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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存在百年之久的上海租界，既是外国侵略中国的基地，也是中国了解和接受西方文明

的窗口。它的存在，对近代上海乃至近代中国都有着极大的影响。究其成因，既有制度和文化层

面的，更有上海独特的自然、地理、人文环境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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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843 年英国侨民登陆上海滩，到 1943 年上

海英、美、法租界终止的一百年，是长达一个世纪的

上海租界史。上海租界是近代中国 20 多个外国租

界中成立最早、规模最大、历时最久、侨民最多的一

个。因此，它的发展及影响对于研究近代租界史具

有相当的典型性。
说起上海租界，人们很自然地联想起“华人与

狗、不得入内”的公园标牌，想起五卅惨案众多烈士

的鲜血，想起凶神恶煞的外国巡警……这些都是近

代中国人民遭受列强欺凌的标志。在过去相当长时

间里，人们在谈到租界的时候大多着眼于它对上海

乃至中国所带来的耻辱，即强调的是租界的消极作

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我们更应该客观而全面地

来评价这一历史事物，看到它对近代中国( 尤其是

近代上海)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它在政治、经济、教
育、文化、市政建设等方面，犹如一柄双刃剑，对上海

的近代史产生了正、反两方面作用。因此前已有大

量学者、著作论证了租界的反面消极影响，故本文在

论述中更偏重于对其积极作用的介绍和分析。

一

在具体分析上海租界对上海历史近代化的影响

以前，有必要先来梳理一下以英、美、法为代表的外

国侨民是如何在这块封建的土壤上构筑他们的租界

蓝图，实现并达到侵略上海乃至侵吞整个中国的目

的的。
据统计，在上海的侨民最初只有 26 名，但后来

最多的一年累计竟达 150 931 人，其中英美法占

15 000 人
［1］。从数目上看，其增速是明显的。但即

便是如此，他们和居住在租界的中国人口相比，还是

相当少的，在人数上外国人并不占有优势。但他们

却在其他方面，显现出近代资本主义的绝对优势，因

而才可能对占多数的中国人实行长期的殖民统治。
外国殖民者在上海开辟租界，实行霸权统治，主要是

通过以下四种手段来实现的:

其一，洋行开路、以商兴市。洋行是外国殖民者

首登上海的桥头堡。19 世纪 40 年代即登上海滩的

英商怡和洋行、仁记洋行、宝顺洋行、有利洋行即是

这批早期洋行的代表。洋行以贸易经商为职能，将

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各种土特产运往大洋彼岸，

而将鸦片、洋货、棉布、枪支弹药等运到中国。贸商

并举，开市营业。到 1916 年英国在华开设的洋行达

644 所，美国达 187 所，法国达 116 所。这些洋行借

助遍布于上海大街小巷的各种商店，推销着各种舶

来品，以租界带动着上海整个城市的商业繁荣。
其二，三权分立、管理市政。公共租界和法租界

的设立和管理完全依照它们本国社会立法、行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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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三权分立的政权组建模式。此模式相对中国几千

年以来的封建专制管理制度来说，无疑是一种全新

的、有效的形式。它采用不同分工以求得权力制约

的管理手段，使上海租界内的市政道路和房屋建设、

社会秩序的立法和审判、公共设施的健全与维护、海
关税制的监督与执行等，均在一定时期里实现了相

互制约、协调管理的职能，从而促进了整个租界的繁

荣与稳定。

其三，金融先导、工企并举。进入 20 世纪，特别

是 1911 年辛亥革命以后，尽管长期在侨民人数上占

绝对优势的英、法、美的优势迅速丧失，但它们在上

海的金融实力和在华投资的企业资本却异军突起。

以汇丰银行、花旗银行、汇理银行为代表的金融资

本，与开设在上海的美孚石油公司、美国烟草公司、

耶松船厂、正广和汽水有限公司等英美大企业，异常

活跃在上海的经济领域。而支持这些企业的巨头就

自然成为了支配租界当局决定政策和提供资本的幕

后决策人。

其四，宗教、文化双管齐下。可以说，宗教活动

和西学传播是上海近代化萌芽的诱因。早在明末清

初，西方的传教活动就开始在徐家汇进行。1842

年，法国传教士南格禄等人创办的天主教修道院就

在松江张朴桥成立，1849 年上海第一座基督教教堂

圣三一教堂出现在江西路、汉口路交叉路口。同时

与这些宗教活动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西学传播，也

随着墨海书馆、土山湾印书馆等西式图书出版机构

的创立，《华北捷报》、《上海新报》、《字林西报》等

中西报刊的发行，以及大量的西方科技文化图书的

出版，使长期接受传统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睁开了

眼睛，看到了西方文化的先进和精髓。从这个意义

上来说，外国殖民者最先把世界的另一面带到了上

海，也使上海成为了东方世界里的“西方翻版”。

经过了各国殖民者改造的上海租界，到处是鳞

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宽阔整洁的街道，琳琅满目的商

店，衣着光鲜的中外人士……而与之相对应的上海

县城却是街道狭隘，“垃圾粪土堆满道路，泥尘埋

足，臭气刺鼻，污秽非言可宣。”［2］
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上海，殖民者用较为先进的西方文明征服

了落后的封建文明，使上海租界显现出资本主义的

近代文明，为上海历史的近代化开了先河。

二

殖民者通过修改《土地章程》来不断地扩大自

己的权力，一步步从清政府手中夺取了上海租界的

税收、司法，甚至领土主权。他们有类似于议会的纳

税人会议，有相对独立的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

有巡捕、军队及监狱。原来仅供外国人居住的租界

俨然成了“国中之国”，成了中国政府不能管辖的特

殊区域。但从另一层面看，租界也是中国封建势力、

军阀统治较薄弱的区域，因此这里就成了许多反对

封建统治、军阀统治的进步人士的避难所。戊戌变

法以后，维新派的康有为、黄遵宪就曾利用清政府不

能在租界逮捕华人的机会，避免了杀身之祸。其后，

革命党人又把上海作为活动的重要据点、宣传中心。

北洋军阀时期，新文化运动首先在这里发轫，中国共

产党也在上海成立。还有后来左翼文化的中心也在

上海等等。殖民者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再加上受本

国先进的政治思想观念的影响，对中国的进步人士

及其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保护作用，在客观上

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有帮助的。

租界对近代上海的影响也是经济方面的。从城

市人口来看，最初的租界只有数百人，但到了 20 世

纪 40 年代却达到了几百万之多，众多江、浙、闽、湘、

鄂地区的人口涌入租界，是上海具备了成为大城市

的先决条件。其中除了战乱的原因，还有一个很重

要的原因就是:租界优越的经济环境。外国资本家

利用上海掠夺了大量的中国财富，加深了中国的半

殖民地程度，但同时也加速了上海封建经济的解体，

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环境。

他们提供了近代工业发展的一些必备条件，如资金、

能源、设备、技术、交通、通讯等，而大量的人口的涌

入，正好补充了工业发展所必需的劳动力。在外来

的人中间，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内地的富商，也利用

租界这一平台和环境来获取财富，开办各种工厂、雇
佣工人进行加工生产。甚至封建的官僚也在这里开

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等洋务实业。租界

宽松的经济环境、丰富的劳动力、先进的技术设备，

再加上上海便利的地理环境，有连接国内主要城市

的水陆、陆路交通，使中外人士汇集起来，把上海在

短期内变成了中国的航运中心、经济中心。租界造

就了上海的近代繁华，也使上海在以后的发展中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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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占据着一定的优势。这一优势即使在今天还在延

续。

租界对上海历史近代化的影响不仅是政治、经
济上的，更是思想文化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

影响到人们思想深处的文化才是根深蒂固的。租界

繁荣了上海的物质，也带来了蕴藏在物质背后的科

学精神。已经经过了产业革命和进化论思想净化的

欧美各国，教育、法律、艺术等方面都已取得了较大

的成就。当这种强势文化进入上海以后，在租界土

地上得到了展现，使租界成了西方社会发展的“现

实模型”。一方面上海租界范围内的新式学校、新

闻和出版事业的出现，促使租界华人对西方教育制

度的认识逐步深入。在甲午战争以前，传教士和其

他外侨已经开办了许多招收中国学生的学校，较有

名的有徐汇公学、裨文女塾、明德学校、清心学校、经
言学校、圣芳济学堂、圣约翰学院等等，学校类型涵

盖小学、中学、大学，学生有贫有富。西式学校培养

出来的华人广泛接受、传播了西方的思想、文明。出

了学校，鼓吹和传播西方文化的重要工具还有新闻

和出版事业。从上海开埠到 1900 年，外国人创办的

中、外文报刊达到六七十种，另外还有广方言馆、翻
译馆、格致书院等输入西方学术的机构。新式教育

的示范作用，衬托出中国旧式教育制度的极端落后，

此时古老的科举制度在上海租界内已为人们所鄙

弃。租界内的进步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只有人的发展

才是社会、国家发展的关键和核心。租界新式教育

的发展，不仅为租界发展提供了合格的人才，而且训

练和培养出来的众多人才成为了后来中国社会变革

的领路人，影响了整个中国社会的进程。另一方面，

外国殖民者在租界实行的诉讼、审讯、辩护制度，对

租界华人来说是全新的一个概念。一整套健全的法

律制度无疑是近现代社会的典型标志，而这正是当

时中国社会所缺乏的。租界当时通过《申报》定期

公布一些案件的审理过程，介绍了西方的法律制度。

西方的自由、平等、民主的观念逐渐在租界华人中得

到了传播，他们将中、西两种完全不同的法律体制进

行对比，慢慢开始质疑传统的法律制度，逐渐适应、

接受了西方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法律制度。

三

上海租界是中国近代众多外国租界的一个缩

影，但也是其中(无论是从殖民者的角度，还是站在

华人角度看) 最为成功的一个。这其中的原因，笔

者认为与上海独特的城市租界格局、上海传统文化

的非正统性和孕育其中的近代文化因素有着直接的

关系。

近代上海，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三者并存，清

政府、以英美为主的外国殖民者、法国殖民者都在按

自己的想法来管理上海、建设上海，但同时也并不排

挤其他两个的存在。这三个区域、三种势力之间，有

时矛盾重重，有时却又是一团和气，比如在镇压小刀

会起义和太平天国运动上。这样的格局，既有中外

落后与先进的文化交流，也有资本主义文化本身内

部的交流和融合。同时由于清政府上海道台的腐

朽，租界内主要的掌权者都是一些追求经济利润的

商人，所以在这三者中没有一种势力想要征服和吞

并其他两者，当然也不可能完全消灭他们，所以就长

期处于共存局面。近代的上海滩就像一个大熔炉，

将东方与西方、落后与先进诸多元素熔化在里面，最

终生成的是丰富多彩的上海近代文明。其中最典型

的就是上海洋泾浜英语的出现，是特殊时期中外文

化融合的产物。

上海在 1843 年开埠以前，只是一个拥有便利交

通的渔港。它既不象广州，是岭南政治和文化的中

心;也不象福州，是闽浙总督府所在地，是福建的政

治和文化的集结地;更不象苏、杭，长期以来就是江

南的文化重地;甚至上海也不是松江府的县城，仅仅

只是一个在明清时期经济、文化有所发展的江南渔

港。虽然上海不具有以上城市深厚的传统文化积

淀，但却在接纳近代文明时体现出了它的优越性。

即不会对外来的事物有强烈地抵触情绪，也不会有

顽固的封建官僚拼命压制新生事物的成长。不仅不

会排斥外来事物，相反，在上海的乡村里弥漫着一种

与近代资本主义文化有某些相似性的奢靡之风，讲

究吃穿，明显表现出与传统文化中崇尚“节俭”的风

气不相衬的地方。这点我们在后来上海租界的发展

中也可以看到。20 世纪 20、30 年代的上海“十里洋

场”，是人们拿大把的钞票来这里挥霍的地方，是一

个充斥着物欲享受的“东方夜巴黎”。美国人霍塞

1940 年在《出卖上海滩》一书中这样说:“上海滋长

了，已一跃而为世界第五大都市了。它已是非常之

—46—

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4 年第 2 期 第 27 卷第 2 期



伟大、非常之富裕、非常之动人，不过有些过于成熟

的样子。”［3］

另外，上海作为江南的一个渔港码头，它在明清

时期由于便利的交通，商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商人

的地位也得到了迅速的提高。正如学术界已经研究

的成果表明，当时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地区，实际上

已经形成了士、商、工、农的基本格局，大大打破了原

有的士、农、工、商的局面。同时，明清时期，江南的

小说、戏曲、民歌等市民文化极为繁盛，这些文化艺

术形式所传达出的讯息是与传统思想文化有所区别

的。上海传统文化中所孕育的某些近代文化因素也

为十九、二十世纪上海历史真正步入近代化的进程

提供了可能。
总之，晚清的江南及上海地区凸显出异端的趋

势，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上海历史近

代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以英、美、法
为代表的殖民者们进行了大胆的开拓，把上海租界

变成了自己的“加工厂”，形成了独特的上海租界文

化，对上海近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

响，直至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发展。所以说，租界是上

海历史近代化之名副其实的“双刃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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