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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城厢：晚清上海的一个窗口》探讨了上海开埠以后（1843年-1914年），在租界城区发展、繁
荣过程中，城市原本繁荣的区域老城厢的经济与社会变迁。
老城厢地区是上海的发祥地，七百多年的悠久历史在这里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名胜古迹、人文景观
和商业街市，积淀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老城厢是如何起源的？
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怎样的变迁？
老城厢里曾经有怎样的风景和生活？
《老城厢：晚清上海的一个窗口》从学术研究角度深层次回答了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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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益忠（1968- ），重庆市酉阳人。
华东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复旦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分别于1995年、2006年获得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博士学位。
先后公开发表《晚清自治时期上海街头的警民冲突》等多篇学术论文，部分文章被中国人民大学《复
印期刊资料》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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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言第一节 时空等概念的阐释时、空等概念的界定，是研究的起点，本文以l843—1914年的上
海老城厢为研究的时、空范围。
一、时间本文研究的时间起点为l843年上海开埠。
原因是：开埠以后，上海城市发展偏离了原来的轨道、模式。
租界的开辟，使这座城市内部逐渐出现两个相对独立的区域——租界城区和华界城区。
租界城区的迅猛发展和繁荣，逐渐取代原来的城市区域，成为整个上海的标志、象征。
因此，只有在租界出现后，上海城市史中才可能出现“老城厢”这一特定的地域概念，本文对上海城
市发展中的这一特定区域的研究才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义。
1914年为研究的终点。
l914年，在晚清自治运动的推动下，老城厢的拆城筑路工程全部结束。
工程的结束标志着开埠以后，在租界繁荣的刺激和推动下，老城厢的人们打破藩篱，从地理上争取融
入新城区和整个城市发展潮流的工作的完成。
时间界限的如此界定，既避免重复已比较成熟的上海古代史研究，也剔除了对1914年以后的简单叙述
，而将研究重点放在急剧变化的晚清70年间，以往研究者较少论及的、原本较为繁荣的老城厢地区的
变迁。
二、城厢在中国历史上，城厢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区域概念。
中国城市基本上都有城墙，人们一般视“城外为廓，廓外为郊。
根据惯例，城墙以内叫做‘城’，城外人口稠密，有一定经济活动的区域才称之‘厢’，所以‘城厢
’一词一般指城内和城外比较繁华的地区。
”①“城厢”作为一个地理名词在上海城市史的出现，据称，早在清咸丰末年，官方文书中开始使用
“城厢内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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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城厢:晚清上海的一个窗口》是关于上述对象的专业研究报告。
当中对老城厢的历史源起，发展脉络有很详细的叙述。
对于理解上海旧城区发展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的照片很珍贵，形象地展现了上海老城厢的发展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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