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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時代
十九世紀下半歐洲商人對中國機器市場的想像



研究主題的形成

近代以來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的交互影響

從實驗室到生產線、再到市場與社會的運作結構

人類經濟活動改造環境以及所帶來的衝擊

現代科學成為國家掌握資源的重要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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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下半的機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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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業革命以後，機器利用改變生產形式→工廠成為城市重
要的景觀、工人成為社會主要群體、機器成為時代符號

• 農業生產也受到機器利用的影響，機器業者開發出各種農
業機器，向農村推銷→農村市場與城市工業的結合

• 除了在歐美銷售，機器業者也尋求海外市場→東亞成為重
要的市場，歐美機器公司紛紛派員前往中國與日本

• 十九世紀歐美業者看好東亞機器市場的前景→人口龐大、
農業生產為主，因此推銷不少農業機器或農產加工機器



中國知識分子的農業機器初體驗

• 1869年年8月25日外國商人曾在天津舉行一次小型的機械展
覽會，當中展示了英國Tuxford & Sons公司出品的2匹馬力
蒸氣引擎、抽水機、玉米磨粉機、桔梗切碎機等設備。

• 北京的楊某通過購入海關官員波特（Porter）購買，包含2

台蒸氣引擎、2台抽水機及數台農業機器，隨即在自家開機
展示並對北京首次出現的農業機器充滿期待。

• 這些外文報紙注意到，中國人對機器充滿好奇→知識分子
與官員願意投資購入機器，符合「經世致用」的道德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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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樂觀的市場預期

• 1870年代初期上海英文報紙指出：未來在中國農業生產及
農產加工業中利用機器以節省勞力將是必然的趨勢

• 英國的British Trade Journal之報導：樂觀認為在印度引進機
器紡織的成功經驗，完全有可能在中國達到更可觀的規模

• 美國商人認為：在中國或東亞推廣農業機器，包括灌溉、
開墾等機械設備，將擁有不可限量的前景

• 包括耕耘機、灌溉機、收割機、麵粉機、榨油機等農業機
械，相較於工業設備，更符合中國經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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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國後的困境

• 購用農業機器以取代勞作，時與勞力缺乏或工資高漲→因
太平天國戰亂而江南人口驟減之故

• 《申報》：夫耕織二事乃中國首重之本務，一則有益於耕，
竟忍任田土荒蕪而不用；一則有益於織，盡甘令銀錢出洋
而不惜，故謂國家之事已得機器之益，而閭閻之事未獲機
器之益者此耳，安得有非常之人，以成此無窮之益哉。」

• 《益聞錄》：兵燹之後各省荒地殊多，糜町鹿場荒涼滿目，
雖經地方有私司召集流亡，招募客民總未能十分踴躍，則
以壤地太廣、人民太稀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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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經驗的啟發

• 十九世紀後半俄國開始大力開發西伯利亞，農業機器成為
主要工具→提供農業生產以支持移民

• 1890年代俄國種種的開發政策引起英國媒體關注，連篇累
牘地報導西伯利亞開發→英俄大博弈時代的緊張關係

• 由於俄國政府的推廣，至1908年起其國內農業機器產值逐
漸超過進口值→已達到進口替代的目標

• 俄國的農業改革啟發中國的知識分子→王韜、鄭觀應、梁
啟超等人紛紛主張要引進機器、發展現代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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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年美國Frazer & Co.公司前往漢城參加工業展覽會→希
望在博覽會建立一個包含農業與礦業機器的展覽區

• 1894年上海的英國商人已承認美國的農業機器價格與品質
都比歐洲好→美國農業機器在十九世紀下半快速成長

• 1909年總部在美國芝加哥的世界著名農業大廠萬國公司在
海參崴成立分公司，大量向遠東出口農業機器

• 美國與俄國的崛起，對遠東的英國商人來說，成為有力的
競爭對手→外文媒體字裡行間透露這種緊張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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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在東亞市場



• 日本與中國相似，有深厚的農學傳統、農業社會型態→明
治政府農業改造的經驗，深受189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注意

• 明治維新以後在築地設立西洋農具展示場，主要展示自美
國購入的機器→ 1880年在東京芝三田設立三田農具製作所

• 1876年札幌農學校設立、1883年駒場農學校設立→美國現
代農業科學家強對遠東市場的擴張

• 大體上當時日本的御雇外國人各有所長→英國人主要在公
共工程方面、荷蘭人主要是水利孤城、德國人主要在化學
及醫學方面，美國人則致力於農業及北海道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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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驗的借鑑



• 1870年代最早進入中國的農業機器廠是英國公司→ Tuxford

& Sons、John & Henry Gwynne、Marshall, Sons & CO.

• 海參崴是美國在東亞的銷售中心，主要出口俄國、日本與
中國→1917年俄國革命之後，銷售中心搬遷至哈爾濱

• 哈爾濱、天津與上海，成為機器進口的重要口岸→哈爾濱
偏重農場機器、上海天津以農產加工機器為主

• 晚清民初各地出現大型農場，蒸氣曳引機、抽水機或農產
加工機械使用更為普遍→農業機器銷售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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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東銷售體制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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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午戰爭以後中國機器進口大幅提高→新式機器廠紛紛成
立，初期以維修機器為主，利潤極為可觀

• 1905年起上海求新機器廠陸續製造榨油機、麵粉機、碾米
機及小型引擎等→嘗試插足農業部分的機器市場。

• 求新機器廠的客戶包括益新、同昌、大德等新式油廠，皆
願意持續向求新添購設備→其製造品質有一定的水準

• 中國的農業機器於十九世紀末還屬於被動地引進、接受階
段，到了二十世紀初開始進行仿造及進口替代等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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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資本家逐漸將目光轉向農機製造



西方經
驗的在
地化

農工業
的交互
影響

生產與
社會組
織變化

國家如
何掌握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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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機器時代的來臨



漢珍線上演講

14:50~15:40 20230427



從早期歐洲傳教士名著看中國

▪把東方介紹給西方

▪以圖像或物像吸引視覺眼光

▪以圖像展現文字描述的內容與異文化想像

本講主要透過17-19世紀西方傳教士在歐洲出版的三部以中國為標題的
著作，來介紹他們對東方的描繪、觀察他們所建構的東方知識，並進一
步反思這些描繪，包括圖與文在跨文化傳播中的形變與質變。



基歇爾：中國圖說
A. Kircher, Illustrata China

(1667).

杜赫德： 中華帝國全志 (1735)

Jean-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Paris , 1735). 

錢德明等：中國歷史與文化風俗叢刊
Jean Joseph Marie Amiot, et. al.,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des Chinois , 16 vols 

(Paris, 1779-1814).



基歇爾 中國圖說 目錄
第一部份：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6章）

第二部分：前往中國的不同路線（10章）

▪ 包含契丹與其確切地點、馬可波羅遊記路線、中國當地基督教概況、天主教傳教士事
蹟

第三部分（7章）：從西方向埃及、波斯、印度、中國、日本與遠東地區各種偶像崇拜

▪ 如婆羅門、各種宗教信仰

第四部分（11章）：中國各種神奇的自然概況與藝術

▪ 中國偉大的政治制度、地理環境、城市與風俗、水中生物與天上飛禽、地上走獸

第五部分（1章）：中國工藝與技術

▪ 橋樑與建築

第六部分（5章）：中國文獻

▪ 象形文字、中國與埃及文字比較、上古文字符號



第一卷：中國地理與歷史

第二卷：中國的社會與文化

第三卷：中國的宗教與科學相關知識

第四卷：歸入滿州帝國版圖或附屬的地區 包含西藏、朝鮮、韃
靼 (蒙古&滿州)

器具和民生有關的內容比重提高



中國歷史與文化風俗叢刊

▪非侷限于漢族文化、滿、蒙、各民族方言與周邊國家

▪非侷限與古史、語言，擴及文明各層面，包含物質文
明與精神文明。

▪駐北京、政軍外交各方面動態、一手即時

▪博物志



東方(區域)

地圖/疆域 中國

單一國度

王國到帝國

儒家/孔子

文人傳統

做為中國精神指標
與思想理論的與創
建者

帝國/康熙

帝國傳統

做為中國政體與社
會制度的執行與維
繫者



▪前往東方的路線

▪地圖、年代

▪文人（文化內容）、帝國（政治制度）

▪文化概況、宗教概況

▪口岸城市、建築、道路、橋樑、動物、植物、礦產



利瑪竇
坤輿萬國全圖
(東亞部分）
1602

現存明尼蘇達大學
圖書館版本
由美國國會圖書館
掃描

中華帝國、日本、朝鮮、西藏、暹羅、越南、琉球（臺灣）



羅明堅《中國地圖集》(Atlante Della Cina) ，羅馬檔案館及 Istituto Poligrafico e Zecca Stato ，1993

《大明國圖志——羅明堅中國地圖集》，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2013



Martino Martini, Novus Atlas Sinensis A Martino Martinio So. Iesu Descriptus Et Serenmo. Archiduci
Leopoldo Guilielmo Austraico Dedicatus. Amsterdam, 1655 （U Wien）

在利瑪竇基礎上

強調比馬可波羅優越

強調已經對已歸順清朝的地
區進行實地調查測量





+ 第一章 中國人的起源，他們認為什麼樣的上帝才是造物主？

+ 第二章 中國人認為他們的國土是個什麼樣子？他們是怎麼描繪他們國土的地位位
置的？他們對天空、星宿和星星的運行有什麼概念？他們根據什麼來計算年月？

+ 第三章 古代的絲國和大契丹是不是中國？中國這個名稱是怎麼來的？

+ 第四章 中國人的起源，他們最早的一些人，他們的皇帝和皇帝的譜系。

+ 第六章 中國的幅員、人員、邊界上的城牆、沙漠、峽谷、省份、城市、黃河和長
江、給土地施肥、收成、貿易、居民的服裝、禮儀和品德。

+ 第七章 漢語、書籍、文學發展的水準、高雅的藝術和力學。

+ 第八章 中國的教派，在中國傳播過福音的使徒聖托馬斯。

+ 第九章 聖方濟各·沙勿略、尊敬的利瑪竇和其他來華的耶穌會神父。

+ 第十章 講授福音的情況和對未來的展望。傳教士的居住條件和在中國建立的教堂，
受洗的人數和皇宮裡最重要的受洗。



卜彌格



▪ 1667 Kircher



基歇爾 1667 卜彌格 1657





慕尼黑邦圖
那慕爾圖









http://www.hcs.harvard.edu/soundingchina/jesuitsobj4b.html

十二律是河洛民族傳統音樂使用的音律。
律，本來是用來定音的竹管，河洛民族中原古人用12個不同長度的律管，吹出12個
高度不同的標準音高，以定出音階的高低，
故這十二個標準音高也就叫做十二律。
從低到高依次為：黃鐘－大呂－太簇－夾鐘－姑冼－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
呂－無射－應鐘

（明）朱載堉(1536-1611):《樂律全書》



▪孔子被視為中國精神創建者、傳遞者

▪形象建構：

▪ 古希臘大哲學家

▪ 國學大師

▪ 孔子生平與耶穌生平

▪ 插畫中的孔子形象：呈現一種東西文化融合
→融入西方



陪祀
四配（顏回、曾子、子思、孟子）
十二哲（孔門弟子、朱熹）

柏應理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中國哲學家孔子）1687
http://ricci.bc.edu/knowledge/translation-confucian-

classics-european-languages





慕尼黑邦圖



基歇爾比較中印的偶像崇拜，
混淆多種神祇名稱，以及宗教
建築(浮屠)、神像的名稱。

Pagodes

(浮屠?)

Menipe (印度眾多神祇之一，九頭)

慕尼黑邦圖



第7幅出生 第15幅身後/ 儒家經典 第18幅 孔廟



康熙:中國與東韃靼的皇帝，四十一
歲，畫像繪於三十二歲

Cam-Hy. Empereur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orientale, âgé de 41 ans et peint à l'âge de 32.

[Volume I. Frontispice : portrait de l'empereur 

Cam-Hy.]

法國國圖

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2300608z

帝國傳統：康熙皇帝



44歲



基歇爾(Athanasius Kircher, 1602-1680)

《中國圖說》(China Illustrata, 1667)

慕尼黑邦圖

上下脈絡：
國王數學家的前行者與後繼者「漢滿帝國最高元首」( Imperii Sino-

Tartarici supremus MONARCHA) 

順治皇帝圖像



荷蘭使節團報告收入滿清皇
帝立像

取自Johannes Nieuhof , An Embassy 
from the East-India Company of the 
United Provinces to the Grand Tartar 
Cham, Emperor of China (1673)

Johannes Nieuhof

1655-1657年間訪華

目的：與順治皇帝確保中荷貿易關係

1683年
Alain Manesson Mallet(1630-1706), 

Description de l‘univers contenant 

les differents systeme du monde



李明康熙像（法國國圖） 萊布尼茲康熙像1699 （法國國圖）



《圖像中國現勢志》皇帝、貴族

▪ BNF 數位圖書館



德國新聞畫報(Illustrirte Zeitung) 1843

Tao-kuang, Kaiser von China
Nr. 19 vom 4. November 1843
https://reader.digitale-sammlungen.de

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卷4號（1842）
道光皇帝圖像

https://reader.digitale-sammlungen.de/


▪ 西方畫報/畫冊
▪ 中國畫報/畫冊

S. M. L‘Impératrice douairière de Chine

中國的皇太后 Dessin de Léandre, Le Rire 

n° 297, 14/7/1900.

法國轉譯
1900 - LE NATIONALISME EN CHINE (58 X 38 C)

圖片來源https://www.delcampe.net/fr/collections/non-classes-2/

1900-le-nationalisme-en-chine-58-x-38-cm-349648899.html



▪ 失落的兄弟: 都是挪亞的後代 (尋失散兄弟，蒐集中華帝國的聖與俗文化)

基歇爾： 中國圖說 (1667) 1卷 /Kircher, Illustrata China (1667).

▪中國見證人: 科學院院士也想知道 (請中國作證，讓中國文明自己說話)

杜赫德： 中華帝國志 (1735) 4 卷
Jean-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Paris , 1735). 

▪站上歐洲舞台發言的中國人: 中國最後的耶穌會士來鴻 (博物志、中國風格)

錢德明等：中國歷史與文化風俗叢刊 (1776- 1814 ) 16卷
Jean Joseph Marie Amiot, et. al., Mémoires concernant l`histoire,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 des Chinois (Paris, 1779-1791,1814).

▪歐洲眼鏡的顏色和中國人的膚色一起變深
倫敦新聞畫報（The Illustrated London News 1842~ ）、外銷畫等

羅馬

巴黎

倫敦



▪中國底本與元素重構

▪描述和重構不在場的異文化

▪游/記、凝視、集體想像: 
▪凝視者所獲得的真實知識

▪凝視者的想像、誤讀

▪中國形象是歐洲自身文化裂變的一個重要因素
▪形象是兩面鏡:注視者指著他人的同時也指著自己

▪光照亮物體的同時，也揭露自身所在之處。

傳教士與東亞知識
傳教士之移動
書籍旅行/知識傳播
—西方語言翻譯與再譯



▪梵諦岡教宗圖書館

▪德國慕尼黑巴伐利亞邦立圖書館

▪德國德勒斯登圖書館

▪法國國家圖書館

▪法國里爾大學圖書

▪比利時那慕爾大學圖書館

▪美國波士頓學院耶穌會特藏

▪ GALE倫敦新聞畫報資料庫



鏡頭前的歷史影像和

鏡頭後的歷史思維：

以紀錄片Socialism on Film為討論對象

周樑楷｜主講

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西方對中國及東亞國家歷史發展的觀察〉線上學術講座

2023.04.27，15:40~16:30

漢珍數位圖書公司主辦



Ⅰ.影視歷史文本的重要性

• 從影視史學談紀錄片/非劇情片（documentary Film）

• 1980S

Sony Betamax

JVC VHS

Philip Viedo 2000

• 1990S

DVD

• 2007

iphone

• 2023

AI元年

專業史家開始重視historical film

影視史學

大眾史學2.0

大眾史學3.0



Ⅱ.閱聽紀錄片的基本原則

• 鏡頭前,1st order

＊歷史圖像的辨認

1.客觀VS主觀

2.真實VS虛構

3.無意VS有意

• 鏡頭後,2nd order

＊紀錄片4種類型

1.資訊~宣導式的

2.觀察式的

3.參與式的

4.反思式的

（參見周樑楷，《克麗歐的轉世投胎：影視史學與大衆史學》，

台北：台灣師大出版中心，2023）



Ⅲ.無意錄製的歷史圖像：真相藏在細節中

• 具相的

• 心理的

• 情境的（situation, context ）

氛圍的（atmosphere, vibe ）



Ⅳ. Socialism on Film中的越戰

• Socialism on Film簡介

• The British Film Institute (BFI)

• 影集中的越戰



Ⅴ.古今連線「畫」越戰（之一）

• 西方自由派媒體的歷史圖像



Ⅴ.古今連線「畫」越戰（之二）

•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留影

＊越戰博物館

＊Cuchi古戰場



資料來源：

楊清風攝，《古芝資料圖片專輯第二
集》，越南：監督班糾芝地道歷史遺
跡區，2002。





Ⅴ.古今連線「畫」越戰（之三）

• 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留影

＊Socialism on Film

～鏡頭後：歷史思維

～鏡頭前：有意和無意的留影（舉例）



Ⅵ.評論/結語

大江東去浪淘盡……

是非成敗轉頭 ？ ？ ？



敬請指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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