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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十多年前，我曾访问过日本伊豆半岛的下田港。
锁国时代的日本，仅以长崎的出岛作为认识世界的唯一触角。
1853年，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将军率领吐着黑烟的蒸汽船（日本人称“黑船”）强行打开了日本
的国门。
这是近代日本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标志着日本从封建锁国走向文明开国，而下田港就是日本的开国
之地。
在车站附近的广场，有一座用黑船模型做成的纪念馆，上面写着“开国的街下田”六个大字。
而以黑船命名的宾馆、商店则有许多，旅游纪念品也都注有黑船的标志。
黑船似乎已成为下田的城徽，开国也成为下田的骄傲。
在当年佩里将军的沿海登陆处，竖立着一座“佩里舰队来航纪念碑”，纪念碑下面置有“黑船”的铁
锚、铁链。
．这位当年被日本人视为“白脸大耳，高鼻红毛，手脚如鸡爪”的“西洋怪物”，现在被下田人称为
是近代日本的夜明珠。
不仅在下田，就是在东京和横滨的中心街区，也有佩里将军的纪念铜像，上面刻有介绍他生平的颂扬
性文字。
    上海的开埠早于日本十年。
由于当年的经历和国情的不同；我们不可能像日本那样去颂扬那些倚仗武力的入侵者和冒险家。
外国人与上海的关系，是以另一种方式被深深地铭刻在上海的城市记忆中，也成为上海挥之不去的颇
为特殊的怀旧内容之一。
    外国人最初居住在租界里。
租界开创之初，其土地大部分是荒凉的泥滩。
外国人凭借着身后的西方政治、经济势力以及自身的人文素质，很快就在荒芜的滨滩上创造出奇迹。
位于外滩一带的西洋化氛围，与上海县城内拥挤的房屋和狭窄的巷道形成明显的对比。
由于租界禁止华人在那里居住，这一禁令，对外国人来说，可保持他们生活上的安宁和舒适；对中国
政府来说，可避免文化污染和外交冲突。
但是，这种人口有限、社区生活功能相对单调的环境，是难以形成国际都市规模的。
数次的社会动乱和战争最终打破了华洋分居的禁令，加快了租界的扩展，也加速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
。
上海国际都市的规模化，给外国人的经济文化活动提供了舞台。
外国人传人的西洋物质文明、市政管理、议会制度、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审美情趣，使
上海成为东方文化世界中的一块西方文明飞地，上海也因此成为中国乃至亚洲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
    近代上海是一个多基因的移民社会。
一方面华洋杂处，一方面是来自中国各地的外省人的五方杂处。
新移民都是怀着自己的梦想来上海生活和创业的。
上海移民既包括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外省移民，也包括英国、美国、法国、日本、俄国、葡萄
牙、印度、德国等外国移民。
所有在上海生活的人都可称为“上海人”，因此不难理解许多离开上海的外国人将上海称为“第二故
乡”。
在1930年代，一个300万人口的城市，居住着近6万外国人，国籍不少于50个，成为当时远东人口最多
的国际都市。
1942年的外国人数量达到15万人。
这些国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外国人共同在上海生活，给这座城市带来异国文化的色彩，组成上海
街头的特殊风景线。
他们既是上海人中的成员，也是构成“国际都市”的基本要素。
因此，寻访老上海的城市记忆，不能忽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口众多的外国人，无论他们来自遥远的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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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还是来自近邻的东洋。
    上海是近代中国最繁华的国际都市，其近代城市建设与公共管理具有很高的水平。
追寻原因，这与外国人中的众多“人才精英”有关，如房地产巨头、一流建筑设计师、市政高级管理
者等，他们在创造自身事业的同时，也给上海留下成批的标志性建筑设施，向世界展示了上海形象以
及典雅的城市品位。
如果以城市的特点来评论，近代上海的外侨总会、西洋戏院、剧场、电影院、舞厅、交响乐队等，均
反映着西方摩登都市的文化。
外国人既是上海外来文化最直接的传播者，也是上海都市文化舞台中的重要角色。
因此在上海独特的商业和文化中，有着东西方外来文化的印记。
    今天上海的繁华和时尚，引领着人们对新生活的不断追求和向往。
然而，漫步在城市的街头，现实与历史总在不经意时相会。
有人说她曾是“东方的巴黎”，有人说她像“英国的伦敦”，也有人说她似“亚洲的欧罗巴”。
难以令人忘却的是：她曾是远东第一国际大都市，外国人在上海留下的各种痕迹，已成为上海这座城
市特有的历史文化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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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记是汇集、梳理、展示那些标识城市生命历程的文化符号。
推出《老上海城记》丛书，是梳理、展示近代上海城市记忆若干元素的一种尝试。

　　《老上海城记》聚焦近代上海精彩超群的瞬间，透过纷繁庞杂的错综叠影，以独特的视角梳理、
检视、再现近代上海城市生命旅程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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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843年上海开埠后，英国人凭借着《南京条约》给予的特权，捷足先登，在上海县城外的黄浦江边率
先租地造屋，为其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英国的强势，不仅让来上海的英国人占尽了先机，而且在此后租界的发展中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高傲的法国人并不甘愿屈居英人之下，其独立的经营和管理，把法租界营造成法国人的天地。
美国侨民虽另辟蹊径，但开放的心态终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将自行开辟的美租界并入英租界。
集聚在租界内的日本侨民实力不弱，其内部管理自成体系，由此使日侨集聚区俨然有“日租界”的模
样，只是没有正式的名分。
这一切，构成了外国侨民在上海居住和经营的特殊格局。
    林赛的探秘之行    1832年6月20日，一艘名为“阿美士德”号的英国轮船悄悄地来到吴淞口外数英里
的江面上。
宽阔的长江口，只有点点帆船在江面上轻轻地飘过，古老的江水平缓而宁静。
    第二天凌晨3时，趁着浓浓夜色，英国轮船放下一艘小艇，向着吴淞口方向驶去。
当英国小艇来到吴淞口时，被守卫的清军发现了，他们向小艇发射空炮，以示警告。
但是小艇对此置若罔闻，依然飞速行驶。
当英国小艇在吴淞镇办理进口手续时，终于被追赶而来的几艘清军小艇堵截，阻止英国小艇继续向前
。
但是，英国小艇上的人表示有事要进县城办理，不顾清军的阻止继续向县城方向飞驶，速度迟缓的清
军小艇无奈地看着英国小艇远离自己的视线。
    下午4时半左右，英国小艇终于来到了上海县城外的码头。
小艇上的乘员是东印度公司的高级职员林赛（Hugh Hamilton Lindsay，中文名胡夏米）和翻译、普鲁
士传教士郭士列，以及其他几位随员。
这几个西洋人的出现，引起了码头上众人的注意。
此时，临江的天后宫里正在演戏，当林赛一行在天后宫上岸后，戏立即停演，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
他们。
    这是一个很少见到西洋人的地方，也是一个对西洋人友善的地方。
当林赛向路人询问去县城和道台衙门怎么走时，当地人热情地当起了向导。
当他们踏在用类似荷兰砖铺就的石板道上行走时，背后尾随着一大群看热闹的本地人。
    林赛一行来到道台衙门，正要进入时，几名衙役忙着企图关门，但未等门关上，就被林赛的随员一
把推开，直接闯入前院。
此时，进入内堂的三扇中门已被紧紧关上了。
随员在敲门未有反应后，用肩膀猛撞中门，大门竟然被撞得轰然倒下。
    道台衙门内的官员对于这些动作粗野的不速之客的闯入，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在不明来意的情况下
，只能礼貌地递烟敬茶，让他们入座。
这种场面直至上海知县的出现才有所改变。
闻讯赶来的知县进入道台大堂后，愤怒地大声指责林赛等人未经允许就大胆地进入上海。
林赛虽然傲慢，但不得不轻声地解释说，他们是为了贸易而来，并带来一封面呈道台的禀帖。
但知县依然要他们按惯例回广州去做生意。
    经多次交涉，林赛终于在天后宫与道台吴其泰会面，呈上了禀帖。
上面写道：    英国船长胡夏米禀苏松太道大人并上宪：    一艘满怀贸易愿望的英国帆船已经来到并进
入贵港，随船所携货物有呢绒、羽纱、白布及其他杂货。
从前，中国与不列颠王国间的商业往来堪称微不足道，而在近来50年间，这种贸易已成10倍地增长，
我们两国都由此获得巨大利益。
从前仅仅只有8至10艘小船来中国贸易，而现在已增至60至80艘大帆船。
它们带来我国生产的各种制成品，带回的中国货物除丝和其他手工产品外，还有不下于3000万斤的茶
叶，价值数百万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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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贵国商船，有些就是属于上海县的，也常年出入大不列颠属下口岸，商人由此而获巨利。
吾国商人见及于此，自然想要互惠互利，迫切希望能到中国北部港口直接贸易并分享这一商业利益。
如果你们的商人直接向我们购买英国商品，我们也相应地会收买贵省的丝和茶叶，双方都会彼此获利
，并且会刺激生产，大大增加帝国的税收，从而更加促进和增强我们两大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
紧密的友谊纽带必然会巩固我们两国彼此的利益，这确实是值得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
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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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由陈祖恩编著的《西洋人与东洋人》内容介绍：那些国籍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的洋人在上海共同生活
，使这座城市绽放出异彩，成为世界舞台的一个亮点。
他们既是上海人中的成员，也是构成“国际都市”的基本要素。
因此，寻访老上海的城市记忆，不能忽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口众多的洋人，无论他们是来自遥远的西
洋，还是来自近邻的“东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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