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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展览展出了近五十张黎芳于 19世纪 70至 80年代期间在中国拍摄的照片，展
品大多数出自著名的洛文希尔收藏，该收藏拥有超过 21,000 张中国早期摄影作
品，其中黎芳的作品有 400多张。 
 

 
黎芳《戏曲演员》1870 年代 

 
黎芳在其生前便已在国际摄影界享有盛名，被誉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中国摄影艺术家。
这不仅归功于他出色的艺术造诣和充沛的想象力，也归功于他对新兴摄影技术的专
业处理能力。当时谙熟湿版火棉胶技术的欧洲摄影大师亦对黎芳的作品交口称赞，
并说，黎芳“已在欧洲艺术圈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谈到他的名字，便等同于谈到最
优秀的摄影艺术”。 
 
 
 



二十世纪的中国硝烟四起，许多摄影遗珍也在战火中不知所踪，黎芳的盛名也曾因
之隐没。尽管近些年来相关学术研究已有相当卓越的进展，但由于大量摄影作品和
文史记录荡然无存，这使得要甄别出黎芳的真迹变得难上加难。黎芳为数不多的存
世之作已在各大知名收藏中被陆续鉴别出来，他昔日在中国历史和国际摄影界的辉
煌成就也将被重新构建。时至今日，尚无中国的机构针对黎芳的作品建立起卓绝的
收藏。但黎芳出品的摄影作品对当今中国艺术家了解摄影在中国的发展历程而言，
却是不可或缺的。 
 
 

 
Portrait of Lai Fong. 

黎芳肖像 
 
 
黎芳的生平背景鲜为人知，他来自位于广东省佛山市西的高明县，为了躲避太平天
国一役，从广东逃亡至香港。在其职业生涯初期，黎芳曾为葡萄牙摄影师何塞·若
阿金·阿尔维斯·德·施维拉工作。黎芳掌握摄影技术不久后，便在香港成立了自
己的照相馆，他也是当时在香港拥有独立工作室的第一批中国摄影师之一。他的华
芳照相馆随后成为十九世纪中国最负盛名的摄影工作室，为顾客提供精美上乘的摄
影佳作，其中包括以香港、广州、北京、上海、福州和厦门为主题的城市景观，以
及晚清中国各色人等的肖像。 
 
 
 
 



声名远播的华芳照相馆在其创建者黎芳于 1890 年逝世后并未衰败，且继续蓬勃
发展，照相馆的香港分部由黎芳的儿子黎乙真接管并营业至 1940年。 
 

 
黎芳《上海外滩》1870 年代 

 
虽然黎芳早在 1859 年，尚 20 岁光景时，便已成为一名职业摄影师，但直至
1870 年左右他才在香港以华芳为名成立自己的照相馆。华芳照相馆的客源既有中
国人，也有外国人。黎芳的显赫名声使得他有资格担任那些最重要场合的摄影师并
为中国最有地位的客人摄像，其中包括李鸿章等清末达官显宦的肖像。华芳照相馆
的广告更明确提及黎芳是香港总督亚瑟·坚尼地爵士和俄罗斯大公爵亚历克西斯钦
点的摄影师。 
 



 
黎芳《李鸿章像》1870 年代 

 
 
黎芳蜚声中外的名气吸引了不少中国士绅名流光顾他的照相馆，在这张照片中，黎
芳所拍摄的正是清末位高权重的政治家李鸿章。李鸿章身兼将军、领袖、外交家多
职，因在中国社会工业化及军事现代化的早期进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声名
显赫。在拍摄这张照片时，黎芳以仰视的角度构图，从视觉上抬高李鸿章与观者的
相对位置以传递这位政客高高在上的身份地位。李鸿章也是第一位意识到摄影的外
交力量的中国官员，他将自己的肖像照作为礼物赠予来华的外交家，以使自己的政
治影响力随着影像的流传与日俱增。 



 
黎芳《元福寺》1869 

 
 
 
苏格兰知名摄影师约翰·汤姆逊曾称赞黎芳为一名格调高雅的摄影师，并追寻黎芳
行摄福州的脚步，前往该地寻求摄影素材。从现存于欧美的早期摄影集中的作品来
看，黎芳确实早已在西方藏家中受到追捧。  
 
 
 
 
 
 
 
 



华芳照相馆现已知最早的一则广告出现于 1870 年，当时该馆位于香港皇后大道
54 号。华芳照相馆的摄影作品为观者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通过摄影大师的镜头
回望二十世纪时代剧变前的中国和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民众的机会，除了黎芳，没有
其他十九世纪中国摄影师能勾勒出如此包罗万象的晚清中国图景。 
 

 
Printed studio label from an Afong album. 1870s. 
收藏于一本摄影集中的华芳照相馆印刷商标，1870 年代 

 

                                              
Verso of an Afong studio cabinet card.                                    Lai Fong. Afong studio advertisement. 
黎芳，华芳照相馆广告                                                         一张华芳照相馆橱柜照片的背面 
 
 

 
 
 
 



 
黎芳《香港港口》1870 年代 

 
 
 
黎芳的照片是对晚清中国日常生活无所不及的视觉叙述，这也使他的作品成为中国
摄影史上的瑰宝。华芳照相馆曾在广告上宣称其摄影作品集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冠绝
大清帝国，且其作品集的体量还在稳步拓展。     
 



 
Lai Fong. Chinese Junks. 1870s. 
黎芳《中式帆船》1870 年代 

 
晚清中国的水路航道，是黎芳照片中常见的摄影题材。在这张如诗如画的风景照中，
黎芳拍摄了六艘中式木制帆船，类似这样的帆船可溯源至汉代（公元前 220 年至
公元 200 年）。中式帆船的出现，使得中国的航海技术在将近一千年的时间里领
先别国。在这张照片的构图中，作为背景的峰峦与作为主体的六艘帆船的排布及它
们在水中的倒影巧妙相融、两映成趣。 
 
 
 
 
 
 



 
黎芳《理发师》1870 年代 

 

 
黎芳《乳保》1870 年代 

 
 
华芳照相馆亦销售一系列以风土人情为主题的照片，在展览作品展示区中，华芳照
相馆的作品依拍摄地和作品主题分类，每幅作品均配有文字说明。通过黎芳几十年
职业生涯累积下来的摄影佳作，本展览为观者勾勒出十九世纪中国的蔚然大观。 
 
 
 
 
 
 
 



黎芳的艺术 I（风景） 
 
黎芳的风景照片堪称摄影艺术杰作，其品质之高可与西方最为人称道的风景摄影大
师的作品比肩，如美国的卡尔顿·沃特金斯和法国的居斯塔夫·勒·格雷。沃特金
斯偏爱拍摄美国西部景色，而黎芳也钟情于以生养他的故国山川为摄影素材。 
 
勒·格雷和沃特金斯的作品都已入藏世界顶尖博物馆并得以向公众展示，黎芳的作
品理应齐名并价视同一律。本展览展示了众多黎芳的精品佳作，是为让世界认识这
位伟大的中国摄影师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Lai Fong. Waterfall. 1870s. 
黎芳《瀑布》1870 年代 

 

 
卡尔顿·沃特金斯《优胜美地瀑布下游》1865-66 年 

 
 



 
 

 
居斯塔夫·勒·格雷《枫丹白露森林巴培欧区域》1850 年代 

 

 
黎芳《香港植物园》1870 年代 

 



. 
黎芳《植物园中径》1870 年代 

 
 
 
 
 
 
 
 
 
 
 
 
 
 
 
 
 
 

居斯塔夫·勒·格雷《枫丹白露森林中通往沙伊的路》约 1852 年 

 
 
 
 
 
 
 
 
 



 
 
黎芳深受中国艺术传统熏陶，因此他所拍摄的照片与西方同侪们的截然不同。黎芳
的作品带着中国文人画和传统艺术的烙印，这也使得中国客人们对他的作品尤为青
睐。他的《瀑布》便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这张照片和其它黎芳在福州拍摄的照片
一样，极有视觉冲击力，借此引导观者从中反思人类在大自然中的位置。华芳照相
馆对中国风景摄影艺术的整体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黎芳《鼎湖山瀑布》1870 年代 

 
几千年来，瀑布在中国文化中一直被尊为洞天福地。在这张照片中，黎芳所拍摄的
是位于广东肇庆附近的鼎湖山龙潭飞瀑，拍摄手法参照了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范式。
在山水画中，瀑布亦是常见的表现题材。而山水画是指以描绘自然风光为主题的中
国传统绘画，其构图布局、形象塑造和虚实平衡皆有一套繁杂的体系。在这张照片
中，黎芳将剔白的湍流和黝黑的石影以及端然无波的潭水并置，在画面中构建出强
烈的对比效果。照片中的瀑布现位于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中，该区也是中国第
一个自然保护区，成立于 1956年。 
 
 
 
 
 



从黎芳所拍摄的自然风景作品中不难看出，他推崇传统山水画并在他的艺术创作中
融入了中国绘画的表现风格。他的一系列表现瀑布的作品都可视为他对中国传统艺
术形式的致敬，而这种传统艺术形式至今还在中国摄影师和画家的创作中香火不息。 
 

. 
沈周《庐山高图》1467 年 

 



 
黎芳《瀑布》1870 年代 

 

 
黎芳《鼎湖山瀑布》1870 年代 

 
 



 
黄君璧（1898-1991）《观瀑图》约 1940 年 

立轴，水墨纸本 

 
 
黎芳摄影：清代中国 
斯泰西·兰姆布罗 

 
 
 
 
 
 
 
 
 
 
 
 
 
 
 



 
黎芳的艺术 II（肖像） 
 
洛文希尔收藏拥有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黎芳早期中国人像作品，黎芳照相馆出品的肖
像照技艺精湛，是清代极为重要的人像作品。这些肖像照的主角不乏名流贵客，亦
有至今身份仍有待确认的被摄者。 

 

黎芳的人像作品能让观者从中感知到照片主角鲜活的人性，虽然我们与那个时代已
有150年之遥，但依然能通过照片想象被摄者的思想、情感、性格，甚至是他们对
于摄影这一新兴事物的反应。 

 
黎芳的某些肖像作品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与传统的祖先像或纪念性肖像十分相似，
如《外命妇》。整衣敛容在摄影机前拍照，对于十九世纪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都是
非常正式的事情。黎芳能为他的中国客人提供拍摄合作作品的机会，以此来让客人
们在镜头前展现出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被摄者的气质往往是通过他们的姿势、眼神、
着装以及带有寓意的辅助道具来体现的。 
 
 
 
 
 
 
 
 
 
 
 
 
 
 
 
 
 
 
 
 
 
 



外命妇 
 

            
 
 
 
毋庸赘言，中国人对于肖像的热衷远在摄影术出现之前的数百年间便已有之。具有
纪念性的肖像，即祖先像，在家族祭祀礼仪中的地位可谓是重中之重。至十九世纪，
这一传统在摄影肖像中得以延续体现。黎芳这张《外命妇》，与传统纪念性肖像有
着许多相似之处。照片中的女子正面朝前安然端坐，头戴华冠，颈佩长珠，身着袍
裙并套有绣着代表其丈夫官位的补子的霞帔。 
 
 
 
 
 



 
黎芳《厦门三女子》1870 年代 

 

 
黎芳《厦门女子与孩童》1870 年代 
 
 
在肖像照中，大部分被摄女性的身份均无明确记录，但她们的衣着、发型及其它仪
表装饰依然为我们推断出被摄者所生活的地理文化环境提供了蛛丝马迹。照片中手
执绘有花鸟人物纨扇的几位女子来自厦门，她们的发型和服饰都带有浓浓的当地特
色。 



 
 
 
 
黎芳肖像照中人物所执道具，通常都与被摄者所从事的行业或其身份地位相匹配。
和其它照相馆一样，华芳照相馆所出品的人物照片不仅面向中国买家，也面向外国
客人，这组照片便反映了摄影师为迎合不同的市场需求而对图像中元素进行的不同
选择。黎芳经常雇佣摄影模特，这两张照片便重复拍摄了同样的两位模特，尽管照
片的摆设和道具不尽相同。有孩童出镜的照片以中式室内陈设为布景，几案上摆放
的是中式物件，女子所坐靠的亦是中式座椅。而在另一张照片中，位于正中的孩童
被第三位女模特所替代，被摄者所坐的椅子也换成了西式风格。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由于团扇与文人渊源颇深，因此上流社会的女子亦偏爱使用
绘有装饰性图样的团扇。黎芳让模特在照片中使用团扇，是为了显示出被摄女子的
高雅品位和文化教养，并同时为照片增加诗意浪漫的气息。女子翠围珠绕的衣着首
饰，亦是为了烘托出家境优渥的婉约美人的理想形象。 
 
 
 
 
 
 
 
 
 
 



 
在这张祖先夫妻像中，绘有一孩童倚在夫人身旁，以寓意子嗣绵延。 

清代（1644-1911）   佚名艺术家 
立轴   设色纸本 54 1/2 x 30 1/2 英尺（2013 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这幅立轴中所绘男童有子孙昌盛的寓意，黎芳所拍摄的厦门女子与孩童中的男童亦
有类似的象征意义。事实上，黎芳人物作品中的许多道具在这种具有纪念性的传统
绘画中俯拾皆是，如书籍、茶杯、花束等。这些有所寄寓的道具作为中国文化的重
要体现，无疑加增了黎芳肖像作品的复杂性，也彰显了其与一般肖像作品的差异所
在。 
 
 



 
官员肖像 

 
晚清时期，中国官员是肖像摄影馆里的常客。这门新兴技术也使得如黎芳一样的摄
影师得以通过他们的作品，广泛传播中国文官武将的仪容形象。黎芳为这张照片所
配的标签上印有表明所摄者身份为中国海军上将的字样，并补充说明所摄者为中国
海军最高将领之一，其等级通常以文字标识于军甲胸铠上。照片中这位尚不确定姓
什名谁的官员气宇轩昂，头戴南方官员的官帽，端坐于茶几旁。他身着官袍，胸前
绣有飞禽补，并佩戴朝珠，布景中可见中国传统摆设，如置于地上的一樽渣斗。这
张肖像应是黎芳应照片中官员或其同僚的要求所创作，该官员身份仍有待进一步研
究。肖像照的底片一般归摄影师所有，因此，通过冲印底片并将这幅作品当作代表
清代官员形象的照片出售给外国顾客，摄影师还可获得底片带来的额外收入。 

 

 
衙门月亮门前的合影 



 
 
黎芳的艺术 III（手卷式全景图） 
 
黎芳对形式上与中国手卷绘画类似的全景摄影情有独钟，而这种形式的照片要创作
起来却并不简单。每一张按序分时拍摄的画面都要在一系列玻璃底片上完成，冲印
出来后再接合在一起以拼出全景画幅。黎芳的三联张全景图《香港港口景观》和吴
历的手卷绘画《墨井草堂清夏图》（1679），在构图上有着相似性。黎芳用自己
的镜头在相纸上描摹出十九世纪中国的壮丽山河和繁华都市，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
上人们的日常百态和人情世故。 
 

 
黎芳《香港港口》1870年代 
 

 
吴历（1632-1718）《墨井草堂清夏图》手卷，水墨纸本，1679，清代 
 

 
黎芳《鼓浪屿全景图》1870年代  
 
 
 
 
 



中国艺术（建筑） 
 
黎芳的建筑摄影记录了中国数百年来建筑杰作的视觉信息，其中一些建筑如今已不
复存在，因此，黎芳的作品可谓是一座不可替代的艺术宝库。摄影这门新技术的问
世，恰好与古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及其城市面貌的剧变不期而遇。 

借助大画幅照相机和玻璃底片，黎芳能够拍摄出的照片精度之高足以和当代最新进
的摄影器械所拍摄出的照片相媲美。十九世纪中国建筑摄影中所呈现的惊人细节不
仅具有美学力量，且为建筑史学家和建筑保护工作者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信息。建筑
摄影能够帮助恢复已被损坏或摧毁的建筑的测绘数据，让这些建筑的修复和重建工
作有望得以进行。黎芳作品保存了那些几近遗失的建筑信息，且这一作用不仅针对
宏构佳制，还适用于那个年代的普通建筑甚或已不完整的建筑。 

 
黎芳《广州海珠区琶洲塔》 

 
 
黎芳在作品说明文字中以淳朴自然形容琶洲塔，这个通常用以描绘田园风光的词也
代表了十八至十九世纪风景艺术的重要审美概念。 
  
回到工作室后，黎芳会手动调整玻璃底片以使琶洲塔的外形轮廓更清晰准确。琶洲
塔曾经是热门的佛教塔寺，至十九世纪则成为了商船驶进广州水域时的导航地标。 
 



 
安正文《黄鹤楼图》明代 

 
 
描绘建筑物的中国古代绘画往往会着意体现该建筑所处的物理环境及其社会角色，
黎芳的建筑摄影沿袭了这一传统。摄影这门新兴技术使黎芳能更精准地记录中国古
代建筑，同时又能感性表达出建筑周遭环境带给人的情感气氛。 
 



 
Lai Fong, Examination Halls 

黎芳《贡院》 

 
 
结论 
 
 
黎芳用镜头摄下了中国历史中一段异乎寻常的时期，他的作品记录着统治了这个世
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度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帝制瓦解前，处在日异月更中的中国。在清
朝末期，中国逐渐步入工业化时代，政治体制也有了岸谷之变，而黎芳的作品则为
即将到来的新中国存留了一份对旧时代的记忆。晚清中国可谓经历了沧桑变幻，而
这位摄影艺术家却用镜头为一去不复返的历史作念，用照片为我们串连起中国的过
去与现在。 
 
 
 

 

 

 

 



除了在约翰逊博物馆的展览，康奈尔大学图书馆手稿缮本典藏部的展示厅亦展出了
《黎芳与托马斯·查尔德：摄影中的晚清中国之街头巷陌》 

 

《黎芳与托马斯·查尔德：摄影中的晚清中国之街头巷陌》纽约州伊萨卡市康奈尔
大学克洛奇图书馆，2020年2月6日至4月18日 
 

 
托马斯·查尔德《北京店面装饰》北京，1870 年代 

 
本展览以十九世纪中国城市街景摄影为主题，展品来自洛文希尔收藏。 
 
 



. 
托马斯·查尔德《城门大街》北京，1870 年代 

 
本展览主要展出十九世纪摄影双雄黎芳与托马斯·查尔德所记录的北京、香港的街
道文化摄影作品。自摄影在十九世纪下半页问世以来，街道摄影已演变为持续发展、
独树一帜的摄影门类。黎芳和托马斯·查尔德都以自己在中国居住过的城市为主题，
建立了系统明晰的摄影作品集。黎芳和托马斯·查尔德拍摄的关于北京和香港的照
片既是上乘艺匠之作，又是窥探十九世纪中国民众日常百态的万花筒。 
 
 
杰出的中国摄影师黎芳当时主要在香港工作，而那时的香港仍处在发展成国际都会
的进程中。托马斯·查尔德则以一名先锋摄影师兼大清皇家海关总税务司燃气工程
师的身份，在北京生活了近二十载。在十九世纪 70 至 80 年代期间，查尔德以北
京的建筑、居民和日常生活为主题拍摄了一系列近 200 张照片。在这段时期，古
老的北京城里几乎没有其他活跃的摄影师。 
 
 



 
黎芳《寺庙》香港，1870 年代 

 
 
在黎芳和查尔德生活的年代，使用湿版火棉胶化学材料来摄影，不可避免地要面临
曝光时间过长的问题，这使得街景摄影困难重重。动态中的物体或人物在摄影画面
中只有模糊的影子，甚至完全消失，以这样一种形态呈现出来的图像被称为“光学
鬼影”。此外，行人也喜欢聚集在摄影师周围，这使得要抓拍出浑然天成的街景图
像亦近乎艰难。但即便如此，查尔德和黎芳还是排除万难，为后世留下了许多高质
量的街景图像。 
  
 
 



 
黎芳《香港皇后大道》香港，约 1880 年 

 
 
黎芳所拍摄的香港街景囊括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既有中国本土居民，也有各国来访
旅人。而查尔德所拍摄的北京街景，则以熙来攘往的中国百姓为主，造成这种差异
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此时拜访北京的外国游客尚不多。两位摄影师的作品如实反映
了当其时香港和北京两种不同的城市面貌，除了人口组成，商铺招牌亦可见一斑，
在黎芳所拍摄的皇后大道照片中，门头字号皆为中英双语，而查尔德的北京照片中，
则只见中文牌匾。 
 
 
 



 
托马斯·查尔德《北京新商铺》北京，1870 年代 

 
在这张照片中，查尔德记录了北京一家门面装饰靡丽纷华的商铺开业庆典的场面，
并注释道：“新开业的商铺一般都会围绕店面乃至延伸入店前街道处支起由竹竿组
成的支架，再环绕支架挂起粘有金色大字的红布，支架内部以灯笼和图画作装饰，
这样的排场往往能吸引众人驻足⋯⋯好生意能持续数天，同时店铺也毫无疑问收获
了很好的广告效益。”这栋两层楼高的商铺以金丝玉锦装点的铺面招引顾客，建筑
外表的木架结构线条凌厉，木架内部的装饰物料五彩斑斓。这间店铺在周遭的商铺
中亦是鹤立鸡群，其外部装潢上所呈现的富丽堂皇，与它所贩卖的琳琅满目的货品
互为应和。          

                                                                                                                                                                                                                                                                                                                                                                        



 
托马斯·查尔德《北京烟草店》北京，1870 年代 

 

另一幅具有同样视觉张力的街景作品，是查尔德所拍摄的一张晚清时期位于北京商
业区的烟草店照片，这家店的门面也有着精巧的设计。查尔德注释道：“对于北京
的商铺而言，门面装饰是至关重要的，它们体现出巧妙的构思，且造价不菲。大多
数这种商铺都有着声名远扬的货品和上溯百年的历史，而这些老字号亦成为了北京
城的驰名地标。”店门前的多层木架结构上写有烟草广告标语，商铺建筑框架上的
垂直线条与点缀其间用以招揽顾客的圆形吊饰形成鲜明对比。这一时期，中国商铺
都喜欢用气派讲究的门面装潢来显示生意兴隆，同时也彰显着店家的福财双全。 

 



 
黎芳（华芳照相馆）《香港皇后大道》香港，约1880年 

 

黎芳和查尔德的摄影作品为后人了解晚清中国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他们的作品
中记录了有关建筑、商贸、技术以及物质文化方面的细节，有待下一代学者展开研
究。其中，凡摄有人物的照片便可供观者了解当时普通民众、各式从业者、神职人
员、商贾等不同身份的人们的衣着样式，而在街景照片中则可见商铺用以吸引顾客
而呈放的各样商品及广告标语。随着电脑图像处理技术的与日更新，隐藏在这些作
品中已长达150多年的历史细节将会愈来愈多地被挖掘和发现。 

 

这些照片不仅保留了已然云飞雨散的历史信息，并且也为观者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
艺术和文化的窗口。借助黎芳和查尔德的镜头，我们得以窥见十九世纪中国及西方
摄影师对人文、建筑、公共空间等拍摄对象的不同感知视角。 

 



 
华芳照相馆《南城门》北京，1890年代 

 
这些照片中所呈现的众多建筑和街道，都在中国进行现代化改革的过程中烟消云散。
对比黎芳和查尔德的作品，清晰可见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风格。我们知道中国摄影
师的作品到后来趋于同质化，但在早期并非如此，查尔德和黎芳的作品便显现出他
们二人在表现城市差异时的迥异手法。注意到城市与城市之间结构性的区别，是理
解清末中国文化的关键所在。譬如，要从香港作为商业中心，而北京作为大清帝国
政治中心这样的角度来感知这两座城市。 

 
 
 
 
 
 
 
 
 
 
 
 
 
 



北京及香港罕见早期街景图像描述 
 

 
托马斯·查尔德《北京店面装饰》北京，1870年代 

 
 

这家商铺的屋顶为木制阳台式结构，间以木柱并镂以雕花。画面右边为一簇人群，
前景处的小推车上摆满了商品。类似这样的木制雕花门面，在清末的北京城里随处
可见。 

 



 
黎芳《香港皇后大道》香港，约 1880 年 

 
  

在黎芳拍摄的这张皇后大道的照片中，既有西式也有中式建筑。沿路的商铺包括云
来茶楼、广生昌洋货店、西法镶牙店及钟表店。黎芳的客人中外皆有，为迎合不同
文化品味，他的照片更倾向于反映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一面。 

 
 
 
 
 



 
托马斯·查尔德《北京店铺》北京，1870年代 

 

这张照片中商铺鳞次栉比的街道是当时北京的珠宝首饰一条街，高耸的木制广告牌
明确写有每家店铺的商品和业务。左边第一家珠宝店名为“文华楼”，第二家商铺
的广告牌则写着“文宝楼雅制⋯⋯足金纹银满汉头面镶嵌匣簪首饰”等字样。而这
些在查尔德照片中占据焦点位置的奢华珠宝行，又与一街之隔、位于马路对面店面
简陋的包金包银首饰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托马斯·查尔德《城门大街》北京，1870 年代 

 

这张照片呈现的是身居高处眺望北京城门大街时看到的景象，查尔德将消逝在天际
的笔直大街与街道两旁屋顶的折角线条并置。穿梭来往的行人、车、马在照片中依
稀可见，由于他们在行进中，所以在照片中的呈像较模糊，但也因此给予照片一种
缥缈虚无之感。 

 



 
黎芳《寺庙》香港，1870年代 

 
在这张照片中，黎芳将一座小巧的中国寺庙置放在以西式建筑为背景的画面前。 
寺庙正门排列的锻铁栅栏为寺庙提供物理上的保护，而门两旁的石狮则是一种精神
庇佑。有着繁复装饰的屋顶引导观者的目光顺着斜坡延伸的方向看向前景处的街道，
寺庙旁边为中华书院，可能是附属于寺庙、可供进行读经讲学的地方。 

 
这个关于黎芳和查尔德的小展览突显了早期摄影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价值，照片
中所呈现的那个已然逝去的世界启迪着我们连接中国的过去和未来，而这些作品也
为未来的世代继续保存着中国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