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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基金特约刊登上海文艺评论

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此事引起上海

群情激愤。如果以当代的眼光、视

角来审视这起案件，本身是一起涉

外案件。然而，犯案者是美国商船

的水手，与英国驻沪领事也没啥关

系。但放在当时来说，最终此事由

当时在上海城里西洋人中首屈一指

说了算的巴富尔出面解决——将受

伤的孩子交由英国领事馆的医生哈

勒诊治，在视力有所恢复的前提下，

募捐 200 元钱，请道台买了一块地，

以赔偿伤者；同时制订鸟枪管理条

例，对打猎做出详细规定。

时隔近一年，另一起案子让宫慕

久下定决心完成他的华洋隔离之法。

当时，上海同知和知县给巴富尔送来

一封信，历数英国人种种出格的事情，

并称本地政府已抓捕一名姚姓中国教

徒，原因是这名教徒在鸦片战争时帮

助英国人担任翻译。巴富尔当然不依

不饶，在领馆降下英国旗，号称领馆

人员将迅速撤离上海，并称他的撤离

将由英军予以协助。此事最终由宫慕

久登门致歉而了结。之后，宫慕久为

了力求避免中英之间的直接冲突，于

1845 年亦即上海开埠两周年之际，

将一份《上海土地章程》送到西姚家

弄英国领事馆。1845 年 11 月 29 日，

双方签署章程。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复旦大

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剑雄曾在《海纳

百川上海源》一书中提及，“根据

这个章程，划定东面到黄浦江，南

面到洋泾浜，北面到李家场，面积

共 830 亩的地方，作为英国人的居

留地，这就形成了英租界”。葛剑

雄还特别提到，“我们一般称为租

界，英国人自己称为‘settlement’，

居民点”。而根据章程，每亩地的

租金统一为每年 1500 文铜钱。如果

单单看这份章程，可谓含有宫慕久

的苦心——总算将英国人以及几乎

所有西洋人隔离到上海县城之外了。

其规定中国人不得自租界建房、租

房，而外商单户租地不得太大，更

不可囤地甚至租而不用。

然而，时隔不多久，“租界”

也好，“居留地”也罢，反正章程

所定、宫慕久所想的许多美好都被打

破——1848 年 11 月，英租界已经扩

大到 2820 亩，西面已经到了今天的

西藏路，北面到苏州河。另一方面，

太平天国运动使得江南一带死亡人口

达 7000 万人，南京以及江南一带的

有钱人纷纷逃往上海。19 世纪 50 年

代小刀会起义一度占领上海县城，城

中人口从 35 万锐减到 4 万——原本

县城里的来自各地的中国人纷纷涌入

租界，彻底打破了华洋隔离的状态。

“从 1860 年开始，直至 1937 年抗战

全面爆发以前，上海没有发生过特别

大的战事。整个上海得到了很大发

展。”熊月之告诉记者，“近代上海

由于国际国内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作

用，意外地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中外

利益共同体’。也因为这一共同体的

存在，而使得上海有了较长一个阶段

的发展空间。治外法权、租界存在、

战时中立是这一共同体形成的政治前

提，上海开埠、华洋混处则是其中最

原初也是最关键的因素。需要指出的

是，这一共同体明显地呈现出西强中

弱、西主中辅的特点，折射了当时中

国的现实处境。”

熊月之进一步指出，刘坤一、

张之洞、李鸿章、盛宣怀……，这

些晚清重臣无一例外都不希望上海

的租界出现战事。原因在于在洋务

运动开始之后，这些人主导了不少

重要产业入驻上海，他们和来自江

南等地的一些有钱人都有投资在这

里。熊月之甚至用了这样一句话来

形容上海——“上海，成为江南人

的命根子”。在甲午战争之前，一

些人似乎看到了中兴的希望。然而，

浸淫于租界的一些国人中的开明人

士，也时时能够比较中国与列强的

差距有多大，明白以当时中国的国

力，哪怕与列强中的一个国家全面

开战，也很难有战而胜之的希望。

“刘坤一、张之洞们，并不是

一个个孤立的人。当江南制造局在

上海设立后，朝廷当然要派遣各级

官员到制造局工作。而他们许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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