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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皇帝形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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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伦敦新闻画报》中的中国人形象以道光、咸丰、同治三位晚清中国皇帝最具代表性。道光皇帝面对濒临崩
溃，处于夕阳余辉时代的晚清帝国，勉强支撑危难局面；咸丰时代的晚清帝国已是大厦将倾，他只能苦心维持，艰难度日；

同治皇帝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很有限，更多地作为国家象征符号出现。他们的共同特点是自大而傲慢、无知而自作聪

明、创新中又守旧，想有所为而无所作为；忙碌地出现于婚礼、祭祀、觐见等各种仪式中，成为某种符号象征而非具有自由

意志的个人。《伦敦新闻画报》在对中国皇帝的报道中综合运用了图文互补、对比参照、立体动态等新闻报道和文学叙

事手法，从而拓展了作品的意义空间，增强了作品的表达效果，展示了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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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新闻画报》创刊于１８４２年５月１４日，
此时第一次鸦片战争即将结束。它在创刊一个月

后便开始了有关中国及中国人的持续性报道。其

中，中国皇帝的形象最集中、最鲜明、最具代表性。

从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７３年的晚清经历了道光、咸丰、同
治三位皇帝的统治，他们的形象也依次出现在

《伦敦新闻画报》中。

一　夕阳余辉里强撑危局的道光皇帝
形象

清帝国自乾隆后期已由盛转衰。一方面，乾

隆好大喜功，征伐连连，先是镇压大金川藏族起

义，后又攻打缅甸、安南；另一方面，乾隆生性风

流，嗜豪华巡游，一生六下江南，耗费巨大。他留

下“一个巨大的烂摊子，褪色的盛世露出了千疮

百孔，国库已干枯，银价持续上涨，人民生活苦不

堪言”①。嘉庆执政时则“摒弃了任人唯贤的为君

之道，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而且“贪图享乐，与

弄臣为伍、和戏子厮混，贬谪了那些不愿同流合污

的忠臣”②，更令清帝国江河日下。至道光时期，

清帝国外有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农民起

义此起彼伏，进入了濒临崩溃的夕阳余辉时代。

尽管道光皇帝“诚实正直，意志坚强，同情弱者，

乐于助人，同时他还具备节俭的美德”③，在个人

品质上无可挑剔，但面对濒临崩溃的晚清帝国，他

也惟有强打起精神，勉强支撑危局。

出现在《伦敦新闻画报》上的第一个中国皇

帝形象即道光皇帝。１８４２年６月４日《伦敦新闻
画报》以《中国的道光皇帝》为题开始了对中国皇

帝的报道。它以统治濒临崩溃的大清帝国元首形

象拉开中国报道的序幕，不仅是出于对时事的敏

感，更可能出于为创刊未到一个月的画报吸引更

多读者的需要。这篇报道与另一篇报道《西印度

和大西洋轮船航行》同版，其中道光皇帝的肖像

约占整个版面的三分之一，非常引人注目（图１）。
该篇报道文字中涉及皇帝的部分仅占一半，还与

对１８４２年３月英国远征中国的报道杂糅为一篇。
但如此直接的标题配以道光皇帝的大幅肖像，完

全达到“吸睛”的效果。这幅肖像据称是对“中国

道光皇帝肖像画真迹”的摹真版画，“尽可能像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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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皇帝本人”①。按画中皇帝衣着推断，他应正处

朝堂之上。只见他双眉微蹙，既忧又惧，表情引人

注目；身体微向前倾，双手执文书侧头阅读，头身

轮廓形成三角形构图，与清朝帝王肖像画常用的

方形构图和人物正襟危坐的姿势有较大差异（图

２）。不同于方形构图传递出的稳定、稳固感，三
角形的构图通过隐藏的对角线，能突出画面的紧

张感和动态②；皇帝前倾的身体和纠结的面部表

情无不暗示情绪的紧张，以及他阅读的文书很有

可能与极不乐观的战况相关。

图１　《伦敦新闻画报》载“道光皇帝像”③

图２　故宫博物院存“道光皇帝像”④

报道文字也佐证了这一点：“据消息灵通的

权威人士说，由于中国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道

光皇帝目前（倘若危机尚未过去的话）无论就他

个人的生命，还是其王国而言，都正处于极其危险

的境地之中。”⑤道光皇帝对紧张时局又作何应对

呢？新闻中的皇帝均处于被动的语境下：“……

有人认为英国远征军应该立即进攻北京所在的直

隶省……对那儿发动进攻将会迫使皇帝本人反省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引起这次战争的原因，并迅速做出决断”；“神圣

的直隶省必须受到攻击，即使英国军队不得不行

军前往京师也在所不惜，直到皇帝屈服为止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到那时候，皇帝要么必须下台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要么就接受英方提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出的条件
獉獉獉獉

”⑥（着重号为笔者所加，后文中如无说

明，均按此例）。至此，道光皇帝在《伦敦新闻画

报》上的初次亮相就充满面对英国的步步紧逼束

手无策、焦头烂额之感。

时隔约半年，道光皇帝再次较为集中地出现

在１８４２年１１月１２日《伦敦新闻画报》的长篇报
道《中国报道：扬子江、广州、南京、上海、大运河、

黄埔》中⑦。报道聚焦 １８４２年 ６月到 ７月的战
事：英军从吴淞、宝山沿黄浦江水陆并进，于６月
１８日占领上海，７月４日抵达扬州，并向南京城推
进。关于道光皇帝的大段文字是对他在 １８４２年
６月５日亲自颁发的处理“夷务”诏令的分析，认
为诏令是“最引人注目

獉獉獉獉獉
的一份文件”，因为“反映

了皇帝本人
獉獉獉獉

对于这场战争起因和进展的说法”。

此处由解读皇帝诏令来考察他在战争中对统治功

能的履行也是恰当的。

报道首先解释了诏令的流通渠道以示其重要

性：诏令“发表在由清政府刊印并在全国范围内发

行，用以控制公众舆论的官方刊物《京报》上”⑧，说

明它既具权威性，又流通广泛，还有控制公众舆论

的意识形态统治作用。接着，对诏令的部分字句进

行了转述和解读：“他（皇帝）认为战争的起因是

‘鸦片如鸩毒一般流入中国’。这些他称之为‘盗

贼’的‘蛮夷’们残害大清臣民的惨状令他心如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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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并大声疾呼：‘我的臣民何罪之有，要忍受如此

苦难？’皇帝承认清军在虎门战役中受到挫败，致使

海边的黔首们生灵涂炭。广州的赎金被说成纯粹

是行商们偿还债务，六百万两的数额被贬为‘小事

一桩，不足为惜’。……从诏令的内容看，清廷并没

有任何愿意妥协的意思，但是皇帝显然最终了解了

事实的真相。诏令中有一种沮丧和希望的奇异混

合，以及对于清军士气所‘无法企及’的‘可憎异

类’的强烈敌意。‘然而，假如清军尽力而为的

话，’皇帝补充道，‘我们仍能将那些不中用的蛮夷

小儿们扫地出门，驱入茫茫的死亡大海，并且令大

清国的子民重获和平与安宁。’”①

上述文字对诏令的转述与分析可以分两个

层面：

第一层呈现了道光皇帝对鸦片战争的理解。

他认为鸦片战争的起因是如“盗贼”一般的“蛮

夷”先向中国倾销鸦片，残害无辜臣民。作为一

国之君，他痛心疾首，故向“蛮夷”发难。然而虎

门战役的失败，致使东南沿海百姓生灵涂炭。对

于因广州之战的失败而赔付英国的六百万两款

项，道光皇帝认为是行商们应偿还的债务，“小事

一桩，不足为惜”。最后，他表明了对战势的态

度。节节失败是因为清军士气不及“可憎异类”，

因此若清军“尽力而为”，这场仗还有希望胜利，

最终大清帝国也能回归和平安宁。

第二层则传递了画报自身对道光皇帝的解

读。首先，画报不认同道光皇帝关于广州那 ６００
万两白银的说法。其一，这６００万两明明是清政
府广州战败后的“赎金”（即从英军手中“赎回”广

州城），却被转嫁到行商身上，变成了“商欠”，这

是性质上的转变。其二，６００万两并非小数额，却
被轻描淡写地“贬为”“小事一桩，不足为惜”，这

是态度上的傲慢。两者无疑透露出皇帝对于“天

朝”已失颜面的矫饰。其次，“从诏令的内容看，

清廷并没有任何愿意妥协的意思，但是皇帝显然
獉獉獉獉獉獉

最终了解了事实的真相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这句话值得琢磨。“真

相”一词在这篇报道前半段也曾出现，即在关于

１８４２年６月１６日至６月２０日英军攻陷扬子江入
海口和吴淞口的大量炮台并占领上海城的叙述之

后。文中提到：“英国远征军逼近大运河和南京

所带来的危险，被认为会促使大清皇帝做出一个

公平合理的安排。但是人们仍然怀疑皇帝是否被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告知了真相
獉獉獉獉獉

。”②此处的“真相”是指上海失守和英

军已威胁到京杭大运河和南京的事实。但道光皇

帝的诏令是于 ６月初，即文中特意指出的“在英
军攻占上海城之前颁布”③，那么，皇帝“最终了

解”的“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呢？并且，既然怀疑

皇帝是否被告知真相，就意味着有未被告知真相

的先例；既然他最终了解了真相，就暗示他一直以

来了解的可能都是假象。参考史实，自鸦片战争

始，道光皇帝就不断陷入两江总督伊里布、参政大

臣杨芳、靖逆将军奕山、钦差大臣琦善等前敌主帅

们编织的一个又一个谎言中。例如，诏令中用

“为行商垫付商欠”来代替缴纳 ６００万两白银作
为广州赎城费的说法来源于奕山的奏折④；从

１８４２年５月１日道光皇帝发给前方主帅奕经的
谕旨也可看出，虽然鸦片战争已打了两年，但皇帝

本人既对战局真相不甚了解，更对大英帝国所知

极少⑤。因此，这篇报道中两次提到“真相”体现

出了道光皇帝作为清帝国最高统治者，虽位于权

力的顶峰却很可能一直处于被蒙蔽的状态；更具

讽刺意味的是，其实人们一直都知道皇帝对战争

战况的无知！最后，画报认为诏令透露出皇帝陛

下的情绪是“沮丧和希望的奇异混合”并夹杂对

英军的“强烈敌意”。沮丧显然是因为清军一败

再败，与前面提到的“中国当局”觉得有必要让步

相呼应；强烈的敌意则出于对始终无法打败的

“蛮夷”“异类”的痛恨，以及对英军步步紧逼的愤

懑。这与前文中皇帝的“心如刀割”、痛心疾首相

互呼应。但是，还有“希望”这种情绪混杂其中。

这“希望”寄于清军“尽力而为”，高振士气以盖过

事实已证明的“无法企及”的英军士气，即用天朝

声威慑服英军———无异于期望一个奇迹。这让读

者感到，皇帝高呼的要将“不中用的蛮夷小儿们

扫地出门”实为虚张声势，更是自欺欺人。

至此，《伦敦新闻画报》塑造了道光皇帝在鸦

片战争期间作为统治功能履行者的形象：他既有

作为一国之君面对臣民苦难而痛心疾首的可敬，

屡战屡败但又不愿向“蛮夷”妥协的尊严；又有作

为最高统治者却对战事不察、屡受蒙蔽的失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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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弘：《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１８４２－１８７３（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２０１４年版，第３１页。
沈弘：《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１８４２－１８７３（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７页。
沈弘：《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１８４２－１８７３（上）》，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７－２８页。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版，第２８６页。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４年版，第４２４－４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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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悲；还有强作“天朝”之姿，鄙视“蛮夷”、恫疑虚

喝的自大与可笑。道光皇帝成长在闭关锁国的时

代，对“蛮夷”无知，又因屡受蒙蔽而盲目，这更助

长了他幻想以“天朝声威”慑服“蛮夷”的自大傲

慢。在认识到“逆夷”难剿之后，他既沮丧，又高

呼驱逐“蛮夷”，但这终究是色厉内荏的最后挣

扎。他并非不知清帝国大厦将倾，但终究无力回

天。然而“无能”不代表“不作为”，因此，道光皇

帝的形象是多面的。

二　大厦将倾时苦心维持的咸丰皇帝
形象

咸丰皇帝于１８５０年即位，１８６１年逝世，其间
晚清帝国大厦将倾：一方面，英法帝国主义列强凭

借坚船利炮不断威逼、侵略中国，于 １８６０年攻入
北京，火烧圆明园，还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

的《北京条约》；另一方面，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

荼，大有燃遍全国、毁灭晚清王朝之势。咸丰皇帝

虽有力挽狂澜之志，但终乏回天之力，只能苦心维

持，艰难度日。因此，他又被后世学者称之为清代

的“苦命天子”。

《伦敦新闻画报》在 １８６０年 １０月 １３日《中
国的咸丰皇帝》这篇专题报道中集中塑造了咸丰

皇帝的形象。１８６０年是“清朝立国以来内外交困
危机空前的一年，也是咸丰帝备感痛楚的一

年”①。１８５８年５月，英法联军进攻与北京近在咫
尺的天津，６月 ２６日签订《中英天津条约》；１８６０
年６月２６日，英、法政府通告欧美各国，正式对中
国宣战。就在咸丰皇帝专题报道的前面几页还刊

登了英军进驻大连湾的新闻和对下一步进发目标

北京的简介。这样看来，关于咸丰皇帝的专题报

道一方面可作为对日渐白热化的中国战事的背景

知识的补充，另一方面也可吸引读者对再次陷入

战火并岌岌可危的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一窥究竟。

《中国的咸丰皇帝》文字报道仅占六分之一版面，

而咸丰皇帝的大幅画像约占一半版面（图３），非
常引人注目。皇帝的肖像画为圆形，似镶于插屏

正中，作为近景。远景则是北京和南京两地的风

光。这两座城市既为英国读者相对熟悉，又对咸

丰皇帝及清廷极具重要意义。北京为皇城所在，

有英法联军大军压逼之外患；南京虽远在江南，但

有太平军扫荡东南之内忧。

图３　《伦敦新闻画报》载“咸丰皇帝像”②

图３中的咸丰皇帝仍是青年人的相貌。他身
着朝服，端坐于龙椅上，身体微微后倾，左手扶扶

手，姿态比较放松；目光正视前方，眼神凌厉。肖

像准确而生动地呈现了文字对皇帝外表的描写：

“他的外表看上去还是相当威严的……脸色总的

来说要比他的同胞们显得更黝黑一点，而高高的

前额，弯弯的浓眉和严厉的目光赋予了他一种高

贵的仪态，虽然嘴唇有点薄，但是高而方正的颧骨

清楚地表明他是一个血统纯正的鞑靼人。”③整篇

报道对咸丰皇帝的塑造可用“新”与“旧”二字概

括。在国家治理方面，“新”首先体现在他治理方

式的“创新
獉獉

”：他的“突出之处”正在于革新
獉獉

了“长

期以来被认为是对于天朝帝国的存在至关重要的

机构”；他执政之初便“颠覆了现存的所有观念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

严厉谴责并革职查办两位腐败无能、包庇蛮夷的

旧臣（穆彰阿和耆英），此为摈奸用贤的新君作
獉獉獉

为
獉
。在个人旨趣层面，他“十分注意锻炼体格，这

对于中国人或任何东方的君主们来说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都是非同
獉獉獉獉

寻常的
獉獉獉

”，突破了西方长期印象中陈腐停滞的东

方帝国君主形象；他“完全违背了中国关于女性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之美的保守观念
獉獉獉獉獉獉獉

”，妃嫔们不再是弱质纤纤的后

宫女子，而是“体格强壮”“健步如飞”、喜爱“打

猎、射箭和赛跑”的“悍妇”，这体现了咸丰的审美
獉獉

之新
獉獉

。同时，报道也隐隐指出了咸丰皇帝“旧”之

所在。他沿袭了专制统治者的多疑，在险遭刺杀

但未查明指使者的情况下将被怀疑的１８个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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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
:

》，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２０４页。
《伦敦新闻画报》第３７卷第１０５４号，１８６０年１０月１３日，第３５４页。
沈弘：《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１８４２－１８７３（中）》，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２０１４年版，第４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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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门抄斩；他受朝臣教唆，反对能使他“对欧洲国

家采取一种更为自由的交流政策”的措施，坚持

闭关自守的旧路。报道评价咸丰皇帝是“表面上

确实显得果断而坚毅”，但同时又“轻信和容易上

当”。追根究底，咸丰皇帝的形象体现出新旧融

合又冲突的矛盾———正如他挚爱的“文学和科

学”一样①。在 １９世纪西方人眼中，中国的文学
即古代典籍，中国人因过分注重文学而崇古守旧；

科学则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动力，中国人因过分忽

略科学而停滞落后②。但报道中的咸丰皇帝对文

学和科学都很狂热，既循古又创新，体现出了多面

性。与对道光皇帝的报道相比，画报对咸丰皇帝

的观察仿佛距离更近，表述也更为活泼化：不仅报

道了皇帝执政上的一些典型事件，也细致描述了

他的容貌身材，更奉上不少轶事，如在御花园里散

步时险些遇刺、邀请文学家和科学家入宫并热情

款待、对皇后钟爱又尊敬等等。因此，暂且不论

《伦敦新闻画报》中的咸丰皇帝形象是否与后人

的评述一致，单就这篇报道而言，它塑造的不仅是

清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形象，也是一个“人”的形

象，并在新旧融合与冲突中将他立体地呈现。

三　短暂平静下作为符号象征的同治
皇帝形象

同治皇帝 ６岁（１８６１年）即位，１９岁（１８７５
年）逝世，在位１３年。此间晚清帝国进入了一个
短暂的平静期。对外关系方面，１８６０年签订的
《北京条约》满足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所有要求：开

埠、赔款、赋予 “治外法权”，以“西礼”觐见中国

皇帝；故他们很乐意维护这种既得利益现状。对

内而言，各种大小起义基本得到平息，晚清帝国政

权趋于稳定，呈现出“同治中兴”的稳定发展现

象。然而，“同治中兴”并非同治皇帝之功。他虽

然在位１３年，但极少有独立执政的机会，更多地
是“一位礼仪上被接受的皇帝”③，作为国家象征

出现。从１８７２年１２月到１８７３年９月，与同治皇
帝相关的７篇文字报道和１２幅插图陆陆续续地
出现在《伦敦新闻画报》上。无论从频率、体量还

是深度来看，画报对这位清帝国年轻皇帝的重视

程度远远超过道光、咸丰二位。

《伦敦新闻画报》对同治皇帝的关注始于他

１８７２年１０月 １６日的大婚。画报紧急派遣了当
时英国著名的写生画家和战地记者辛普森赴华报

道皇家婚礼，为读者奉上《中国皇帝的婚礼》这一

系列专题④。辛普森的文字描写非常细致，巨细

靡遗地为读者奉上皇帝大婚的整个过程，包括起

点（选秀女、新娘完婚前独居的公主府）、中段（大

婚前北京大街上对各地礼品和皇帝聘礼的展示、

大婚当晚的婚礼行列）和终点（迎娶新娘进入紫

禁城）。他的插图生动写实、栩栩如生，其中两幅

还被分别作为两期封面，足见画报对同治皇帝大

婚报道的看重以及对辛普森画作吸引力的信心。

９个月后，即１８７３年 ９月 １３日《伦敦新闻画报》
再次整版刊登有关同治皇帝的专题报道———《中

国年轻的同治皇帝》。皇帝的大幅肖像版画居正

中，约占版面的五分之三（图 ４）。两周之后，即
１８７３年９月２７日《伦敦新闻画报》刊出《觐见中
国皇帝》，对同年６月２９日清朝皇帝首次于北京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城内
獉獉

紫光阁接见俄、美、英、法、荷公使及德国翻

译，并免除使臣跪拜之礼的重大事件进行了报道

（图５）。至此，同治皇帝在《伦敦新闻画报》中基
本谢幕。

图４　 《伦敦新闻画报》载“中国年轻的同治皇帝”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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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弘：《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１８４２－１８７３（中）》，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２０１４年版，第４２４－４２６页。
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下）》，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版，第７６１－７６２页。
（美）芮玛丽著，房德邻等译：《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１８６２－１８７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６３页。
沈弘：《遗失在西方的中国史：〈伦敦新闻画报〉记录的晚清１８４２－１８７３（下）》，北京时代华文书局２０１４年版，第５４１页。
《伦敦新闻画报》第６３卷，第１７７６号，１８７３年９月１３日，第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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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伦敦新闻画报》载“中国皇帝在北京接见外国公
使和领事”①

可以说，《伦敦新闻画报》中的同治皇帝由始

至终都异常忙碌地出现于各种仪式
獉獉

中。在这些场

合，他更似某种符号象征，而非一个有血有肉的个

体，意在通过符号化的途径来“取得社会公众的

信任和建构自身存在的合法性”②。

首先，在皇家婚礼中，他是受“极其琐碎和古

老的因袭规则和礼仪”束缚摆布的一个符号。同

治皇帝大婚时不过１６岁，年纪轻轻就“不得不按
照这些规定来忍受隐居的生活”。他作为新郎，

按礼制却在新娘被抬进内宫之前都未曾见过新娘

的模样③；冗长繁琐无味的礼仪导致新娘到达时

已是凌晨一点，皇帝已经睡着了，还不得不被叫

醒，完成这些礼仪规矩———“匆匆忙忙地对上天

做了祈祷”④。

其次，在天坛祭祀仪式中，他是主持“国教”

仪式的唯一祭司，也是“君权神授”的符号。在天

坛，既祭拜天帝，也祭拜先王，为的是维系天帝与

皇帝之间的“某种同伴关系”，即同为至高无上的

君王，前者统治天界，后者统治世界。《伦敦新闻

画报》用大约六分之五版面的文字详述这神秘的

祭天仪式，也在第一段便说明同治皇帝的这次祭

祀是“作为皇帝的成人礼”⑤。但由于记者不可能

旁观皇帝祭祀现场，这些描述更多地是对天坛和

春夏秋冬各种祭祀大典的介绍。于是，同治皇帝

在此又一次扁平化为一个符号———是君权神授的

“天子”或“圣子”符号。

最后，在接见外国公使的仪式中，他是瓦解中

的“天朝上国”形象的象征。《中国年轻的同治皇

帝》虽是关于同治皇帝的专题，但大部分笔墨用

于讨论自１８６０年以来就一直未得到解决的觐见
问题，从介绍中国的“朝贡”体制尤其是觐见“天

子”时的“三跪九叩”之礼延伸到评论中国闭关锁

国、落后于现代文明。尽管文中数次以“年轻的

皇帝”指称同治，但这“年轻”既指皇帝年龄小，或

刚摆脱太后垂帘听政的保护而亲政，也含有某种

能为古老封闭的帝国开启国门拥抱现代文明的

“新”。插图中正襟危坐、身着常服、面含笑意的

极为年轻的皇帝在端庄之外也带着某种活泼的朝

气。１８７３年９月２７日的《觐见中国皇帝》则从图
像到文字都在表现同治皇帝“盛装正襟危坐”，象

征性履行接见外国驻京公使的职责———其“天

子”的符号意义大于外交活动的实际功能。该报

道还证实了外国公使觐见时已免除跪拜之礼。通

过透视的技法，插图近景中并排站着的五位外国

公使对远景中坐于宝座之上的同治皇帝有着某种

逼迫感，似乎象征着西方坚船利炮对本来自居

“俗世最中心”的“天朝”的步步瓦解。

四　《伦敦新闻画报》塑造晚清中国皇
帝形象的主要特点

《伦敦新闻画报》对中国皇帝的报道在充分

发挥图像与文字相结合这一专长外，还尽可能地

运用了新闻报道和文学叙事的多种手法，赋予中

国皇帝形象更多真实性、生动性和吸引力。概括

来说，画报对中国皇帝的报道具有三个方面的突

出特点。

第一，图文互补拓展意义空间。如所有图文

结合的作品一样，画报的报道使“图画与文字这

两种系统的表意符号在不同时间空间层面交

织”⑥，实现了单独的图像作品或文字作品所不能

实现的最佳效果。图像将语言可视化，赋予语言

鲜明的形象性和生动的画面感；语言延续了图像

中的时间与空间，赋予图像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

意蕴。《中国的道光皇帝》这篇报道在图文方面

就体现出用图片弥补文字叙述不足的恰当互补

性。乍看之下，这篇报道的文字部分既未描述道

光皇帝的外貌，又未正面介绍他作为中国最高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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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新闻画报》第６３卷，第１７７８号，１８７３年９月２７日，第２８８页。
高丽华，吕清远：《符号资本与符号权力：网络媒体投身社会公益的祛魅研究》，《新闻界》２０１７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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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１卷 季念：论《伦敦新闻画报》中的晚清中国皇帝形象

治者在鸦片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似有名不副实之

嫌。莫非画报并不重视道光皇帝？当然不是。因

为该篇报道在开篇的编排解释中就已申明其对道

光皇帝的格外看重。编辑本想将这幅肖像作为下

一批关于中国报道的插图，但为防止“像潮水般

涌来的新闻会把它完全挤掉”①，特意将它抽取出

来提前发表。然而，当时《伦敦新闻画报》尚未有

驻华记者和画家，英国的涉战官员义律、璞鼎查等

也无缘面见道光皇帝，因此画报无论从直接或间

接获得文字资料的渠道都极其有限，客观限制了

它对道光皇帝的详细报道和正面描写。此时，逼

真传神的大幅肖像画正好弥补了文字的贫乏。道

光皇帝作为清朝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面对英国人的

步步紧逼，既无良将可倚，又无精兵可遣，进退维

谷，束手无策。他无言的孤独和无奈的悲哀跃然

纸上。

如果说《中国的道光皇帝》是以插图弥补文

字的不足和丰富文字内涵的话，那么，《中国的咸

丰皇帝》则用文字延续了画面的空间，拓宽了画

面的内容。文字报道既有对咸丰皇帝外貌的描

写：黝黑的脸色，“高高的前额”“弯弯的浓眉”“严

厉的目光”“高而方正的颧骨清楚地表明他是一

个血统纯正的鞑靼人”；也有对他性格的刻画：

“果敢而坚毅”“轻信和容易上当”；还有对他处境

的叙述：“内外交困危机空前”。这些文字是对画

面的拓展与深化，极大地丰富了画面的内容。可

见，语言和图像虽然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符号”，

但当二者“并置在同一个画面时”，它们会“同时

被不断地强化”②。

第二，对比参照增强表达效果。对比参照是

新闻报道和文学艺术生产中的一种常用手法，通

过动与静、大与小、疾与徐、强与弱、正与邪、悲与

欢等不同形态、性质的对比，极大地增强新闻报道

和文艺作品的表现力与感染力。《伦敦新闻画

报》的记者、编辑们深谙此道，在对中国皇帝的报

道中熟练地运用了对比参照手法，增强了传播效

果。《中国的道光皇帝》这篇报道，在道光皇帝肖

像下方相隔几行文字，用约占版面三分之一的篇

幅，报道了《西印度公司轮船“索韦尔号”》的活

动，并配有插图《西印度和大西洋轮船航行》。在

插图中，这艘蒸汽轮船乘风破浪从画面右端向左

航行。船头朝左上方，加强了从右至左的动线，不

仅能突出轮船劈波斩浪时的坚实有力，更使读者

的视线从右至左延伸至画外，再次投向了左上角

的道光皇帝肖像③，将风雨飘摇的清帝国统治者

与劈波斩浪的英帝国蒸汽轮船巧妙对比，暗示了

封闭落后的遥远东方与蓬勃发展的英国工业革命

之间的冲撞，使整个版面更富戏剧性，也进一步凸

显了道光皇帝处境的岌岌可危。

道光皇帝的第二次亮相并非在以皇帝为标题

的专题报道中，而是在以中国为题的连续报道里。

如果说上一篇报道兼有肖像插图和文字叙述，是

对道光皇帝的正面描写，那么，这一篇报道仅有文

字描述，没有肖像插图，是对道光皇帝的侧面描

写。但在运用对比参照手法增强传播效果这一点

上，两篇报道却具有一致性。这篇报道先用较大

篇幅渲染了英军乘胜前进和清军节节败退的激烈

战况，并对清军失败后道光皇帝将如何抉择作出

诸多猜测：南京陷落后中英会否签订条约？若英

军逼近北京，道光皇帝是否逃向蒙古？于是，皇帝

在漫天硝烟的紧张气氛和清廷必败的暗示中出场

了。这既助长了英军士气，又灭了道光皇帝威风，

收到了传播者预想的传播效果。《觐见中国皇

帝》这篇报道也体现了这一特点。画面本身对比

度很鲜明：至高无上的同治皇帝高居龙椅之上，但

置于远景中，人物形象很小，弱化了其威严；而身

处下方的外国公使则被置于近景中，人物形象较

大，似逼压同治皇帝。这种对比突出了外国公使

的地位，弱化了同治皇帝的君威，改变了主与从的

身份关系。《伦敦新闻画报》中这 ３篇关于晚清
中国皇帝的报道都在对比参照中实现了杂多成分

的一致与不协调因素的协调，使之在“整体上现

出统一和互相依存的关系”④。

第三，立体动态展示人物形象。皇室活动一

直是《伦敦新闻画报》的重点关注对象，立体动态

地展示君主形象则是它的鲜明特色。无论是对英

国维多利亚女王的报道，还是对中国道光、咸丰两

位皇帝的叙述，都并非平面静态的描写，而是立体

动态的展示。加拿大学者Ｍｃｋｅｎｄｒｙ在分析《伦敦
新闻画报》上的维多利亚女王形象时归纳了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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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王形象：一是代表英国国家意识形态和民族身

份认同的“作为君主的女王”；二是具有女性特质

和体现妻子、母亲家庭价值的“作为平凡女人的

女王”；三是在巡视、访问中的“无所不在的女

王”。这三类女王形象共同构成了一个角色多

样、性格丰富的女人形象，从而满足了英国不同社

会阶层和地区读者对女王形象的认同①。《伦敦

新闻画报》上的中国皇帝形象同样角色多样、性

格丰富。有手执文书、侧头阅读，正在履行最高统

治者功能的道光皇帝形象；有面对强敌步步紧逼

而无计可施、无奈无助的道光皇帝形象；有战争失

败割地赔款却又不愿意承认失败、将“赔款”转为

“商欠”而自大傲慢、自欺欺人的道光皇帝形象。

还有高高在上、表情严肃，体现天朝威严的咸丰皇

帝形象。而在中国传统官方传播中，皇帝作为最

高统治者被赋予了浓厚的神秘色彩：他们是天赋

权力的“天子”；高居于众人之上，行使着主宰世

间万物的特权；明察秋毫，对现实生活中的事无所

不知；智慧超群，其话语一句顶万句；品质高尚，堪

称世界道德楷模……他们成了“被夸张了的拉斐

尔式的画像中”的上帝，“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

灵光圈”，不食人间烟火，到达了至善至圣的境

界。然而，这些形象中的一切“真实性都消失

了”②。因此，《伦敦新闻画报》上立体动态地展示

的中国皇帝形象，颠覆了中外读者对中国皇帝形

象的模式化认知和刻板印象。

结语

《伦敦新闻画报》中对道光、咸丰、同治等中

国皇帝的报道，立体动态地展现了鸦片战争前后

中国皇帝面对内忧外患时想有所为而无所作为，

想保持天朝上国君王威仪而又颜面丧尽的苦命天

子形象，解构了中国传统官方传播中皇帝形象的

神圣性。这种皇帝形象可能使部分中国人在感情

上感到失落或难以认同，但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

看，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从传播效果方面看，无疑

是十分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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