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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首版于1836年，四年后鸦片战争爆发的同一年，此书再版。这本书显然是英国读者在战前了解中
国的重要参考，甚至某种程度上是成为出征中国的中下层军官的行动指南。如今，借助这位后来的香
港总督的记录，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再认识鸦片战争前夕的中国。
作者运用了地理学与政治经济学等科学方法，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司法体系、风土人情、
重要城市、释道儒三教、文学艺术、农业与商业做了重点介绍，并进行分析，正是运用这些科学的方
法，西方人揭开了神秘中国的面纱，看透了清朝“国富民强”的假象。 书中有几十幅珍贵图片辅以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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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首先要澄清的是本书写于港督先生还未成为港督之时。想象着我自己是一个十九世纪中叶的英伦
读者，“我国”正在与远东的中国打仗，我开始读这本书。要我说前一百页还真是啰嗦无趣，也许英
国人乐意看？。就像这本书的译者所写，不必把它看做确切历史，我更愿意当做观察和记录。285-288
印刷了两次。
2、一百页弃，不知道是不是翻译的问题，读起来完全不知所云
3、现在的出版社实在是标题党，明明就是一份中国见闻录，还说什么崩溃前......不过还是值得一读的
好书，至少跳开历史课本，换个角度看晚清人民的生活情况，前半部分主要写晚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
策，后边就写风土人情啥的。
4、想到本书是1836年洋鬼子写的，对中国历史、地理、政治、社情、国民性、民风民俗了解之透彻，
就令人无语，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要以光年计，要知道同时期的中国读书人对外国的了解，仅仅停留在
《山海经》的档次！鸦片战争中输了内裤后，魏源、徐继畲等人的《海国图志》《瀛寰志略》才算略
知世界皮毛。
5、这名字起得真不好
6、封面设计确实一般，《中华帝国和它的居民》就行了，高帽子评语“一手记录真实再现深度解读
”是画蛇添足。 1830年代能有这样程度知识的作者令人心生敬意。
7、书名太烂，为何不用译者所起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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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崩溃前的大清帝国》的笔记-第157页

        有些上谕，在下发给宣旨对象之后，会发表在《京报》上。《京报》只刊载与朝堂有关的内容，
除了皇帝下发的谕旨，就是上呈皇帝的奏折；对刊载的内容做出任何篡改都是死罪。读至此处，疑为
“邸报”，上网一搜方知见识浅薄。度娘较维基更为详实，似乎截取度娘之释义。
“京报”这一名称在明朝末年已经出现，但在明代实际上是邸报的别称。至清朝初年，京报与邸报也
是同一概念。因为在明清时代，各省都派有专司文报的提塘长驻京师，兵部则派出提塘分驻各省。驻
京提塘称为“京塘”，京唐抄发的邸报称为“京报”；驻省提塘称为“省塘”，抄录的各省辕门钞称
为“省报”。这种省报往往印成单张随京报一同分发。所以“邸报”这一名称就逐渐为含义更加明朗
的“京报”所取代。又明代的邸报发行范围扩大，一个府就有好几本，提塘从六科抄得邸报原件后，
便让民间抄报人抄写或印刷若干份，由塘兵排日提送。当时既有提塘主持的官报房，又有抄报人组织
的民间报房，民间抄报人，又称“京报人”或“刷写文报者”。因为邸报的内容有一定的保密性，而
抄报人又是普通的老百姓，便会出现个别胥吏和商贾向民办报房订阅邸报的事。但这种行为在清朝雍
正之前是被禁止的，因为阅读邸报这一官员们的政治待遇，还不肯轻易与庶民共享。因此，明末清初
虽有“京报”这种名称，也有民办报房专司抄报工作，但还未发展到后来那种由民间报房公开发行销
售的程度。
“京报”发展到完备形式，即可以用《京报》来指称，则始于乾隆年代，清中叶以后日趋盛行。现存
的京报实物，大都在光绪、宣统年间出版，亦有一些道光年间出版的。清高宗乾隆十八年（公元1753
年），抚州卫千总卢鲁生等抄传伪稿案发。朝廷感到由各省提塘分别向地方抄发“京报”，很容易夹
入伪稿，便决定对抄报制度进行一次改革。清高宗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朝廷决定：“嗣后
各提塘公设报房，其应抄事件，亲赴六科、五城御史严行访察，如有讹传、私抄、泄露等弊，交部治
罪。”由于全国统一抄发，复制量很大，因而这一印制任务由与内府有关系的荣禄堂南纸铺承担。这
种印制物的名称开始固定为《京报》，但其性质仍然属于官场的情报资料，其内容仍是些可以公开的
宫门抄、明发谕旨和大臣奏章。清高宗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173年）以后又规定凡刊入京报的奏章抄
件，要盖上承办衙门的印信，才可由负责公报房的直录提塘交付刊行，最后还需将京报样本和盖有印
章的原始抄件一起每10天一次送兵部验证存档。与以前的邸报不同的只是由原来分散地雇人抄报，改
为统一由民营作坊印刷。
《京报》统一印刷，印刷量当然不少，必然每天有少量剩余。日积月累，逐日多余的《京报》就成了
一大堆废物。后来有个以负贩为生的山东登州人，将过期的《京报》携带到北方去试销。由于当时科
举考试策论时要涉及到时事问题，而《京报》恰恰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于是这些过时的废物十分畅
销。《京报》本来就经过如此严格审查，不可能有悖逆朝廷的内容存在，更没有秘密可言，又是过时
货，因而有关官吏非常乐于利用这些废物赚钱牟利，从而使原本属于官场上的参考消息变成市场上的
畅销商品。
由于《京报》的销路越来越好，荣禄堂的印刷力量已很难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因而贩报人便联
合起来，在正阳门外另办起一所报房，直接供应私人订户。这样，民间公开订阅的民营《京报》诞生
了，时间大约在乾隆年代。因为嘉庆初年外国人已经能看到《京报》，并且有声称从《京报》上看到
该官员陛任协办大学士而向其祝贺的事情。这时，《京报》的性质已经出现了变化，一方面它继续邸
报的余绪，在中央和地方官吏中发行，含有内部参考资料性质；另一方面，它公开销售于民间，只要
付钱便可订阅，具有大众传播工具的商品特征。考察现存道光以后的《京报》可知，《京报》虽刊登
的仍然是皇帝谕旨、大臣奏章和政府文牍，但已不属于政府公报性质。这一点，清廷也曾明确宣称：
“所有刊发钞报（即京报——引者注），乃民间私设报房，转向递送，与内阁衙门无涉。”它由民办
报房印刷并销售给官员与平民，各报房出版的京报每天一册，详简不一，大都有黄色封面，因而有“
黄皮京报”之称。当时，不仅北京已有报房多家，各省也有当地的翻印机构，但各省印制的《京报》
有各自的名称，如《谕折汇存》等。
《京报》作为中国古代报纸发展得最成熟的一种形式，之所以还不能属于大众传播媒介，是因为它只
有抄录和印刷人员，没有记者、编辑，只许照章抄录宫门钞、谕旨和奏章，不准自行采写新闻、发表
评论、安排版面。总之，《京报》与之前的同类载体相比，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仍没有质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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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能列入近代报刊之林。由于《京报》只是从政府专设机构中誊抄官方拟向公众传递的资讯，只能
起到公告板的作用。清末逐渐被《政治官报》（1907）及《内阁公报》（1911）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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