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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的观察
——外国人笔下的辛亥革命亲历记

张德明

1911 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
史上改天换地的大事件，也引起
了当时在华外国人的高度关注，
他们作为亲历者在著作、报道、
书信及日记中留下了大量关于辛
亥革命的一手记载，具有重要的
史料价值。本文将主要参考英国
记 者 莫 理 循 的 《直 击 辛 亥 革

命》、 英 国 记 者 丁 格 尔 的 《1911-
1912 亲历中国革命》、美国传教士
布朗的 《中国革命 1911》 及 《共和
十年：〈纽约时报〉 民初观察记》
等国内出版的译著，梳理考察外国
人眼中的辛亥革命复杂镜像，并从
西方人的视角来观察辛亥革命的不
同面相。

因在华外国记者对于辛亥革命中
的黎元洪、袁世凯、孙中山等重要
人物还要详细描述，有些记者对他
们 进 行 了 当 面 采 访 。 如 丁 格 尔
1911年11月 20日在武昌采访黎元
洪，他在武昌起义后被推为了湖北
军政府的都督，丁格尔对其进行评
价称：“如果没有黎元洪，中国可
能不会有这场革命，他的名声现在
已传遍了文明世界的每个角落。历
史即将证明，黎元洪是中国贡献于
世界的最伟大的改革家。他杰出的
领导才能以及他领导人民取得迅速
改变的例证，使新中华在东西方政
治舞台上崭露头角，很少有人能从
一个在国家生活中默默无闻之辈变
成政治知名度最高的人。”

在华外国人对袁世凯的关注最
多。美国传教士布朗曾称：“他（袁
世凯） 对北洋将领有着绝对的影响
力，尽管对于南方将领的所作所为
他并不能完全约束，可是南方将领
在作出决策的过程中，却不能无视
他的态度。”11月19日的《纽约时
报》 刊发的 《万众瞩目的袁世凯》
一文称：“清廷委任他为总理大臣，
南方革命党人拥戴他为民国大总
统，在这个东方大国的此次危机
中，袁世凯左右逢源，步履轻快而
平稳，成为了当前中国最具实权的
人物……结合他以往的政治经历和
目前来自中国各方面的声音判断，
在这场动荡的革命结束后，整个世
界将发现，无论袁世凯的头衔是总
督、总理大臣或总统，这个人将成
为他们处理对华事务时无法回避的
大人物。”值得一提的是，丁格尔在
1912年即曾估计到袁世凯将来称帝
的可能性，他称：“但如果袁世凯真
有野心，在中国成立一个共和国也
应该符合他的要求，拿破仑就是从
一个共和派人士开始总揽大权登上
皇位的。如果袁希望当皇帝，他可
以利用的最有利的形势就是接受共
和国总统的职位，假以时日，就像
拿破仑在法国所做的那样，直到不
可避免的倒退开始后，蜕变成帝国
就相对容易了。”而后来的历史发展
真实地验证了他的预判。

莫理循曾多次采访袁世凯，对
其报道颇多，不乏溢美之词。如

11 月 21 日的 《泰晤士报》 刊发了
他撰写的 《袁世凯论危机》 一文，
介 绍 其 对 袁 世 凯 的 当 面 采 访 称 ：

“他意识到自己重任在肩，关系重
大——几乎是没有希望的，但他决
心不遗余力地重建一个稳固的政
府，使国家不至于分裂。抱此目
的，他主张保留现行王朝，建立有
限君主政体，因为他害怕一旦革命
党的要求得到满足，清王朝灭亡，
将出现混乱，导致无政府状态，其
结果，外国人的利益将受损，生命
必有危险，接下来将出现外国人干
涉和瓜分中国的现象。”莫理循在
12 月 23 日的 《泰晤士报》 的 《中
国的未来》 报道中说：“尽管袁世
凯从北京多次发来电报，坚持君主
立宪思想，但人们坚信他肯定会让
步，并成为第一位联邦共和国握有
全权的总统。尽管对他这个人有不
少反对之声，但普遍认为，由于他
在外国人中有威信，他担任总统可
使 共 和 国 尽 快 被 外 国 列 强 所 承
认。”从上可以看出莫理循对袁世
凯的好感，他甚至在 1912 年袁世
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还
成为了袁世凯的政治顾问。

对于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在华外

国人也多有评价，多肯定其坚持不懈
地进行革命的精神。如布朗赞扬孙中
山称：“孙中山先生流亡国外15载，
始终关心着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于千
里之外运筹帷幄，说服万民时口若悬
河字字珠玑，面对强敌时坚毅果敢毫
不动摇，他伟大的人格力量感召了教
化了他的亿万同胞。在其历经磨难回
归祖国之日，却能够视名利如粪土主
动让贤，此种胸襟深深慑服了许多野
心勃勃的革命派领袖们。革命派领袖
们叹服于中山先生的领袖风范、高超
智慧和宽厚人格，以及他毫不利己的
动机背后释放出的无与伦比的道德力
量——像孙先生这样集多种崇高美德
于一身的伟人世间罕有。”对于孙中
山在1912年1月1日就任中华民国
的临时大总统，丁格尔描述道：“孙
逸仙，这个来自全世界最保守国度的
革命者，这个从人类最刻毒、最残忍
的迫害的阴影中逃脱的逃犯，他保留
着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神奇的秘密
组织的那种内在精神，如今，通过南
京临时政府会议公告当上了中华民国
的总统。”

此外，对于革命军群体的观
察，也为外国人所关注。如丁格尔
肯定了革命军的军纪良好称：整个
革命期间，革命军的部队无论是否
受过训练，都有良好的举止，每一
个关注这次起义的人都对此留下了
良好的印象。革命开始的几天里，
一张张贴的安民布告显示出革命领
袖们的风范。

辛亥革命重要人物的采访描写

辛亥革命中的武昌首义自1911年10月10日爆发后，
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莫理循、美国《大陆报》特派
记者丁格尔及美国《纽约时报》的驻华记者对起义进行了连
续的报道。

《纽约时报》 10月13日刊发的 《武昌爆发反清革命，
共和政体有望建立》报道对武昌起义后的形势称：“湖北地
方政府宣布独立。起义军组织严明并有很好的供给。他们查
抄了当地的国库和银行，并发行自己的纸币以弥补政府财
政。两天前攻占武昌的革命军已跨过长江，除居住有外国人
的汉口、汉阳两镇外，湖北省其他所有地区已落入义军手
中。成千上万的新军士兵参加了武昌起义。”

关于武昌首义后清政府当局的反应，外国记者也有叙
述。10月23日《泰晤士报》刊发的莫理循的《中华危局》报
道提到清政府的困难称：“普遍认为，政府面临的形势十分严
峻，因为不仅到处是对叛乱的恐惧，在赴援清军的后方更是
如此，而且还有其他危险，如弹药不足，越来越多的起事，
困窘的财政。财政问题非常严重，户部得到旨意，除了军事
用途和支付外国贷款，不得支出任何款项。”该报11月7日
刊发的莫理循的《北京城内的恐慌》还报道称：“据可靠消
息，朝廷已吓得不知所措。无论发生何事，朝廷都将留在北
京，但许多公主和贵妇人已到外国租界寻求庇护。在当前的
危机中，没有比满、汉人寻找外国保护更奇特的事了。”《纽
约时报》11月5日刊发的报道《武昌事变后的中国时局》还
分析了起义造成的影响：事变后，这个国家被分裂为南北两
个部分，南方的革命派要求成立共和国，而北方的立宪派希
望废除满族特权、建立宪政。除非获得充分的安全保障，否
则北方军队不愿接受任何东西。就北京当局而言，时局走向
取决于目前正在滦州集结的这支北方军队的态度。

对于辛亥革命中的各省战事或各地易帜，外国人也有报
道。如丁格尔曾亲自到前线体验记录了10月下旬的汉口刘
家庙战斗，他对当时清军的布置指出：为了防止部队叛变，
河南和山东兵在前面，满洲人直接在他们后面。这是满洲官
员设计的花招，旨在维持清军的忠诚。河南兵既不能放下武
器，也不能后退，即使他们非常愿意。加入敌军的企图会遭
到满洲人的射击。满洲兵使所有军队只能向前，不许后退。
《纽约时报》在《武昌事变后的中国时局》这篇报道中还指
出：武昌城并未作任何抵抗便被革命军占领，长江上游其他
城市已和革命军将领取得一致，直接悬挂白旗。很难说是革
命军“占领”了上海、武昌和其他上游城市，只不过是众人
都默认各地易帜而已。整个过程中大约有10人死亡，另有
20人受伤，其中多数是在用炸药炸开勉强关闭的城门时意
外伤亡的。

当时社会各界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在华记者也有所观
察。莫理循在10月27日信中提及民众对革命态度称：“我
在这里所遇到的每一个人都赞同革命。甚至比较开明的低级
满族官吏也反对他们的政府。现在要得出目前最好该做什么
的意见还为时太早，但我想，在现在绝对君权和如此众多的
中国人正在酝酿的共和制之间，要有个中间阶段。清王朝终
究还有一种使中国各省和人民凝成一个整体的影响。”

莫理循在11月8日《泰晤士报》的新闻报道中则提到
北京报界对革命态度称：北京报界正在改变腔调，变得大胆
起来。一些报纸公开支持革命党，抨击一些暴行和袁世凯起
用声名狼藉之人。舆论呼吁没收满族王公的财产，以赔偿人
们因汉口大火而遭受的损失。社会上似乎普遍存在一种不确
定的、不能解释的恐慌。但无论如何对外国人没有任何不友
好的言行。

莫理循在1912年2月14日的该报发表的《北京一片宁
静》报道还提及了2月12日清廷退位诏书发布后民众反应称：

“北京很平静。诏书已被人民所普遍接受。除了贴在各个路
口，宣告国体改变，命令保守秩序，警告扰乱和平将处死刑的
措辞严厉的告示外，一切如常。上海也发来电报，语气轻快，
宣告已普遍接受诏书的内容。此间人士认为，诏书使目前的状
态合法化，但实际上政府的管理并没有变化，自皇帝被剥夺了
实际权力以来，首都人民已经习惯于这种管理了。”

对于清政府与革命军的和谈，驻华记者也一直保持着关
注。11月29日的《泰晤士报》发表的莫理循《攻陷武昌》
提及了双方和谈称：“武昌被攻陷后，革命领袖黎元洪希望
接受袁世凯最初提出的和平协议，这大大增加了和平的希
望。袁世凯当然要以和解的态度行事，希望重新赢得长江流
域革命党对他的信任。袁世凯引导他们接受这样的观点：除
了推翻朝廷，关于立宪政府的一切事宜已经得到认可，再进
行争斗，已没有任何意义。”12月18日，革命军与清政府
在上海开始了南北和谈，伍廷芳、唐绍仪分别作为首席代表
出席，对其重要性，丁格尔曾叙述称：“这次北京政府和南
方派全权代表的和平会谈被认为对中国有非常之重要性。可
以毫不夸张地说，此为中国命运之转机。全世界将非常集中
地观察事件的进展并对事件的结果提出自己的看法。对立两
派的首席全权代表唐绍仪和伍廷芳可能获得文明世界的赞
誉，也有可能因为没能把握住把中国的命运紧紧地设置在进
步的轨道上这个机会，特殊的环境组合提供了这么一次机
会，而遭受谴责。”南北和谈实际一直为袁世凯所主导，中
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泰晤士报》1912年1月16
日发表的莫理循的《清王朝最后的时日》还提及革命党人对
袁世凯的妥协称：可以满怀信心地相信，尽管有不同的意
见，但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将认同皇帝以袁世凯为大总统
的呼求，因为他们知道在中国的政治家中，只有袁世凯长于
治国经验，有众多的满人和汉人追随他。他是帝国精锐军队
的创建者，在国外赢得了信任和尊重。

对于此次辛亥革命的性质，丁格尔还进行了概括：“这
次运动不仅仅是甚至主要是由一种进行一场被腐败的清王朝
长期耽搁的改革的鼓动而发起的。人们要求废除满族统治的
普遍呼声也不是完全地或主要地是人们对鞑靼王朝有摆脱传
统暴政的勇气和信念的不信任。这场就像野火一样的革命
在南至广东北到直隶的中国大地上蔓延，它很显然是一场
被当作是削弱外族统治的全国起义。他们借用了民主西方
的政治呼声。在革命取得胜利的中心地区，它用共和政府装
点了自己，但它的动力却源于一个民族在满族统治以来近三
百年的不受羁束传统情结。”

辛亥革命过程的描写
辛亥革命的战事给民众带来了破坏性的影

响，外国人也深表同情，多有叙述。丁格尔描述武
汉战事造成的破坏称：“战争从江左岸的刘家庙向
汉阳蔓延，从江右岸的青山要塞向武昌扩展，难以
置信，在短短的两周内竟会造成如此巨大的灾
难。附近的村庄被夷为平地，居民不是被迫逃走，
就是死在废墟中。所有的庄稼都遭到践踏，稻田
被挖成战壕，这种灾难在村庄周围蔓延近数十
里。黑土地正诉说着那悲惨的故事，这儿在和平
的环境中曾生活着一群幸福小康的村民，但现在
都逃走了或死去了。”他还特别叙述了清军火烧
汉口造成的影响称：汉口城大部分仅剩下一堆被
烧黑的废墟，成千上万的人因无家可归和没有饭
吃而到处流浪，女人被虐待和强奸，抢劫和大屠杀
残忍地齐头并进。

对于辛亥革命造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的影响，在华外国人也进行了分析。如作为传教士
身份的布朗看到辛亥革命影响了中国官员对传教
士看法的变化，官员们之前多是盲目排斥传教
士，“辛亥革命的到来，很大程度上扭转了中国
官员的这种认知。部分原因是传教士们在南北
阵营的对峙中能够扮演中立的角色，并发挥了
巨大的作用，很多先前反对传教士或者对传教
士不予理会的中国官员不得不借重传教士的居

间效应，因为传教士可以做很多双方都不方便
做的事情。”对于辛亥革命的广泛影响，丁格尔
分析较多，他指出：“当前，中国正经历一场社会
的、商业的和教育的变革，事件发生得如此之
快，以致如果谁要想跟上历史前进的步伐，就必
须立即去读刚刚发生过的新闻。任何一个全国
性事件刚刚发生，旋即就变成了历史，我们不可
能与所有的变革同步，变化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中
国表面上呈现一派新气象。”特别是他还关注到此
次革命对外国的在华贸易影响称：最近因革命引
起的服饰变化，已显示出中国人更换服装的巨大
需求。由于剪掉了辫子，人们抛弃了曾经非常时髦
的小而圆的满洲式帽子，立即产生了对外国帽子
的需求，商业机会也被创造出来了。

很多在华外国人认为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了
希望，丁格尔指出：在这个奇怪民族的国家生活的表
层，我们看到了一束希望之光，它预示着一个更伟大
的日子的开端。甚至我们这些居住在中国的外国人
也在惊喜中迷失。布朗则对辛亥革命带来的民主与
进步给予充分解读，他指出：“尽管新生的中华民国
困难重重，但未来依然充满希望，‘民有、民主、民享’
的现代政治理念在中国民众中的影响力日益壮大。
迄今为止，重任在肩的中国主流精英们在推动中国
走向现代政体时一直展现出坚定果敢的信念与卓
越惊人的智慧。无论中国的转型之路如何前行，方向
却是毋庸置疑的。生机勃勃的进步势力必然会战胜
顽固的保守势力，现代政治理念必然会取代传统政
治理念。”布朗在其著作《中国革命1911》的最后，
满怀希望地提出：中国这个古老的封建帝国已经被
辛亥革命彻底埋葬，这个腐朽的封建帝国已经轰然
倒塌，中国人民迎来了更加自由和光明的时代。放眼
全球，纵观人类的整个历史，还有比辛亥革命的胜利
更加激动人心的时刻吗？

纵观当时在华外国人亲历的辛亥革命记载，对
辛亥革命的起因、过程及影响都进行了详细的解读，
并对其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都有生动的描述，为
我们了解此次革命提供了独特的观察视角，而且可
以弥补中方史料叙述的不足。当然有些在华外国人
的记述也存在一些史实上的错误，对袁世凯评价过
高等问题，需要读者客观的看待与评判。

（作者为中国历史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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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
理
循

亲历中国革命

汉口的革命军汉口的革命军

湖北军政府前的革命军湖北军政府前的革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