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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古今中外城市史上，没有一个城市像近代上海那么内蕴丰富，情况复杂。
这里有三类市政机关，三个司法体系，四种司法机构(领事法庭、领事公堂、会审公廨与中国法庭)，
三个警察系统，三个公交系统，三个供水系统，三个供电系统，电压有两种(法租界是115伏，公共租
界是220伏)，有轨电车的路轨宽度也分两种。
　　假如有人想从南京路乘电车去中国城里的某个地方，他必须先乘英国电车到租界边的爱德华七世
大街(今延安东路)，接着穿过马路进入法租界，乘法国电车到南头，然后穿过民国路，再乘中国电车
继续前行。
在这趟半个多小时的路途上，首先可看到的是穿着英国警察制服的英国人、白俄人和印度锡克族人，
然后是穿着法国警察制服的法国人、白俄人和越南人，最后是中国警察。
　　这里人口多元。
域内人口八成以上来自全国各地，包括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湖南、山东等18个省区。
同乡会是他们最熟悉的组织，同乡是他们最亲切的关系，名目繁多的会馆、公所，为同乡寻找工作、
排解纠纷、申诉冤屈、子女就学、看病就医、办理婚丧嫁娶之事，发挥重要作用。
千姿百态的地方话、地方菜、地方戏，成为各路同乡认同的重要标志。
外侨人口最多时超过15万，所属国籍与民族最多时超过60个，各种总会是他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日
本人则自成社区，将虹口地区建成了“小东京”。
　　这里货币多元。
几乎所有重要的列强都有银行在上海发行过货币，确切可计的有18家。
它们发行的各种面值、各种文字、各种颜色、各种图案的纸币，英国女王头像、孙中山头像、自由女
神像、赵公元帅像等，同时出现在上海货币市场上，光怪陆离，莫此为甚。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城市，哪怕是伦敦、纽约那样的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能够像这里有那么多品种的
货币流通。
　　这里教育多元。
除了国人官办或民办的学校之外，有教会办的，租界工部局、公董局办的，外侨团体办的，有在美国
注册、用英语教学、英语考试的，如圣约翰大学，也有用法语、俄语、德语、日语教学的，学制、教
员、教科书、教学方法、毕业文凭五花八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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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饭店是近代上海市民在家之外重要的饮食消费场所，它既包括平民阶层进餐的小饭店，也包括被称为
菜馆酒楼的中上层社会光顾的餐馆，还包括西餐馆，相当于英文中的“restaurant，”。
本书将饭店放在上海城市发展的脉络里，研究其与上海城市发展、城市空间拓展、城市功能分区、城
市生活的关系。
具体来说，近代上海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吸引了众多中国各地人口和许多外侨，因此也汇集了各帮
饮食风味，并传入了西餐。
中西饭店的分布区域随城市的发展而扩张，随城市商业区的转移和城市不同功能分区的形成而向租界
繁华区域集中。
饭店又是一个重要的社会活动空间，为人们进行各种社会交往和娱乐提供了场所，这也使得我们可以
通过这一空间更好地了解这个城市。
    菜场是近代城市社会发展的产物，作为城市公共空间，它的设立、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从一个侧面
反映了近代上海城市社会的变迁。
菜场既为公众所有，也就汇集着各种社会矛盾，菜场里发生的人和事，展示着近代上海城市居民丰富
的日常生活。
近代菜场的发展轨迹，折射出城市居民生活方式以及生活习惯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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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饭店与上海城市生活（1843—1949）　　第一章　上海城市发展的风向标：基于各帮菜馆
的时空考察　　自1843年开埠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上海从一个江南县城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
，被人称为“东方巴黎”；从“东南壮县”发展到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心、工业中心、金融中心、
文化中心。
上海城市的发展，促进了饮食业的繁荣。
开埠后，上海城市的空间不断拓展。
先是租界的开辟，使上海城市的空间被划分成华洋两个异质的空间。
后来租界的发展，使上海城市的重心从县城向租界转移。
租界的示范效应，又进一步促使了华界的发展，上海华界的空间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突出的是闸北
在20世纪后的兴起。
同时，租界也不断向外扩充，这与各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有关。
各国建立租界以后，利用种种借口，拓展租界的范围。
所有这些不仅促使上海城市空间不断扩大，而且也改变了上海城市的布局。
随着租界的日渐繁荣，城市的商业中心开始北移，饮食业的分布随之向北发展。
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工业区、商业区、居住区等不同功能区，饮食业的分布适应了城市
格局的变化。
作为上海饮食业重要组成部分的中餐业即菜馆业，它的发展与空间分布的演变，不仅是上海这座城市
的发展变化的一个侧面，也印证了城市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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