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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晚清以降之中国，欧风东渐，旧学新知，自思想潮流至世态人心均为之一变，此自应为现代中国之滥
觞。
而后时移物异，历百年沧桑而至于今日，变化者不知又几何矣。
《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今中华书局延请海内外学界名家，或写人物之精神事迹，或作专题之研习探讨，讲述现代中国思想
文化与社会生活诸方面之问题，辑为丛书，希冀于传承学术之同时，专家之学识亦可藉以略达于公众
之平常感知，深祈学术界、读书界多所襄助。
中华书局编辑部2004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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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百年来，上海租界区凭借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的文化强势，迅速地由上海县境的一个异文化寄生体
，引领上海迈出从传统商埠走向近代都市转轨的第一步，形成近代上海都市的核心区，也成为国内展
示近代都市社会与生活的先行区。
中西文化的共处、融合、提升、创新是近代上海城市最有魅力之处。
    近代上海塑造了一个开放而充满创造力的近代城市形象。
它历史性地站在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前沿，为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提供了文化创新的宽阔视野，留下了
值得珍视的文化遗产，也为世界了解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轨迹，开启了一扇不可忽略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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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苏文，1949年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上海社会史、中国女性史。

    主要著述有《石库门：寻常人家》（1991）、《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1996）、《沪滨闲影》
（2004）、《上海传奇：文明嬗变的侧影（1553—1949）》（2004）等。
参与撰写《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1）、《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1996）、《现代上海大
事记》（1996）、《上海近代经济史》第2卷（1997）、《上海通史·民国社会》（1999）、《长江沿
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2002）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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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晚清租界的火灾除少数发生在货船上外，绝大多数发生在民居、栈房。
起火原因主要有蜡烛翻倒、厨房堆放柴草、烟囱火苗殃及房屋木梁、栈房存放易燃物品等。
显然，要控制辖区的火灾，照明、燃料甚至建筑材料的更新换代，已是势在必行。
鉴于以上原因，公共租界工部局对成批兴建的商品房(石库门)加强了消防管理。
在中式房屋的建筑规则中，已有如下规定：所有火墙应由砖结构或其他坚固不易燃的材料建造，用优
质石灰、水泥牢固砌合，能完全切断火势；不得将木制栋梁、托梁、立柱用于建筑任何火墙；所有屋
顶应覆盖瓦、金属轨条，或其他不易燃的材料；在任何中式建筑的街区、干草堆放地或距离马路200英
尺以上的建筑，业主均应根据卫生委员会的要求，依工部局规定的规格装设水龙头，并使之与上海自
来水公司的供水管相接等。
在这一规则中，对中式民居建筑街区的通道、公共空间及燃料堆放等也作了统一的具体规定，这些措
施为消防管理提供了严密的保障。
由于租界实施中西并行的建筑规则，建筑材料及建筑格局差别很大，给消防带来诸多不便。
20世纪初，随着钢筋混凝土建筑结构的引进，中西式房屋、西式房屋和中式房屋成为上海民用建筑的
三大类别。
中式房屋的火警，通常须用轻便伸缩梯、压力小的喷水龙头；西式房屋则必须用高伸缩梯、高压喷水
龙头。
遇到两类建筑毗邻相连时，上述消防设施就显得很不适应。
也许这也是租界建筑分布逐渐呈现中西分离、自成群落的一个原因。
民初随着电话的推广，居民逐渐熟悉了一种便捷的报警手段。
1917年火政处的年度报告曾提到，居民时常抱怨消防队未能及时赶到火灾现场，这是由于当时常用的
报警方式是托人报告，而不是直接用电话报警。
到1927年，电话报警已成为居民首选的报警手段。
促使居民改变报警方式的另一因素与保险业有关。
保单条款规定：倘火灾发生，投保的房产业主要尽力对付，措施之一即向火政处报警，否则，保险公
司可认为未遵守条例规定，因而拒绝理赔。
电话报警对有效控制火灾损失无疑是重要的手段，它与嘹望塔、消防水龙的设置及消防汽车、救火艇
的配备，象征着都市消防的观念和便捷手段在上海已经建立。
1920年代中期，居民们对消防汽车的疾驶而过已从原来的惊慌失措改变为习惯避让，消防车往返火灾
现场的意外车祸发生率显著下降。
1927年，火政处还配备了手提式无线电话机，以便于火灾现场的信息沟通。
值得一提的是，火政处救火会的消防工作并不仅限于辖区范围，如在1927年对界外火警呼救出动支
援88次(其中56次是参与扑灭火灾)。
民国初年，上海作为国内加工工业中心，工商经营极为活跃。
由于租界房租高，商家对建筑的改建、违章利用屡有出现。
如华人民居被移用为轧花、清花工场或仓库，容纳大量雇工，却无通畅出口，这种状况对雇工来说，
无疑是一种潜在的危险，也使周围房产充满了风险；有些建筑原有的太平楼梯被拆除，太平门被钉死
；娱乐建筑内清唱之地被改作舞台演出之用，视察员在报告中称，“每一层楼已成为或正在成为一个
小剧场，建造舞台得准备布景、道具、化妆室等，使楼梯及其他出口处变得无用或不安全。
尽管将危险通知领照人，但他们很少注意或不加理会，这些房屋在未恢复其原状重新使之适当安全之
前，必须吊销这类房屋的执照”，“必须记住有几幢房子容纳2000—3000人，一旦发生火灾，或发生
惊慌而往往拥塞不堪时，其出口办法——尽管看来办法不少——是否充分非常令人怀疑”。
从上述带有备忘录语气的陈述中可以看出，违章使用房屋的状况，导致火灾隐患的无处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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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近代上海城市社会史是我二十余年来的主要研究领域。
昨天的上海令我怀有持久的好奇和兴趣，查寻被岁月尘封的文献资料，实地走访、体味逝去岁月的遗
痕，梳理、修复城市的记忆，将点滴兴奋、感动、体验写出来与读者分享、交流，无疑也是一桩趣事
、益事。
我有幸从事这样的工作，也乐于选择这样的生活。
本书内容选自本人多年来发表的有关论著，依据出版社对这套丛书的具体要求进行文字上的调整。
本书得以问世，首先要感谢中华书局的策划、创意，感谢丛书编辑李世文先生的提议和诸多帮助。
希望得到读者朋友的指正。
作者2005年9月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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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近代上海:都市社会与生活》以丰富的文献资料和珍贵的历史图片，向读者讲述了清末民初老上海的
都市风貌和社会历史变迁。
从自来水、电灯、煤气、公共交通诸如此类的基础生活设施，到妇女时装、戏曲演出；从石库门的普
通人家到被称为“纳税华人”的“成功人士”，再到租界的外国侨民，⋯⋯在那些生动迷人的历史细
节中，近代上海已经开始尽情展示自身的传奇魅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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