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洋泾浜>>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洋泾浜>>

13位ISBN编号：9787811185911

10位ISBN编号：7811185911

出版时间：2010-5

出版时间：上海大学出版社

作者：张晓栋

页数：213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洋泾浜>>

前言

　　洋泾浜，19世纪40年代起成为上海英法租界的界河，1914年至1916年填溪筑路，为法租界与公共
租界的界路。
初名爱多亚路；1943年改名大上海路；1945年改名中正东路；1949年改名延安东路老上海一词的出现
，很大程度要归功于20世纪30年代的迷恋者，比较抗战、孤岛、沦陷、内战各时期以及解放后的历次
运动，他们沉湎于那个特定的年代，惊魂寄托于那个精致得让人窒息的优雅传说之中是有其理由的。
仿佛为了印证，许多带走上海故事的人们，近年又从香港或台湾还回了许多故事。
感谢他们让上海有了传奇。
　　但是，上海还有更老的故事。
一百多年前，上海有一条与苏州河平行的水浜，叫洋泾浜。
　　洋泾浜，原来是一条小河啊？
许多人知道或听说过这个名字，但不知道它确实存在过。
是的，还没过百年，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作为地理概念的洋泾浜了。
　　洋泾浜是一条存在很久的小河，无法考证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19世纪40年代，因为上海属于五口通商之一，外来的洋人居其河之畔。
尤其是英法租界的确定，它成了两个租界之间的界河，真正开始大大地有名了。
但悲剧也从此而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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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洋泾浜是一条存在很久的小河，无法考证它到底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19世纪40年代，因为上海属于五口通商之一，外来的洋人居其河之畔。
尤其是英法租界的确定，它成了两个租界之间的界河，真正开始大大地有名了。
但悲剧也从此而始⋯⋯    《中汇大楼》、《上海自然博物馆》、《维拉斯宾馆》、《上海市食品工业
公司门市部》、《仁济医院》、《法租界公董局大楼》、《小花园》、《长江浴室》⋯⋯本书记录了
发生在洋泾浜周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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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世纪50年代的外滩，尚留有浓郁的乡村气息，夏季里枝繁叶茂的树木无虑地生长在江堤岸上，
微风中摇曳着满身的绿色，形成水陆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
岸边后来闻名于世的那条大道上，马儿蹄声的的，悠闲地带拖着车儿，放着碎步。
一派田园风光。
江岸，车道，再朝里，散落着一些两层楼的洋楼：拱券顶的门窗，敞开式的楼廊，镂柱雕栏，朱中带
黑的坡顶。
远眺黄浦江卜情景，二两只小舟在水中划行，两方人热衷的诸如水运动，很早就被带到了远东，带到
了他们才居住不久的上海。
　　此时的上海，英租界有了十年光景了，远东第一大都市尚在烟雾迷蒙中。
是英人巴富尔首先看中了“上海县城以北及以东一块地皮作为居留地，因为在这里居住的中国人很少
，而且有一种自然的疆界，还有一条约三千六百英尺长的江岸，商船在这里的江面上停泊，既方便又
安全，沿江向内地航行，又有广大的乡村”。
这里的江岸，自然指现在的外滩一带，沿江向内地航行可理解为向苏州河或洋泾浜溯流而上。
当然，这个过程从一开始就不像外滩风景那样平和，从英国政府批准的英国驻上海领事的人选中更可
以嗅出血腥味：马德拉斯炮兵队上尉——巴富尔。
　　1846年9月24日，巴富尔与上海道宫慕久议定，界定了英国居留地东到黄浦江、南濒洋泾浜（今延
安东路）、西至界路（今河南中路）、北到苏州河，这就是后来所谓“英租界”的最初状态。
这一大片自然的疆界固然包含了英国人对宽宽大大的黄浦江渴望，也包含了对当时鲜为人知、后来几
成近代上海发祥地的洋泾浜欲念。
1850年10月8日，英领事阿礼国就公开声称：“上海租界是一个自治共和国。
”　　上海开埠历史上名扬中外的洋泾浜，此时还默默无闻，清冽的河水承受着上游漂来的青色的水
草和些许菜叶，横向融人黄浦江。
然而，不久之后，就在这个汇合处，一座美丽的桥横空出世，跨越洋泾浜南北。
与不远处苏州河上的外摆渡桥经度相同，纬度有异，遗憾的是它并不拥有像“韦尔斯桥”、“花园桥
”、“公园桥”、“外白渡桥”这样众多的名字，更不用说像“叹息桥”那样足以让人浮想联翩的称
呼，所有的风花雪月仿佛与此无关，直到与它互为生存关系的那条洋泾浜被填埋，它的名字还是叫外
洋泾桥，多少显得有些固执和老派，也叫后来者感到几许莫名的遗憾。
　　法租界形成后的1856年1月19日，接任第一任法领事敏体尼的代理领事爱棠（Edan）召集法租界第
一次租地人大会，筹划建造连接两租界的外洋泾桥。
规定对近端地产每亩抽银8两半，较远的每亩抽银5两半，并在当日与中国承包商签订合同。
桥的诞生看起来是那么的简单。
　　许多书上都准确地记载了它诞生的那个日子：1856年3月25日。
并称其长23米、宽10米，中孔的跨度有8米。
它由法国租界当局出资，中国营造商承建，全部使用进口的新加坡木材。
共花费了2000银元。
　　这座桥的诞生日子几乎没有争议。
但所谓的法国租界当局出资，实际上是集资。
之前的小刀会起义时，就有记载英军已在洋泾桥处布防。
当然，这里的洋泾桥另有它指。
　　洋泾浜与苏州河不同，河面较窄，如果简单地拨弄一下，架上一座简便的木桥，依当时的建筑水
平，也决非难事。
从小刀会举事开始，一直到1855年2月小刀会退出上海县城，战争基本上发生在上海县城墙（今人民路
）至洋泾浜南岸一带，清军屡次被小刀会追逐逃到洋泾浜北岸。
如若当时两岸缺乏相通之道，洋泾浜虽窄，但也并非狭隘到能容人一跨而过。
因此，在新桥建造之前，洋泾浜上是有桥存在着的，1856年所建的桥，并不是洋泾浜上第一座桥，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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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也证明了这一猜想。
当然，它不在同一地点。
桥的出现与存在，应了各种因素，特别需要经济的发展和顺应经济的发展。
　　在小刀会期间，上海道吴健彰曾分别照会英、法、美三国驻沪领事，讨论拆毁洋泾浜桥，阻止小
刀会在洋泾浜自由行动的建议。
1854年3月10日，吴健彰照会爱棠，请将法领事馆及法国商人雷米（D．Remi）的住宅移到洋泾浜北岸
，所需房地租金由上海道代为缴纳，直到县城收复之日为止，并将洋泾浜上之两石桥拆去。
　　法国商人雷米1848年来沪，于1849年1月15日，向法领馆申请洋泾浜南首——中国人称十二亩地的
地方——二亩三分八厘五毫的租地。
他的一家可以说是上海最早的法籍居民之一，利名钟表行大概是法租界上第一所法国人开的商行。
在他的申请文件中提到的地方与更早的申请人法领馆翻译哥士耆（Kleczkowski）重叠，哥士耆的申请
文件提到了洋泾浜石桥。
这座石桥的位置，在后来的二洋泾桥偏东。
雷米这个名字将在本书中经常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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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洋泾浜，19世纪40年代起成为上海英法租界的界河，1914年至1916年填溪筑路，为法租界与公共
租界的界路。
初名爱多亚路；1943年改名大上海路；1945年改名中正东路；1949年改名延安东路⋯⋯　　本书记录
了发生在洋泾浜周边的历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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