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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镜：海外史料看甲午》

内容概要

国内首创，以高清影像和绝版海外史料原样呈现的历史类连续出版物
200张罕见海外精美版画+10万字海外一线记者一手新闻报道
《东方历史评论》联袂推送子品牌
《伦敦新闻画报》《法国画报》《笨拙》漫画、日本风俗画报》等绝版海外史料首度出版呈现，全新
视角解读甲午战争
寻找遗失在海外的中国史，最具收藏和研究价值的历史读物，社科院近代史所马勇作序推荐
出版前重磅登陆众筹网首页，众筹业绩不俗，支持者众多
===========================================
《西洋镜：海外史料看甲午》荟萃了英国《伦敦新闻画报》（100张图，2万字记者一手报道）、英国
著名讽刺画报《笨拙》（15张漫画）、法国画报（80张图，2万字记者一手报道）、日本风俗画报（由
日本的从军记者，根据他们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编写的。1894年至1895年共出十期与关甲午增刊
。目前该书全套即使日本也很难找到）等关于甲午的经典图文记录，对于市场上关于甲午和中日话题
的图书具有极强的市场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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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镜：海外史料看甲午》

作者简介

赵省伟（执行主编）：厦大历史系毕业，文史类图书策划，策划有《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
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容忍历史不完美》《家世》等书。
沈弘（《伦敦新闻画报》部分编译）：杭州人，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上世纪90年
代起遍访波士顿、芝加哥、伦敦等地图书馆，搜集了大量国内难得一见的珍贵记录。目前承担教育部
重点攻关项目“外国收藏16-20 世纪来华传教士档案整理与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项目“外
国人眼中的浙江与浙江人”。著有《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1842—1873》《
晚清映像》《老照片中的大清王府》等书。
赵丽莎（《法国画报》部分编译）：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毕业，现供职于中国外文局。2012-2013年
间曾赴巴黎第三大学欧洲研究学院进修一年。与王嵋、丽泉夫妇合译贝尔纳布立塞的《法兰西在中
国300年—从路易十四到戴高乐》一书。
邱丽媛（《笨拙画报》部分编译）：北大中文系毕业，现任教于北京华文学院，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化
交流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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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镜：海外史料看甲午》

精彩短评

1、这书做得太糙了吧~
2、书的内容较单薄，图片占了多数且有重复。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带来一些新思维。比如战争前后朝
鲜半岛统治的更迭，比如清政府的精良武器与无兵可用的矛盾。因是图片集，更直观地看到了已近代
化完成的日本兵与训练匮乏的中国兵之间的巨大差异。惨烈的旅顺屠杀在本书中只有寥寥数笔，也能
凸显当时日本对舆论的隐瞒。书中图片显示了北洋水师的舰队原貌和沉船当刻的悲壮图片。121年后致
远号魂兮归来，也是冥冥中一种宽慰。综述，作为图片集可览，深究无意。
3、编辑的太糙了。同一份报刊，出现3种以上不同的叫法，《画报》《全球画报》《法国画报》《画
刊》，叫人晕头转向。另外还有多处图文对应不上。编者真的用心了吗？
4、因为立场不同，有些评论有失公允，但从另外的角度，了解不同的声音和看法，多多少少会引发
对自身的反思，那时的我们是如何被别人看待和评价的。值得读一读。
5、欧洲人的素描作品远胜于亚洲人的水彩、水墨画，但是本书的着墨点主要在朝鲜，中国的图画较
少出现。
6、有人说，我们中国的网络是个大局域网，在内容上没法与世界接轨，外国人的所思，所想，他们
喜闻乐见的东西，我们全然不知。西洋镜是这样一本书，它不会教给你怎样翻墙，却把当年的外国人
对于那场战争的看法呈现在我们面前，不避讳，不隐瞒。
7、图“说”晚清
8、海外史料
9、第二本更佳。
10、旅顺虐杀，高升号事件都有提到。讽刺漫画和诗歌真真刺人。
11、精彩不容质疑
12、封面感觉不错，很喜欢！虽然内文的语句有些地方很拗口，但是记录的事件确实很值得参考。一
百年前的画，让我们现在的人都叹为观止，精美！
13、很少会注意这类史料，但确实是一种观察历史现场的独特角度
14、17书4。黑中国不是一天两天了。 
15、#書友集记录# @書友集 图片史料非常珍贵，这套书都有购买实体收藏的意义。近代史在我的印象
中一直是文字与后人臆想的影视剧，看到当时的报道和图片才给冰冷的历史加温。
16、编辑实在太差，内容一半珍贵，一半无聊。
17、很快地浏览翻阅，有评（-15.5）
18、看过的甲午战争史中少有的海外史料。个人觉得给读者另一个不同的视角，价值已经体现，功大
于过，百年的老报纸翻译不足之处可以理解。作为资料有可取之处！，谢谢编辑老师的辛苦劳作！
19、觉得有些地方图文不符，中日错位。我觉得这些东西对于研究甲午战争用处不大吧，对于风土人
情和社会风貌倒是不错。
20、从一个人，而非一个政府的视角来看待历史和战争，往往会有最深入人心的感悟。里面那些珍贵
的图片、深度挖掘的细节，都让人有种看到新大陆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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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镜：海外史料看甲午》

精彩书评

1、有图有真相的历史更有吸引力——读《西洋镜：海外史料看甲午》有感文/岸晓风目前，中日两国
对于甲午中日战争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中国人将其看作中国衰落的重要转折点，日本人则将其看作
其强大的转折点。个中原因非常多，仅举两例。一是日本海军当时的实力排在中国之下，当时中国海
军实力排名世界第八，日本大概在第九、第十左右；第二，中国当时刚刚进行洋务运动，并不是像一
般人认为的中国当时士气低落的问题，至少中上层是有良好感觉的。但是最后却一败涂地，为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似乎不难，但是有无法三言两语说清楚。但是有时候说不清的问题，如果用“看”，立
马就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和答案。手头这本中国画报出版社出版的《西洋镜：海外史料看甲午》就给我
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视觉。让我们通过“眼睛”来看甲午中日战争，为什么是中国失败？这本书是《
西洋镜》图书系列的第一辑，相关图片多出自《法国画报》、《伦敦新闻画报》、《笨拙》、《小日
报》、《日本风俗画报》，图片达到200余张。这些记者的作品虽然体现不出高层政治决策的内幕，但
是他们的优势是可以根据自己观察和采访还原部分原汁原味的事实真相，他们对于事件的外部观察，
特别是对当时中国、日本、朝鲜的直观考察，又往往超越冰冷的档案，为后人了解那段历史提供更多
的研究点和可能性。书中有大量的中日对比照片。当时是19世纪中后期的中国，经历了洋务运动，国
力缓步上升。和属国朝鲜一样，中国国内政坛也充满了明争暗斗，满族汉族之争、清流浊流之争、地
方派系之争，使本就千疮百孔的清王朝更显末路之像。而日本刚刚经历了明治维新，国内空前团结，
气势如虹，这些不是通过描述得来，而是通过“读图”得来，就更加值得我们深思了。或者，我们甚
至可以说，了解中日甲午战争更多真相，获得更多的思考，这本书可是上上之选。
2、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这场战争表面上是中日两国对朝鲜半岛控制权的争夺，实则是对东
亚领导地位的竞争，因此两国都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战争之中，以期获得战争的胜利。鉴于中
日两国在远东国际秩序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两国实力消长对国际关系格局的重要影响，因此两国尚未
开战，英、美、俄、德等国家就已经对中日间日益凸显的矛盾冲突给予了充分关注。各国报纸都根据
自己的观察和采访建构自己对甲午战争的认识。《法国画报》、《伦敦新闻画报》、《日本风俗画报
》、《笨拙》、《小日报》、《洛杉矶时报》、《旧金山考察家报》、《旧金山纪事报》、《萨克拉
门托蜜蜂报》等报道甲午战争者不胜枚举。报刊时论是社会舆论的先锋和载体,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众
的心理和需求,同时，报刊舆论又在不同程度上引导社会和民众的关注焦点。近年来，学界日益重视报
刊这一蕴藏丰富信息的特殊史料的研究价值。之前的研究者多数将上海《新闻报》作为研究重点，近
年来对美国报纸的研究也相对较多，但对于欧洲各报纸的研究相对较少。从这点上看，中国画报出版
社和东方历史评论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西洋镜》系列图书是十分的必要和重要的。《西洋镜》系列图
书第一辑把注意力放在了甲午战争，一方面是因为甲午战争120周年，另一方面说明了甲午战争对于中
国学界的重要性。《西洋镜：海外史料看甲午》为读者提供了原汁原味的第一手历史现场素材。这些
老照片、版画、报道中显而易见的能看出西方人看待中日双方这场战争的立场。1894年《全球画报》
“朝鲜半岛的斗鸡”图上，熊先生事不关己的坐在一旁观“大中华鸡”和“日本矮脚鸡”的斗争，因
为“这场战争无论哪方获胜，我都能饱餐一顿。”这应该是关注这场战争的西方世界的普遍认识。从
一幅幅插画里不难看出对于当时的中日来说，中国战败是必然的。无论从清军的精神状态、武器装备
都赶不上隔海相望的日本，决策失误，有兵不利也是重要原因。落后就要挨打在这场战争中最沉痛的
失败教训，让我们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民族的独立，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富强，没有国家的富强，也难长
久支撑民族的独立。
3、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幼童，西方传入了很多新奇的玩意儿，火柴叫洋火，铁钉
叫洋钉，而北方人管这种看放大相片的匣子叫拉洋片儿。不同于北方的大俗，上海人称其为“西洋镜
”。如今这本《西洋镜：海外史料看甲午》意在于暴光西方媒体对甲午战争时期中日韩三国的记载，
找寻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非常遗憾的是，本书并未能擦去积在匣子上的灰尘，使人眼前一亮，所以
只能继续沉静在角落里，等待有缘人的开启。马勇老师在序言中提到了几个有意思的点：首先，甲午
中日战争，是中日两国为朝鲜的前途而战，那么我国研究者在总结这段历史的时候是不是往往忽视了
朝鲜的视角？其次，作为当事国，中日文的基本史料已大致穷尽，双方对于史实各执一词。而相关研
究者对于各国的新闻报道长期以来并不重视，而正是这些不以为意的报道，超越中日意识形态，扩展
了视野。比如“中国的武器装备并非不如他国，战场上的失败其实另有原因。”最后，本书最有意义
的地方，就是会渐渐改变研究者的既定看法。于是，心中带着诸多问题开始翻阅来自《法国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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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洋镜：海外史料看甲午》

英国《笨拙》讽刺漫画、《伦敦新闻画报》、和《小日报》的诸多图片及解说文字。然而，不仅马勇
老师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相应解答，反倒新增添了不少疑惑。比如第37页，对“在朝鲜”那部分的记
述，“对于日军的行动，我们也不甚了解。据说，朝鲜的日军部队正在向满洲行进，但人在哪儿呢？
在欧洲，没人知道一丁点儿消息。”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法国人？然后是在问日本人在哪儿？还是在
问自己的记者在哪儿？没有一丁点儿消息，也能上新闻？还有第38页，开始描述各国对甲午战争的不
同心态，“欧洲列强似乎决定不再对远东的战争漠不关心。《时报》一名巴黎通讯员的电报称，法国
和英国为了保护其远东地区的国民，已经就要采取的措施达成一致了。该协议的达成没有遇到任何困
难。”列强也称自己是列强？也知道自己是在侵略，欺软怕硬？而且英，法，俄几国之间微妙的关系
，也无法从几句话里分析出来。总之看得心痒痒的，还伴随着一种无法言说的挫败感。曾在《中国龙
的发明》一书中，看过几幅与本书中相同的画报，但注解却大不一样：《西洋镜》第60页中，日本国
内排华一图，在《中国龙的发明》中是这样标注的：“日本《画报近代百年史》选载的一幅佚名漫画
，一群扛着日本海军旗的小孩，紧紧地跟着两个拖着辫子的中国人，一路喊着：“日本胜利！支那败
北！日本胜利！支那败北！”许多日本人则微笑着站边上看热闹。”《西洋镜》第87页一图的标注是
：“好狗狗！”索尔兹伯里候爵：“真是条有用的狗——我还会再用它的！”“无法形容的那个人”
（墙那边）：“哦，天啊！”图片上的文字：最后通牒。在《中国龙的发明》中是：《笨拙》漫画《
好狗》。一个欧洲人牵着一条身上写着“最后通牒”的狗，正冲着中国龙一阵狂吠，穿着大清朝靴的
中国龙吓得缩在墙角边，两脚发软，紧闭双眼，一屁股坐到了自己的尾巴上。画面上的欧洲人旁白：
“这是一条非常有用的狗，我得再用它一次。”墙外的看客旁白：“噢，天哪！真难以置信。”通过
此等对比，无需过多评论，功过自有众人评说。作为一名不够了解甲午历史的读者，实在无法深刻体
会到《西洋镜》的妙处。可就这样看看热闹，又实在不甘心，历史不应被遗忘在角落。所以，从鄙人
小小的心愿出发，希望不单按照报道日期和媒体的顺序，而是以地域，风俗，军事等主题分类而排列
图片并详注背景说明，与此同时推荐一些外延读物，更是好极。PS：这篇评写得不太顺畅，我有些爱
之深，责之切，然后水平又hold不住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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