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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 70年代后，受英法租界的刺激，华界

开始了觉醒式的发展。上海著名绅士李平书说过

一段话 :“吾一言通商以后之上海而为之愧、为之

悲。愧则愧于同一土地，他人踵事增华，而吾则

因陋就简也；悲则悲夫同一人民，他人俯视一切，

而吾则局促辕下也。要之通商以来，上海、上海，

其名震人耳目者，租界也，非相形见丑耶？”

在上海各界关于地方自治呼声也愈发高涨，

1905 年上海总工程局成立，十年时间里填平许多

淤塞的河道，修路 100 多条，筑桥 60 余座，建码

头 6 个，华界的城区面貌迅速改变，缩短了与租

界的差距，同时制定了市政管

理条例，让市民在公共空间的

行为有章可循，有法可依。

苏州河新闸之北一大片未

经开发的区域在上海开埠之初

还是一片旷野，这里的居民极

大多数是来自苏北的移民，生

活条件极差。公共租界扩张后，

地方商绅为遏止英国资本的扩

张，加快兴建商场，开辟道路，

还在苏州河上架起多座桥梁，方便了与租界及华

界的交通。1900年闸北工程总局成立，开始筑路、

修桥、建房，民族企业则在苏州河两岸兴建大量

工厂、货栈，提供了数万个就业岗位，商务印书

馆也落户闸北。1909 年沪宁铁路通车，火车站设

在闸北，极大地促进了闸北的经济发展。

“一经马路开筑，市面既兴，地价必昂。”

华界最早的市政机关就是南市马路工程局。县城

内外许多道路得到改善后，商铺屯集，市场繁荣。

至于发电厂、自来水厂、公共汽车、学校、医院、

慈善机构、警察局、救火会等等，模仿西式，一

应俱全。趁着1911年辛亥革命的狂飙，在李平书

等士绅的呼吁下，争议多时的县城城墙也被拆除，

为华界的发展赢得了必要的空间。

此时民族资本也迅速崛起，在许多行业领先

于全国，先进的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代替了旧有

的手工业生产方式，使上海的社会生产力获得极

大发展，为未来成为中国的工业重镇打下坚实基

础。诚如历史学家唐振常先生所言：“租界之兴，

华界之追，从实践中引进中国从来没有的学说与

认识，市民意识逐渐得以养成和增长，这是上海

社会先进于全国的关键所在。地方自治运动之收

宏效，华人参政运动之与日俱进，皆端赖于此。”

更具历史意义的是，大量劳动力的结集，造就

了中国第一代工人阶级，不仅为城市发展输送了新

鲜血液，也为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做好了准备。

上海人总是说：识时务者

为俊杰。这是历史的教训，对

城市建设、对外贸易、金融投

资……也是一样的。

1853 年，马克思在《不列

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

文中提出殖民地及殖民主义有

“双重使命”，即破坏性使命和

建设性使命，两者都既有积极

方面又有消极方面。

殖民地的“破坏性使命”主要表现为对殖民

地传统社会经济结构的破坏上。但由于宗主国的

政治、经济情况不同，各个殖民地的历史情况、

殖民对象、自然生态条件和社会集团的不同，因

此殖民地所受的影响在质量上有很大的差别。殖

民地的“建设性使命”，当然也包含一定的积极

意义，通常表现为以下方面：宗主国通过向殖民

地输出价值观，输出资本、技术包括运作模式和

制度设计，并为此进行基础建设，包括现代化的

港口、铁路、道路、通信等，同时还会建造医院、

学校以及满足精神需要的公共空间，殖民地的商

品经济得到发展，城市化步伐加快，把原本落后

的殖民地地区带入了市场经济领域。

180 年前上海开埠，上海的城市化过程充分

印证了马克思的英明论述。

沈嘉禄
专栏作家

爱好美食和收藏
Columnist

JialuShen  租界的“双重使命”

　　180年前上

海开埠，上海的

城市化过程充分

印证了马克思的

英明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