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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作为四个中央直辖市之一，是中国大陆的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
数百年前，它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个靠近陆地的小港，然而近代以来，尤其是1845年，在英国和清
政府经过约两年的谈判之后，
《上海土地章程》让英国在这个小港上开辟了近代中国大陆的第一个租界一一上海英租界。
之后法、美陆续在上海开辟租界，英、法、美三国租界的开辟，一方面是近代中国百年来屈辱史的开
端，另一方面也促进厂上海城市化的形成和发展，使近代上海发展成近代中国最具特色的城市。
本书简述了上海的历史以及上海的发展，内容丰富，语言生动有趣，是了解上海发展概况的一本不错
的普及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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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学强，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
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近年来，先后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与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课题项目。
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专业论文70余篇，陆续出版的学术专著有《上海通史》第2卷、《从传统到近代
：江南城镇土地产权制度研究》、《江南席家：
中国一个经商大族的变迁》等，合著或参与主编的有《出入于中西之间：近代上海买办社会生活》、
《西学东渐第一校：从徐汇公学到徐汇中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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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今南京西路、茂名北路），原是洋人所筑，后为一张姓中国商人购得，改称味莼园，又称张园
，占地70余亩。
门前辟有广场，配有空旷的草坪，对市民开放，是晚清上海人民政治集会的地方，有上海的“海德公
园”之誉。
　　1901年2月，野心勃勃的沙俄帝国提出了旨在独占中国东北三省的有关约款12条，其主要内容是：
沙俄有留兵保护东三省铁路的权利；有要求革办中国东北将军大员的权利；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
人训练；中俄边界各处矿权及其他各项权益，不得让与他国，中国不得在这些地方自行筑路。
消息传来，举国震怒。
3月15日，上海各界人士200余人集会张园，要求清政府“力拒俄约，以保危局”。
一些知名人士，如汪康年、汪允中等，抑制不住内心之激愤，相继上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呼吁国
人“出死力以争此一日之命”。
　　这次集会迅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不久，又相传沙俄将于3月25日逼迫清政府正式签约。
3月24日，上海爱国人士集会张园。
这次与会人员更多，据称约有千人，分别来自农工商各界，另有几位西方人士慕名旁听。
会议一开始，人们踊跃撰文，宣示公众。
一些到会者即兴演讲，声泪俱下，使听者无不动容，“其沉痛处能令闻者兴起”。
大会强烈谴责沙俄的强盗行径，并把抨击目标直指腐败无能的清政府。
张园集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
苏州、南京、杭州、营口、香港等地群众纷纷来函、来电，甚至有捐款者。
大家盛赞上海爱国志士发愤力争的勇气。
在全国人民一片强烈的反抗声中，中国谈判代表也深受鼓舞，据理力争，终于没有让沙俄的阴谋得逞
。
1902年4月，中俄代表签订了《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
按照条约，在18个月内，俄军分三期从中国东三省陆续撤出。
　　1903年4月8日，是规定的俄军从东三省第二期撤兵的最后期限。
然而，沙俄并没有履行诺言，相反却蛮横地提出新的要求，并增派兵力，重新占领东三省一些地区。
上海的张园又沸腾了。
4月27日，上海各界在中国教育会的组织下，在张园举行了规模空前的拒俄大会。
30日，由冯镜如、易季服等发起，1200余人齐聚张园。
著名人士蔡元培、马君武等发表演说。
随后，由马君武诵词，千人同声高唱爱国歌。
顿时，“中国万岁”的口号震动全场，上海人民炽热的爱国情感一泻而出。
正当会议进行中，忽然收到东京留学生发来电报，谓俄祸日急，留学生已电北洋政府，组织义勇队，
准备赴前线抗敌。
闻此消息，群情感奋，全体列队向东鞠躬。
张园的吼声，代表上海，震动全中国。
此后，北京、安徽、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直隶、湖南等地的拒俄运动也风起云涌，反映出中华
儿女正在不断觉醒的反侵略意识。
　　1904年的“亚齐夫事件”，又把上海人民的拒俄运动推向了新的高潮。
日俄战争以俄军失败告终，一支溃败的沙俄舰队退逃至中国沿海。
这些残兵败将躲入上海后，仍不改其凶残本性，多次在租界结队游行，制造事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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