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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是陆其国先生的修订本。
早在本世纪之初，其国就在百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八年过去了，这本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最近，他同意东方出版中心的建议，重新出版修订本。
修订本对部分篇章进行了一些修改，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尤其是书中的老照片由原来的翻拍改为扫描，十分清晰。
但对原来的观点和行文风格，没有更动。
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上海租界史读物。
　　《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一书，讲了上海租界的诸多故事。
近代的上海是中国的一把钥匙。
自从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上海随之沦为租界。
何谓租界？
按照1845年上海道台宫慕久与英国驻沪领事巴富尔签订的《上海土地章程》，所谓租界，就是由中国
地方政府划定一块地皮，租赁给外国人寄居，其地的领土主权、管辖权、行政权、司法权仍属中国所
有。
但是，在以后由于殖民主义者的豪夺巧取，也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这块土地竟成为中国政府权力
难于鞭及的地方。
在这里，外国人设有类似于议会的“外人纳税会”，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有巡捕
、军队和监狱，俨然成为“国中之国”。
所以，在以往的书中，一提到租界，都说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在租界里的洋人都是帝国
主义侵略中国的急先锋。
租界，是“冒险家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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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陆其国先生的修订本。
早在本世纪之初，其国就在百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八年过去了，这本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最近，他同意东方出版中心的建议，重新出版修订本。
修订本对部分篇章进行了一些修改，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
尤其是书中的老照片由原来的翻拍改为扫描，十分清晰。
但对原来的观点和行文风格，没有更动。
这是一本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的上海租界史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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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其国，1954年7月出生于上海。
发表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
出版有《旋砖的舞场——上海的如烟往事》、《风起大漠——敦煌纪事》、《千年不败——中山陵纪
事》，及散文随笔集《老上海风情》等。
平生喜好淘书、读书、写书。
近年侧重历史文化随笔写作，作品发表于《书屋》、《寻根》、《历史学家茶座》、《文学自由谈》
等杂志，及《解放日报》“朝花”、《文汇报》“笔会”、《新民晚报》“夜光杯”等副刊，随笔《
另一种背叛》选入《2008年中国随笔精选》，杂文《由“狱中报告”想到的》选入(2008年中国杂文年
选》。
藏书逾万，多为近代和民国史料。
现供职于《档案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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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钟情　　1　　钟情总是有缘由的，无论是对人还是对物，乃至对事，这应该是通识。
正因为想到这一点，我不由心生诧异，诧异于还在240多年前，即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英国东
印度公司的职员弗里德利奇·毕谷就已郑重建议英国政府将进取的目光瞄向上海。
他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是，上海这块处女地一经开发，日后可以成为对华北通商的枢纽。
　　要知道，当这个叫弗里德利奇·毕谷的西方人充满自信地说出这番话时，他还没有到过上海。
一个没有到过上海的异国人，却能一语中的道出上海未来的趋势，这种超凡预见，确实有理由让我们
对他刮目相看。
　　那么，弗里德利奇·毕谷钟情上海的缘由何在呢？
　　如果细加考察，我们还是不难找到其中的端倪。
比如，弗里德利奇·毕谷曾受公司派遣，负责处理公司在广州港的商业事宜，并另辟新的通商口岸；
而且他还先后管理过“奥古斯塔”号和“玛丽公主”号两条船，在乾隆二十年（1755年）前后到过广
州、宁波。
在此过程中，弗里德利奇·毕谷有机会接触到上海商人。
正是通过与这些上海商人的交往，弗里德利奇·毕谷对上海有了一定的认知。
　　然而，不知是由于弗里德利奇·毕谷所提建议本身有缺陷，还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总之，英国
政府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
甚至在弗里德利奇·毕谷提出这一建议后，整整过去了30年，依然缺少憬悟。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英国政府为达到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特派遣卡斯卡特来中国谈判。
此番来华，卡斯卡特还怀揣一项政府指令：“如果中国皇帝允许划给英国一块地方，在确定地点时，
应特别注意⋯⋯靠近上等华茶的出产地——大约北纬27°～30°之间。
”　　读到这项英国政府的指令内容，我特地找出世界地图查了一下，结果发现，北纬27°～30°范
围内有宁波、舟山，却不包括上海，位于北纬30°北面的上海，没有留住英国执政者的视线。
　　卡斯卡特后来死于来华途中，中国之行可谓半途而废。
又过了6年，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政府又派遣特使来华，这个人就是到了中国后，中国皇
帝坚决要他行跪见礼才肯接见，而他则坚持不愿，因而引起一番争执的那位马戛尔尼爵士。
此人是代表英王统治印度的东印度公司的官员，毕业于都柏林大学三一学院的硕士，也是位外交家。
与他同行的公使斯当东，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牛津大学法学博士，他曾经还获得过另一所大学的医
学硕士学位。
关于此番出使，他后来写出了洋洋四五十万言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详尽地描述了此次中华
之行的经过。
但即使是这次马氏来华，也还是要求增辟宁波、舟山、天津为通商口岸，并希望得到邻近珠山（即舟
山）的小岛屿，或是靠近广州的某处地方，以供英国商人居住。
这表明，37年前弗里德利奇·毕谷向英国政府提出的进取上海的建议，根本没有激起回响。
至此，可以说，弗里德利奇．毕谷对上海的钟情，在时间上，大大领先于英国政府。
　　但尽管这样，从马氏所提要求中，却透露出了英国政府在鸦片战争后要求在他国开口通商、设立
租界的思想萌芽。
只是这一段时期，英国政府在外交上可谓迭遭败绩——　　先是马戛尔尼的要求遭到清政府严词驳斥
：“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界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
况外夷向化天朝，交易货物者，亦不仅尔英吉利一国，若别国纷纷效尤，恳请赏给地方，居住买卖之
人，岂能各应所求？
”　　接着，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政府再次派遣阿美士德来华谈判，谋求建立与清王朝间
的直接政府关系。
阿美士德做梦也没有想到，他此行的结果比马戛尔尼还要惨，傲慢的中国皇帝不仅不欢迎他，甚至都
懒得见他一面，还要他快点离开北京。
　　在此，我们已不难看到，英国政府几次三番要求在中国增辟口岸，却没有一次提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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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道光十二年（1832年）的一天，随着船长礼士一声命令：“起锚！
”悠长的汽笛声顿时在海边荡响。
随即，停泊在码头边的一艘叫“阿　　美士德勋爵”号的巡洋舰，徐徐离开了澳门。
当船长礼士趾高气扬发出开船令时，船上七十多名水手中，很少有人知道此番远航真正指挥着这条巡
洋舰的，并不是他们的船长，而是一个叫林赛的英国人。
因为这次远航，除商务外，还负有沿着中国的海岸线北上勘探、寻求新的通商地点的重任。
应该说，作为政府行为，英国对上海这块尚未被开垦的处女地的钟情，正是在这时候开始进入序幕的
。
　　年仅30岁的林赛踌躇满志，那时他已是东印度公司一名高级职员。
站在甲板上，望着眼前的茫茫大海，他充满自信地既像对自己，又像对站在身边的一个人说：“这次
我们决不会空手而回。
”为了不至于空手而回，他还给自己取了一个中国名字：胡夏米。
　　“我们”是个复数，林赛说“我们”，自然包括此刻站在他身边的副手。
副手叫郭士立，是个中国通。
此行他充任翻译及随船医生。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1831年，郭士立曾有过一次乘坐中国商船从天津到广州的航行经历，并在那年的8
月20日在上海有过短暂停留。
就是那次的短暂停留，上海一下子激活了郭土立的“灵感”，以至使他对上海留下了挥之不去的印象
，他看到了上海的地理位置与贸易发达的重要性，并认为上海是清政府最重要的商业城市。
他的分析和判断，比起弗里德利奇·毕谷对上海的预感，深刻了许多。
　　东印度公司很看重这次“阿美士德勋爵”号巡洋舰远航，为了更有利于行使它的间谍使命，“阿
美士德勋爵”号甚至破例不装载一箱鸦片，也就是说，宁愿放弃走私鸦片所能带来的巨额利润，也要
确保这次任务的完成。
在此附带提一笔，林赛同时也是一名鸦片贩子。
　　“阿美士德勋爵”号进入中国海域后的可疑行迹，很快引起了清政府地方官员的怀疑。
未几，接到报告的清政府下令，各地严禁“阿美士德勋爵”号入境，并不准与之贸易。
　　此时，“阿美士德勋爵”号巡洋舰已经抵达长江口外。
对这一片水域而言，第一次出现了欧洲舰船的影子。
　　中国方面的敌视，林赛很快就从几位中国渔民身上感觉到了。
那天长江口外正好有一艘渔船经过，林赛命令“阿美士德勋爵”号靠上去后，郭士立立刻朝渔船上正
在作业的中国渔民大声喊话，说只要他们为“阿美士德勋爵”号引航，他们将得到一笔丰厚的酬金。
　　渔船上一位满脸皱纹的老渔民竖着耳朵，总算听清了郭士立的话。
于是就见他抬起头高声问道：“你们来干什么呀，我们请你们来了吗？
”老渔民话音刚落，一旁的几个渔民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笑声激怒了林赛。
“给我击沉它！
”只见林赛像发疯一样叫道。
渔民们听到林赛的喊声，这才意识到处境的危险，于是马上调转船头，赶紧朝吴淞口方向驶去。
　　看到渔船匆忙逃离，林赛和郭士立顿时相顾而笑。
原来他们正是要利用这艘渔船在前面引航，将他们带进上海。
就这样，“阿美士德勋爵”号巡洋舰的诡计得逞了。
　　6月20日凌晨，“阿美士德勋爵”号巡洋舰在边尾随着中国渔船、边测量航道中，抵达吴淞口。
接着，林赛和郭士立换乘上小艇，不顾吴淞炮台和中国兵船开炮警告，强行闯入了黄浦江。
之后这艘强盗小艇犹如一条幽灵，沿着黄浦江水域，一路向上游驶去，中途几经停留，最后于黄昏时
分，在小东门外的天后宫靠了岸。
　　当然，小艇一路进入，也并非毫无阻挡，比如在菹藻浜，他们就曾遭到清政府派船堵截，严令立
刻离开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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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样的严令，根本不会让林赛当一回事，他甚至还振振有词地反过来警告阻拦他的官员：“我此
行是向上海道台面递紧急公文，误了事你担待得起吗？
”说罢，林赛狞笑着，命令小艇继续强行朝黄浦江深入。
　　3　　有一点林赛说的是实情，那就是他要向上海道台面递紧急公文。
从天后宫上岸，林赛来到熙来攘往的上海县城，接着他继续采取强行闯入的方法，相继面见了上海知
县和上海道台。
见面后，前者拒绝一切交谈，只是一味强行将事先已准备好的所谓“紧急公文”递交后者过目。
　　究竟是什么公文，要如此急切地让清政府属下的上海官员阅读呢？
　　不知是上海官员的视力不好，还是阅读水准有限，总之，他们阅读得很慢。
也好，那就让我们顺着他们的目光，索性也来看看那究竟是什么样的紧急公文吧——　　“英吉利国
船主胡夏米谨禀苏松太兵备道大人，转报上宪。
现在大英国船已至此，并进口欲买卖。
船装载洋布、大呢、羽毛等货。
旧时大清与大英国贸易微少；但此百年间增加10倍，因此两国彼此获大益。
向来每年小船七八只至贵国，如今每年大船七八十只到中国，带本国的货物来，买运贵国的茶叶3000
万斤及湖丝等货，银几百万圆。
又，贵国的船及上海县的货船，年年进我大英国属地方之埠头，受好款待。
无奈其买卖大为赚钱。
所以我本国之商见此，莫不以为彼此均有获利之道理，而希冀贸易于中国北方之埠头沿岸。
倘贵国的商，买我本国的货，我们买贵省的茶叶湖丝等货，则两下均受益。
又加国之饷，增民之生活计。
商贾皆欲藏于县之市，又添两大国友道结交之义。
此是彼此至重之事，是以我恭禀大人俯念以此事情，转报上宪；如可始创，贵省与本国生意始虽少微
，亟添甚大，而开大利路于将来矣。
禀赴大人台前，万望施行。
道光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　　这份性质显属通商宣言的文本，将自己说得很委曲，此番前来欲求通商，是鉴于“贵国的船及
上海县的货船，年年进我大英属地方之埠头，受好款待”。
不仅如此，你们来英国做买卖还“⋯⋯大为赚钱。
所以我本国之商见此，莫不以为彼此均有获利之道理⋯⋯”言下之意不言而喻：你们也要给我们好款
待，让我们也有赚钱的机会。
　　我们注意到，这份别出心裁的要求通商的文本，对罪恶的鸦片贸易绝口不提。
殊不知正是通过鸦片，英国从中国攫取了大量财富。
这才是一个天大的不平等交易呢！
从此后几天林赛、郭士立等人的行踪分析，递交文本很可能是他们事先精心策划好的策略，他们相信
上海官方不可能会很爽快地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然后请他们尽快离开。
事态的发展果然如此，先是在呈文的接不接受，以及转呈两江总督问题上双方折腾了一阵；接着林赛
等人又抓住上海道台在批文和言谈中称呼英国时用了“夷”字，认为这是侮辱，提出交涉，于是上海
道台又不得不回函解释，一函不行再书一函。
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然而就在这些天里，林赛、郭士立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此行还负有不可告人的间谍使命。
大量侦探工作就在这过程中，既紧锣密鼓，又悄无声息地秘密进行着。
正是通过这次侦察，林赛对上海产生了比此前所有西方人都更为透彻的认识。
他的随员们，包括郭士立，已不止一遍听到他这样感叹：“简直不可思议，像上海这样重要的地方，
以前怎么就没被注意呢？
”　　不仅如是，此时林赛还意识到，上海具有中国南北贸易中转站的地位，由于中国南方省份的商
船一般不能越过长江北驶，这样，上海的地位足以使它可以垄断国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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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赛等亲临上海实地的侦察，验证了弗里德利奇·毕谷在1756年对感觉中的上海的判断和预见。
　　林赛说的“没被注意”，是指没被谁注意呢？
也许仅是不列颠帝国；也许除了大英帝国，还有其他。
但不管怎么样，作为英国资产阶级代表，林赛对上海的钟情，实际上也代表了西方世界对上海钟情的
开始。
只是当时大多数人还不会，也不可能知晓，掩隐在这种钟情后面的，却是血腥和劫掠。
这就像彼时林赛、郭士立他们在上海县城出现，上海县城的老百姓们看到这些高鼻子蓝眼睛的人脸带
微笑地和他们打招呼时，决不会想到，正是这几个西方人在上海的出现，不久会给他们带来一场灾难
一样。
　　我们还记得“阿美士德勋爵”号巡洋舰船长礼士吗？
当林赛他们在和清政府上海官员交涉时，他当然不会闲着，他比林赛他们更忙，更紧张。
原来，这段时间，他正倾全力于搞测绘，刺探吴淞口清军防备情况。
　　应该说，林赛他们此行的收获是巨大的。
这种收获既是政治的，更是军事的。
林赛他们既取得这样的双重收获，那么，夜郎自大的清政府离遭受重创，注定为期不远了。
　　“阿美士德勋爵”号巡洋舰此行在上海共逗留了18天。
无论是对英国，还是对清政府乃至对上海，这18天的意义或重要性都是非同寻常的。
这一点，我们仅从林赛和郭士立回到广东后，分别向东印度公司当局提交的详尽报告中，便可察知。
首先，两人一致认同上海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国内贸易的发达；以及上海一旦开放，对欧洲，特别是
对英国的意义。
尤其是郭士立还提到，上海地位的重要，仅次于广州。
它的商业十分活跃。
如果欧洲商人准许来上海贸易，它的地位更能大为增进。
外国商品在上海的消耗量很大。
这样大的商业活动区域，以往一直被人忽视，实在令人感到匪夷所思。
　　而对清政府来说，则是致命的，因为自己身上的痈疽已被林赛他们一览无余地尽收眼底，那就是
政府腐败、军备废弛、外交虚弱。
“这样的人就是遍布帝国的满清官员：屈从招致侮慢，反抗和挑战会引出礼貌和友善的表白。
”阅读这段出自林赛之口的文字，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他对大清帝国官员们的满脸不屑和鄙视。
郭士立更是在报告中提到这样一个事实：“看来当我们坚决要求时，每一件事都成为事实，而当我们
谦卑地请求时，哪怕是最轻微的事情也遭到拒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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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一本用文学样式讲述上海租界历史的书，也是长篇历史报告文学，全书差不多涵盖了上海整
整一百年的历史，图文并茂，可看性强，其中有许多作者多年搜集并珍藏的图片。
　　本书以历史为坐标，用文学的笔触、文化的视角来写上海，故事精彩，史料充实，颇有新意，读
来引人入胜又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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