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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消费之都

灯光中，只是仍能听黄浦江的潮水拍打江岸的声音……

那浪奔浪流，已近 180 个年头。

因酒而生，因商而兴

广东路 20 号最初是一栋 6 层的大楼，它落成的时候，已经

是上海开埠 80 余年的 1925 年。当时作为日清汽船株式会社的

办公大楼，由日本商人和犹太商人合股所建——各家出资建 3

层，由德和洋行设计。这里，见证了旧上海的畸形繁华。

如果没有 1843 年的上海开埠，那么，上海的城市规模很有

可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局限于如今的南市老城厢一带。“如

果从建镇开始算起，上海到现在有 946 年——北宋的熙宁七年，

也就是公元 1074 年，上海曾经有过镇，现在史学界、方志学界

对这个问题基本上没有大的异议。从元代算起，置县也有 729

年。”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向

记者解释道，“有了镇，才有了城市的雏形，如果从建镇开始算，

到现在一千年不到。上海城市的历史从那时拉开的序幕。”

仲富兰向《新民周刊》介绍称，宋元以降，上海之所以建

镇，主要还是出于商业考量。“宋时海舶幅辏，乃立市舶提举

司及榷货物，为上海镇”，这是清代初年顾祖禹《读史方舆纪

要》所提到的上海建镇。也就是说，在宋代的时候，由于如今

上海沿海一带各种商贸往来增多，朝廷开始收税，市镇逐渐形

成。在仲富兰看来，上海镇的萌芽是“上海务”。所谓上海务，

是宋大中祥符元年，亦即公元 1008 年，朝廷在上海设立的一个

榷酤机构，也就是收酒税的机构。“当时的吴淞江下游，有上

海浦和下海浦。由于这个榷酤机构的位置靠近上海浦，于是就

命名为上海务。”仲富兰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宋

神宗熙宁年间，上海镇设立。”

之所以上海作为市镇，会因酒而起，仲富兰认为是由于商

业交流。“很难想象，朝廷会在一个没有商贸往来的小渔村设

机构，征酒税。上海务的设立，说明当时的上海有许多客商，

包括码头上的搬运工等等，早已不是小渔村，而是个自发形成

的市镇。”仲富兰说。

只要中国的国门打开，与世界进行经贸往来，位处长三角

核心地带的上海就一定会脱颖而出。这是地理位置所决定的。

开埠之初，当来自欧美的商人们将吴淞江称为苏州河，实则就

道出了“上海密码”。作为江海汇集之处——

一方面，上海位处富甲天下的江南一隅。“苏湖熟，天下足”，

这是农业文明时代的苏州、湖州。而这些地方的丝绸、茶叶等等，

早在明朝时期就曾换足了来自南美、日本的白银。

另一方面，上海距离台湾、琉球、日本都不算远，实实

在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镇。近年来发现的位于青浦区

白鹤镇的青龙港遗址，就佐证了这一点。甚至，在鸦片战

争时期，英国最先觊觎的地方并不是香港，而是地方更大、

距离长三角特别是似如璞玉一般未得到清廷重视的上海不远

的——舟山群岛。如果不是一场瘟疫，让登岛的英国兵伤亡

惨重，英国逼迫清廷割让的将不是香港岛，而是舟山群岛。

当时，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在海军部第二号机密文件中即明

确指出：“舟山群岛的中心位置在广州与北京的中段，接近

几条通航的大河河口，从许多方面来看，能给远征军设立司

令部提供一个合适的地点。”不仅如此，舟山优越的地理位

置还可以为英国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并为建立与日本的贸

易联系奠定基础。

位于长江入海口的上海，就是有这么个得天独厚的优势。

开埠之后的上海，因商而兴。在老城厢以北，外滩在几乎没有

任何城市规划的情况下，逐步成为了“万国建筑博览会”。

如今在茂名南路淮海中路经营西服定制生意的陈家宁已年

近七旬。1943 年他的父亲、时年 21 岁的陈荣华当上了上海泰

记西服店的裁剪师。1950 年，又去香港发展。直到改革开放

以后，子承父业将店名改作 W.W.Chan & Sons 的陈家宁，又

回到上海。令他魂牵梦绕的，恰恰就是外滩。“如果没有上海

开埠，就没有阿拉宁波裁缝来到上海滩做生意。”陈家宁告

诉记者，百余年前，他的祖辈从宁波到上海，主要是为外滩以

外——黄浦江面上外国轮船上的洋人量身定制西服。这就是所

谓“奉帮裁缝”的缘起。“据我所知，当年那些外国人的衣服

坏了，寻求中国的裁缝修补。但是绝大多数中国裁缝并不谙于

西式服装的修补。”陈家宁说，“而我们宁波裁缝到了大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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