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xinminweekly.com.cn50

上海开埠 180年

携着家眷前来。”熊月之说，“同

时，一些朝廷大员也纷纷将家人安

置在上海的租界。比如湖南人谭延

闿，是清末最后一次科举的会元，

在辛亥革命之际也主要在湖南参与

政治活动。但他的女儿谭祥却被他

安置在上海，在圣玛利亚女校读书，

逐渐甚至能说一口道地的上海话。”

谭祥后来成为宋美龄的干女儿。有

说法是 1931 年春，在开往上海的专

列上，谭祥初识蒋介石的干将陈诚，

后来嫁给陈诚为妻。

回 看 清 末 时 期， 因 为 上 海 成

为一种中外利益共同体，而使得清

廷宣布与列强开战时，牵涉到这一

利益共同体的人们却都不愿意战事

延烧到上海来——南方各省督抚大

员不愿意，士绅不愿意，即便在上

海的各国人等也不愿意。由此，在

1900 年庚变之际，东南督抚与各国

驻沪领事才商定《东南保护约款》

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规

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

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省督抚保护——

亦即“东南互保”。“庚变和东南

互保，令国人反思——希望国家自

强不息当然不错，但一味地对外仇

恨，是极其不利的！”熊月之说。

变革生发的生命力

在“从开埠到开放：上海都市

化 180 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美

国乔治亚理工学院卢汉超教授表示，

就城市发展规划而言，开埠后上海

曾有过影响深远的四次大辩论：华

夷隔离之争，华洋杂居之争，上海

城墙之争，租界地位之争。所有这

些争辩讨论在当时的出发点是市政，

核心是变革，结果是促成了城市的

进一步开放及发展。

以租界来看，其在初期华洋隔离

的时代，并没有工部局、巡捕房这样

的城市管理机构。随着华洋混处以后，

租界也开始发生变化。更加之此后英

租界演变为公共租界，又冒出来一个

法租界——上海当时的两个租界，以

及华界，各种权力的控制力并不相同，

城市治理方式不同，甚至连交通规则

都不尽相同。“这给了各种不同的力

量以不同的生存空间，或者也可以称

为‘缝隙落差’。”熊月之说，“各

路人等在租界活动，从清末的康梁之

逃亡，到章太炎、邹容在租界办报纸、

杂志这样那个时代的新媒体，再到辛

亥革命。其实辛亥革命是中国各次改

朝换代中战事较少、流血不多的一次

革命。听说要打仗了，当官的先就跑

了，许多就是逃亡租界。原因在于——

清末，人心早已不在清廷那里了。”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上

海诞生。苏智良告诉记者：“上海

发达的媒介网络为马克思主义的早

期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1899 年，

上海广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第

一次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1903 年，

上海广智书局出版的《近世社会主

义》，是第一本系统介绍社会主义

学说的译著，书中介绍了马克思的

生平活动及其学说，称其为‘一代

之伟人’，其学说为‘社会主义定

立确固不拔之学说’。1907 年，上

海世界社《近世界六十名人》第一

次刊登马克思肖像，后来被第一部

中文全译本《共产党宣言》用作封

面。”伴随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上

海成为先进知识分子的集聚与活动

中心。距今 100 年前的 20 世纪 20

年代初的上海，日益成为先进知识

分子的向往和集聚之地。鲁迅曾说：

“北京虽然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

但自从支持着《新青年》和《新潮》

左图：今年 7 月，改

造升级后重新开放的

外滩历史纪念馆，展

示了上海开埠以来城

市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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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11 月 8 日，《百

年黄浦——老城厢与

石库门掠影》摄影绘

画展开幕，图为赵抗

卫作品《石库门的记

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