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当时中国普通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脚夫是旧社会对搬运
工人的称呼，既搬运货物，有时也抬人，做跟轿夫类似的事情。脚夫的工作十分辛苦，脚夫们走南闯
北，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一走就是十几天或至数月、数年，全凭两只脚谋生糊口，他们收入微薄，
社会地位低下。作者是一名道德高尚的女画家，在旅行途中一直给予脚夫们一定的尊重和包容，但是
可以想象，这样好的雇主并不多，脚夫们大多时候遭受的是骡马一般的对待。书中的脚夫具有鲜明的
中国特色，他们遭遇过压迫，看惯了不平等，因而本分，因而卑微，因而麻木。
　　　　　本分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一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家庭，可以世代在同一片土地上劳作
，没有比他们更安分守己的人了。脚夫也是如此，他们忠于自己的劳动，尽管他们所做的工作艰苦到
残酷。他们的本分中透着令人敬佩和感动的坚韧，这种坚韧在中国劳动人民的身上普遍而明显。从某
个角度上看，中国人是愚昧而不思进取的，这与他们对劳动的坚实信仰不无关系。在中国，体力是第
一生产力，力气大，能干活的人是很被看好的，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要得到生活的保障，除了靠子弟
读书考取功名外，只能靠本本分分的劳动。而能够榜上提名的毕竟是万里挑一，所以这条路对大多人
来说是虚无缥缈不敢妄取的。于是，体力就成了最可靠的资本。先把对脚夫的分析放在一边，我们来
看看在中国占大多数的农民，中国人的土地情结应该是任何民族都无法比拟的。中国人爱土地，小农
经济，对商业的长期的轻视更是让这种情结深深扎根，劳作也是上述的劳动的最典型。很多中国人为
了谋生把全年的精力奉献给土地，而这种奉献并不是每次都能得到平等的回报，一次毁灭性的天灾就
可能导致颗粒无收，全家人就失去了一年的指望。这种不确定性非但没有把中国人的目光转移到另一
条生存道路上去，反而加深了农民对土地的崇拜，今年歉收，那明年就更可能丰收，也许农民就是怀
揣着这样的心理希冀和安慰，在一片土地上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赌博。这样的习惯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
，将农民的生命与劳作仅仅相扣，对劳作的执着和耐心也越来越深，在多么恶劣的环境、天气下都能
看到中国人劳作的身影，这终于缔造了中国人对于劳动的不可思议的坚韧。脚夫当然也是这样，他们
传承了这样的精神，但常常得不到耕种的土地，但他们将这种坚韧出色地转移到了脚夫的工作中来，
因此无论多么难走的路，脚夫们都能够征服，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令人心酸但是实在可敬的精神。
　　　　　脚夫的卑微自不必说，他们本就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想要期待别人的关怀几乎是不可
能的。一个脚夫若是在运货途中生了病，受了伤，不能坚持工作，那他们面临的可能只是残酷的失业
的现实，想要让雇主照顾赔偿的想法是十分不明智的。
　　　　　“中国人对疼痛特别不敏感。”当女画家为脚夫们护理受伤的脚时发出的感慨。她也提到
，为中国人做手术所花费的麻醉药物远远少于对欧洲人做同等的手术所花费的量。中国人耐得住疼，
这与他们的坚韧一样，让人为之心酸。没错，中国人只是耐得住疼，不是不疼，这种对疼痛的忍耐性
应该是不可遗传的，那么，是什么导致中国人对疼痛如此不敏感呢？是对自我的轻视和精神的麻木。
中国人很少是为自己活的，很少有人能脱离团体尤其是家庭的羁绊而单单为自己谋生。中国的传统思
想中最缺乏的便是对本我的呵护，不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因为现实几乎从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
前文中讲过，中国人骨子里透着一种自卑，有的人出生几年就注定了一生的卑微。官僚的压迫剥削常
见得让人习以为常；不平等是被人普遍接受的社会现实，没人奇怪更没人反抗；温饱问题足足纠缠了
人们上千年。现实如此残酷，即便你受伤了，疼给谁看呢？同情心始终都是奢侈品，你不小心透露的
任何身体的软弱，都有可能让你无法获得和他人一样多的劳动机会，无法谋生养家。所以，中国人选
择将外在的痛苦深深掩藏和忘却，当痛苦成为常态，也确实没什么好敏感的了。但是，时间久了，这
种麻木也感染到了中国人的精神，自尊心受创，也一并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事。这是中国人最最令人心
疼的特征，麻木，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甚至，对国家。
　　一本书毕竟无法记述太多，我对那个时代平凡中国人的了解，可以说只是在读完书后所做的一个
猜测，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发生的各种变革来看，中国人显然不只有这样一个面容，在卑微与麻木的
背后，必定存在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着这个民族完成奇迹般的蜕变，成为世界格局中一股崭
新的力量。
6、晚清，民国，由北向南，和这位英国女士坐着“滑竿”一起游历，真的很快乐，仿佛一下子同一
百多年前的先辈们没有了隔阂，他们的生活是这么真切的展现在我们眼前。
7、闲来翻看而已
8、为评论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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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面容》

9、　　想写一写前天读完的一本书。断断续续，见缝插针地读完，很有趣的一本书，至少对我而言
。
　　作者是一位一百多年前的英国女画家，游历中国后写下的旅途经历和见闻。她看到的、描写的都
是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和中国人，而她又是一百多年前的西方女性，这样的视角想不引起我的注意都不
行，所以在图书管看到便马上决定借阅。
　　遗憾的是，书中图片太少，而且大都是模糊的。我很高兴作者没有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那种傲慢和
偏见，而是用充满了同情，平等的心态来看待中国和中国人，她在序言中写到“力图忠实地记录下我
的所见，这样可以让别人自己去研究中国。并且她还认为“⋯⋯但事实证明我们的信任是对的。没有
一个欧洲国家里我们会得到更殷勤地对待了，很少欧洲国家让我旅行得这么快乐，这么无忧无虑。旅
途是一连串惊喜⋯⋯”
　　作者的旅行时间分别是1893年-1894年、1907年-1908年。第一次途径天津-太原-山西。后一次是从
上海-青岛，然后途径山东-河北-湖北-四川-云南，最终到达缅甸。她们的旅行方式是，火车、船、轿
子、篼子、滑竿和双脚。火车和船很少，大部分都是坐被人抬着走的轿子、篼子和滑竿，有时会下轿
步行。
　　单看她们的旅行方式，现在的驴友们一定会认为浪漫又奢侈。的确，她们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算
是贵族，有钱人，她们常常要雇很多轿夫，她们有仆人，翻译、还有士兵护卫，外国女性在当时的中
国做这样的旅行，有士兵护卫显得很有必要。她们也常常会得到当地最高官员的接见和关照，并且她
们得到了很多传教士的热心帮助，否则，她们自己也说，很难完成这样的旅行。似乎看起来她们的旅
行一定舒服极了，其实并不尽然，其实旅途中遇到很多困难和麻烦，还有当然也很辛苦。但她们觉得
和旅途中所得到的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想想吧，一百多年前的外国女性，还没有到非常开放的程度，虽然比中国要开放，她们又是在异
国他乡做一次前途未卜的旅行，即使是现在看来，也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她们这样的旅行不正是我
梦中也向往的吗？
　　不过前提是，有足够的钱，才会让旅途更有安全感。如果现在让我们用乘坐轿子的方式游历大半
个中国，真的是即奢侈又夸张，还需要极大的耐心，因为轿子该有多慢啊，可是在当时，这却是再正
常不过的方式了。
　　相比她们可以乘轿在中国旅行，中国的女性则显得更辛劳。当时的中国处在变革之中，西方的文
明一点点渗透，她们所到之处外国传教士的痕迹随处可见，在传教士的推动下，教会学校在中国遍地
开花，很多人想要去外国留学，女孩也开始慢慢接受教育，天足运动逐渐展开，中国人对外国人不再
好奇。作者感叹，中国人总是不放过任何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妇女们也参加劳动，即使裹着小脚，
还是要参与繁重的田地劳作。现在不也如此吗？中国人向来都很辛劳。
　　从书中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的很多中国人还受到鸦片的摧残，禁烟运动仍在进行，中国的货币
体系一片混乱，不同地区用不同的货币。当时的中国并不太平，可以说是在水深火热中，不过就她们
旅途经过的描写来看，这种变革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人们还是该劳动就劳动，该欢庆就欢庆，过着
自己的日子。旅途的风景总是很迷人，她们常常会停下来写生。如果可以，我也好想要一次这样的旅
行。不过我会把写生改成拍照。
　　最后，旅行即将结束，作者写道，“对于许多旅行，要忘掉其中的不愉快需要一段熟化期的距离
，然而我们回顾时，只有一种想法，那就是完完全全的满意。”
　　本书的作者并没有描写一个全面的中国，只是描述了她所途径的看到的中国，不过也或多少满足
了我的一点好奇心。作者对中国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在本书的最后她写到“在过去的黑暗时代，他
们是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先锋，所以我们可以满怀希望地期待一个更辉煌的未来，相信刚开始的新纪
元对于中国也许是个越来越伟大的纪元。”
　　的确，二十世纪对中国而言的确是一个伟大的纪元，在这个世纪里古老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这变化中充满了痛苦，血泪和牺牲。在这个世纪，新的中国诞生了，中国人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只是不可能总是美好，新的问题又层出不穷。
　　更辉煌的未来——这一美好的期待，还需要中国人齐心协力，共同努力！
　　
10、《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老师推荐。写论文时重点读了上海、宜昌和最后一章。还是觉得外国人写
中国历史的视角非常独特。以及这本书总让我想起《面纱》这部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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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历史教授推荐读物，想尝试一下
12、补录2009年11月。看到百年前中国魅力的同时,也逃不开那份屈辱。 
13、惠丰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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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那个时代，那群人　　　“我遇到过的每个有幸去过中国的聪明人，都曾倾倒在那神奇的人民和
神奇的土地的魔力之下。我十分希望，通过我的钢笔和画笔尽力准确生动地展示中国的真实面容。”
我是因为这段序言才决定看这本书的。这本书是一位英国女画家为自己在十九世纪末贯穿中国的旅行
所做的游记。我想知道，十九世纪末的中国人，一个我所被告知的因屈辱和辛酸而卑微得可憎的面孔
，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映入一位浪漫而明慧的旁观者的眼眸。　　　这确实是一本游记，女画家秉承
了西方注重写实的创作风格，记录下了旅行途中的所见所闻 。鲜有对政治经济的评论，也基本看不到
对中国现实格局的沉重透露。那时的中国对于作者而言，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描画对象，一个采集灵
感的地方，但也正是因为这样，读者才得以在书中看到那些站在中国大变革边沿地带的普通中国人的
真实面孔。而且，因为作者的特殊身份（一名来自西方强国的女画家）而产生的特殊的视角，才让读
者得以发现那些因普遍而常常被忽略的细节，我读到的中国面容，很大一部分都是由这些细节构成的
。下面，我会就令我印象深刻的几个方面谈谈我读到的中国的面容。　　　作者说：“中国礼仪有一
种难以言说的魅力。”作者说的应该多指中国的待客之道，中国人的面貌在这一过程中得到充分地展
现。我对中国的传统礼仪没有多少了解，单从作者的经历来看，中国人待客，或者说对待作者这样一
位外国来宾，是拘谨礼貌而又拿捏不准的。作者曾在曲阜的一个官员家里落脚，家里的女眷来拜访作
者时，其中有一位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什么品阶来着？”。我心头一震，我想这不是沟通词穷后
的敷衍，这是那个时代那个国家的最普通的那群人都想要了解的问题。品阶对于任何一个封建时代都
是重要而又清晰的，中国传统礼仪，接客之道，也跟这种社会地位的划分紧密相连。那些占大多数的
中国普通民众，他们既没有参与到改革大计中，也对严峻的中国现状知之甚少。但同时他们也看到了
：各地都有传教士在传教；有外国商人出现的地方越来越多；各种进口商品琳琅满目；教堂和教会学
校拔地而起；他们看到了租界，看到了一些在中国却不允许中国人踏足的地方；他们看到衣着整洁的
外国人在中国官员面前趾高气昂；看到有些铁路是由外国人，而不是中国人自己在管理。他们不懂政
治，不懂外交，但是却真实地察觉到了这些变化。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很爱随遇而安的，时间可以帮
助他们消化和适应任何大的变动；但中国人又是爱守规矩的，比起接受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当时
的大多数中国人则更习惯将自己限制在明确的自我定位中，不做任何越矩的事，安稳地过日子，这是
中国人民几千年来一直很擅长且热衷的事。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你会发现即使只是这样也是很难做到
的，因为社会中大量涌现的外国群体正擅自参与到中国人的日常中，变成越来越不可忽略的因素，但
是，中国人没有办法对他们进行合适的定位。　　　那时在中国的外国人国籍各异，目的不一，从思
想的改造到文化和商业的掠夺再到普通的旅行和考察，但都是要和中国人亲密接触的。他们的面孔有
的温和而充满善意，有的又蛮横霸道得可憎。中国人一边不可思议地听着对他们来说有点天马行空但
不无吸引力的平等博爱的新思想，一边忍受着他们中一些人狂妄的自负和人格的侮辱。但从书中所讲
的作者所受到的优厚的待遇来看，中国人似乎还是选择了较为安稳的处理方式，礼让和妥协。这从作
者多次受到当地官员的接待这一事实中就可见一斑。说到底，中国人骨子里透着一种自卑，他们很容
易自轻自贱。在中国，跪拜是一种常见的施礼方式，磕头也是，致谢时可跪拜，认错时可跪拜，有事
相求时更是如此，中国人总是喜欢用最接近地面的方式显示自己的卑微与诚恳。跪拜的频繁，是会使
人不自觉地放低自身的高度，淡化自尊，安于现状的。站与跪的高低落差，仰视与俯视的差别，让尊
者愈尊，贱者愈贱。再者，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延续得过于稳定了，中国朝代的更替史就是一部普通民
众轮番遭受压迫的历史，这种压迫渐渐地在大多数中国人身上打下了烙印，并继而转化为根深蒂固的
思想传统。面对压迫，大多数人是选择妥协的，是选择苟且生存的，他们发现溜须拍马和点头哈腰经
常比刚正不阿更加讨巧，也更让人放心，所以他们甘愿选择前者以获取暂时的安定，这也许就是所谓
的“奴性”。在面对外国人这一新的团体时，他们做出里同样的选择，强国越是瓜分中国控制中国，
中国人就越是惧怕，越是抬高对方的身份，在剥削中选择服从，在屈辱中选择麻木。　　　在中国，
底层的劳动人民始终是占大多数的，在这里，我想具体谈一谈脚夫的面貌。脚夫在作者的旅行中扮演
了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当时中国普通劳动人民的典型代表。脚夫是旧社会对搬运工人的称呼，既搬运
货物，有时也抬人，做跟轿夫类似的事情。脚夫的工作十分辛苦，脚夫们走南闯北，翻山越岭，风餐
露宿，一走就是十几天或至数月、数年，全凭两只脚谋生糊口，他们收入微薄，社会地位低下。作者
是一名道德高尚的女画家，在旅行途中一直给予脚夫们一定的尊重和包容，但是可以想象，这样好的
雇主并不多，脚夫们大多时候遭受的是骡马一般的对待。书中的脚夫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他们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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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压迫，看惯了不平等，因而本分，因而卑微，因而麻木。　　　本分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特征，一
个普通的中国农民家庭，可以世代在同一片土地上劳作，没有比他们更安分守己的人了。脚夫也是如
此，他们忠于自己的劳动，尽管他们所做的工作艰苦到残酷。他们的本分中透着令人敬佩和感动的坚
韧，这种坚韧在中国劳动人民的身上普遍而明显。从某个角度上看，中国人是愚昧而不思进取的，这
与他们对劳动的坚实信仰不无关系。在中国，体力是第一生产力，力气大，能干活的人是很被看好的
，一个普通的平民家庭要得到生活的保障，除了靠子弟读书考取功名外，只能靠本本分分的劳动。而
能够榜上提名的毕竟是万里挑一，所以这条路对大多人来说是虚无缥缈不敢妄取的。于是，体力就成
了最可靠的资本。先把对脚夫的分析放在一边，我们来看看在中国占大多数的农民，中国人的土地情
结应该是任何民族都无法比拟的。中国人爱土地，小农经济，对商业的长期的轻视更是让这种情结深
深扎根，劳作也是上述的劳动的最典型。很多中国人为了谋生把全年的精力奉献给土地，而这种奉献
并不是每次都能得到平等的回报，一次毁灭性的天灾就可能导致颗粒无收，全家人就失去了一年的指
望。这种不确定性非但没有把中国人的目光转移到另一条生存道路上去，反而加深了农民对土地的崇
拜，今年歉收，那明年就更可能丰收，也许农民就是怀揣着这样的心理希冀和安慰，在一片土地上完
成一次又一次的赌博。这样的习惯经过世世代代的传承，将农民的生命与劳作仅仅相扣，对劳作的执
着和耐心也越来越深，在多么恶劣的环境、天气下都能看到中国人劳作的身影，这终于缔造了中国人
对于劳动的不可思议的坚韧。脚夫当然也是这样，他们传承了这样的精神，但常常得不到耕种的土地
，但他们将这种坚韧出色地转移到了脚夫的工作中来，因此无论多么难走的路，脚夫们都能够征服，
不得不说这是一种令人心酸但是实在可敬的精神。　　　脚夫的卑微自不必说，他们本就是生活在社
会底层的人，想要期待别人的关怀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个脚夫若是在运货途中生了病，受了伤，不能
坚持工作，那他们面临的可能只是残酷的失业的现实，想要让雇主照顾赔偿的想法是十分不明智的。
　　　“中国人对疼痛特别不敏感。”当女画家为脚夫们护理受伤的脚时发出的感慨。她也提到，为
中国人做手术所花费的麻醉药物远远少于对欧洲人做同等的手术所花费的量。中国人耐得住疼，这与
他们的坚韧一样，让人为之心酸。没错，中国人只是耐得住疼，不是不疼，这种对疼痛的忍耐性应该
是不可遗传的，那么，是什么导致中国人对疼痛如此不敏感呢？是对自我的轻视和精神的麻木。中国
人很少是为自己活的，很少有人能脱离团体尤其是家庭的羁绊而单单为自己谋生。中国的传统思想中
最缺乏的便是对本我的呵护，不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因为现实几乎从不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前文
中讲过，中国人骨子里透着一种自卑，有的人出生几年就注定了一生的卑微。官僚的压迫剥削常见得
让人习以为常；不平等是被人普遍接受的社会现实，没人奇怪更没人反抗；温饱问题足足纠缠了人们
上千年。现实如此残酷，即便你受伤了，疼给谁看呢？同情心始终都是奢侈品，你不小心透露的任何
身体的软弱，都有可能让你无法获得和他人一样多的劳动机会，无法谋生养家。所以，中国人选择将
外在的痛苦深深掩藏和忘却，当痛苦成为常态，也确实没什么好敏感的了。但是，时间久了，这种麻
木也感染到了中国人的精神，自尊心受创，也一并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事。这是中国人最最令人心疼的
特征，麻木，不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甚至，对国家。一本书毕竟无法记述太多，我对那个时代
平凡中国人的了解，可以说只是在读完书后所做的一个猜测，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发生的各种变革来
看，中国人显然不只有这样一个面容，在卑微与麻木的背后，必定存在着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
着这个民族完成奇迹般的蜕变，成为世界格局中一股崭新的力量。
2、想写一写前天读完的一本书。断断续续，见缝插针地读完，很有趣的一本书，至少对我而言。作
者是一位一百多年前的英国女画家，游历中国后写下的旅途经历和见闻。她看到的、描写的都是一百
多年前的中国和中国人，而她又是一百多年前的西方女性，这样的视角想不引起我的注意都不行，所
以在图书管看到便马上决定借阅。遗憾的是，书中图片太少，而且大都是模糊的。我很高兴作者没有
西方殖民主义者的那种傲慢和偏见，而是用充满了同情，平等的心态来看待中国和中国人，她在序言
中写到“力图忠实地记录下我的所见，这样可以让别人自己去研究中国。并且她还认为“⋯⋯但事实
证明我们的信任是对的。没有一个欧洲国家里我们会得到更殷勤地对待了，很少欧洲国家让我旅行得
这么快乐，这么无忧无虑。旅途是一连串惊喜⋯⋯”作者的旅行时间分别是1893年-1894年、1907
年-1908年。第一次途径天津-太原-山西。后一次是从上海-青岛，然后途径山东-河北-湖北-四川-云南
，最终到达缅甸。她们的旅行方式是，火车、船、轿子、篼子、滑竿和双脚。火车和船很少，大部分
都是坐被人抬着走的轿子、篼子和滑竿，有时会下轿步行。单看她们的旅行方式，现在的驴友们一定
会认为浪漫又奢侈。的确，她们对当时的中国人而言算是贵族，有钱人，她们常常要雇很多轿夫，她
们有仆人，翻译、还有士兵护卫，外国女性在当时的中国做这样的旅行，有士兵护卫显得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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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也常常会得到当地最高官员的接见和关照，并且她们得到了很多传教士的热心帮助，否则，她们
自己也说，很难完成这样的旅行。似乎看起来她们的旅行一定舒服极了，其实并不尽然，其实旅途中
遇到很多困难和麻烦，还有当然也很辛苦。但她们觉得和旅途中所得到的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想
想吧，一百多年前的外国女性，还没有到非常开放的程度，虽然比中国要开放，她们又是在异国他乡
做一次前途未卜的旅行，即使是现在看来，也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她们这样的旅行不正是我梦中也
向往的吗？不过前提是，有足够的钱，才会让旅途更有安全感。如果现在让我们用乘坐轿子的方式游
历大半个中国，真的是即奢侈又夸张，还需要极大的耐心，因为轿子该有多慢啊，可是在当时，这却
是再正常不过的方式了。相比她们可以乘轿在中国旅行，中国的女性则显得更辛劳。当时的中国处在
变革之中，西方的文明一点点渗透，她们所到之处外国传教士的痕迹随处可见，在传教士的推动下，
教会学校在中国遍地开花，很多人想要去外国留学，女孩也开始慢慢接受教育，天足运动逐渐展开，
中国人对外国人不再好奇。作者感叹，中国人总是不放过任何一块可以耕种的土地，妇女们也参加劳
动，即使裹着小脚，还是要参与繁重的田地劳作。现在不也如此吗？中国人向来都很辛劳。从书中的
描述可以看出，当时的很多中国人还受到鸦片的摧残，禁烟运动仍在进行，中国的货币体系一片混乱
，不同地区用不同的货币。当时的中国并不太平，可以说是在水深火热中，不过就她们旅途经过的描
写来看，这种变革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人们还是该劳动就劳动，该欢庆就欢庆，过着自己的日子。
旅途的风景总是很迷人，她们常常会停下来写生。如果可以，我也好想要一次这样的旅行。不过我会
把写生改成拍照。最后，旅行即将结束，作者写道，“对于许多旅行，要忘掉其中的不愉快需要一段
熟化期的距离，然而我们回顾时，只有一种想法，那就是完完全全的满意。”本书的作者并没有描写
一个全面的中国，只是描述了她所途径的看到的中国，不过也或多少满足了我的一点好奇心。作者对
中国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在本书的最后她写到“在过去的黑暗时代，他们是艺术、科学和哲学的先
锋，所以我们可以满怀希望地期待一个更辉煌的未来，相信刚开始的新纪元对于中国也许是个越来越
伟大的纪元。”的确，二十世纪对中国而言的确是一个伟大的纪元，在这个世纪里古老的中国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变化中充满了痛苦，血泪和牺牲。在这个世纪，新的中国诞生了，中国人开始了
全新的生活，只是不可能总是美好，新的问题又层出不穷。更辉煌的未来——这一美好的期待，还需
要中国人齐心协力，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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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的面容》的笔记-第17页

        房屋的大门上贴有红色或橘色的小长条，内院也有。这些纸上是孔子作品中的警句或别的格言，
有以下句子：
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
教子弟须教以善，博功名唯有向学
勤俭乃持家之本，柔顺是济世之船
忠直传家永，诗书继世长

2、《中国的面容》的笔记-第1页

        适逢辛亥革命100周年之际，我正好从图书馆借了这本书。正好从一个外国人的笔下目睹了辛亥革
命前夕的几十年前中国的状态。

外国传教士的进入。。。
义和团留下的影响。。。
民主进步思想的影响。。。
乡绅，广大穷苦大众，官僚阶级的生活状态。。。

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给人感觉低人一等，就算是再自己的土地上。
外国利益集团在中国相互争夺地盘。。。
那是一个没有话语权的时代！！！

民主进步从来都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自百年中国之后，我们的思想明显有了巨大变化，百年之后呢？
我希望那又是一个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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