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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一　　最近20来年，上海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备受重视。
成果丰硕，人才辈出。
其中，日本学者占有重要地位。
他们在1990年就成立了上海史研究会，那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学术团体，由日本各学校、研究机构中对
上海史有兴趣的学者自愿组成，定期举行读书会、研讨会，组织课题，出版论文集和各种著作。
来自日本各地的学者自筹经费，参加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未间断。
他们分别在东京和上海举行过多次讨论会，组织过读书会，讨论上海学者所编写的《上海史》、《近
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通史》，也举行过关于上海人物、租界、文化、上海的日本居留民等研讨
会。
每次开会，都准备充分，讨论深入。
以此为基础，他们还出版了一系列与上海史密切相关的书籍，对扩大上海的国际影响，传播上海史研
究成果，起了很大作用。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与日本上海史研究会学术交流频繁，最近十几年每年都有学者往来，
或参加会议，或作访问研究。
鉴于研究上海史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我们经商量，共同主办了这次会议。
会议共收到16篇论文，提供者都在40岁以下，评论人则是岁数较长、资历较深的学者。
会议经办人也部是年轻人，中方以廖大伟、甘慧杰为代表，日方以岩间一弘为代表。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年龄的大小与学问的深浅没有必然联系，但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在—
般的学术讨论会上，年轻人崭露头角的机会总要少些。
我们选择这种开会方式，目的就是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
我们开过很多以上海史为主题的讨论会，但以年轻人为主角的这是第一次。
会议开得朝气蓬勃，非常成功，详细情况可见本书综述部分。
　　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中心人物有高纲博文、小浜正子、菊池敏夫、孙安石等，灵魂则是会长古厩忠
夫先先生。
占厩先生为这次会议倾注了大量心血。
会议原定由我和古厩先生共同主持，先生因病未能到会，所有到会者均深为怅憾，都衷心地祝愿他早
日康复。
令人万分哀痛的是，古厩在2002年初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值此论文集山版之际，谨向山厩忠夫先生表示深深的悼念。
　　二OO四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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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继《租界里的上海》之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推出的又一本深入讨近代上海社会、文化和日常的
学术专集。
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均为中日两国在上海史研究方面崭露头角的青年学人。
他们以新视角、新方法解剖老上海，与通常的看法多有不同，将给读者带来可以想见的新收获。
     最近20年，上海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备受重视，成果丰硕，人才辈出。
其中，日本学者占有重要地位。
他们在1990年就成立了上海史研究会，那是一个纯粹的民间学术团体，由日本各学校、研究机构中对
上海史有兴趣的学者自愿组成，定期举行读书会、研讨会，组织课题，出版论文集和各种著作。
来自日本各地的学者自筹经费，参加活动，一直持续到现在，从未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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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月之，男，1949年12月1日生，上海市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教授，中外现代化研究中心校外兼职研
究人员。
著作有《上海通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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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序二 社会解析   论上海成长发展中的“江南因素”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中的预备立宪公会   北洋
政府时期上海的慈善组织与慈善事业   城市化中的上海闽商     ——整体的衰弱与泉漳会馆的活力   近代
上海钱庄信用特点探析(1843—1936)   近代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述略     ——以结构与功能为中心   近
代上海人力车行业的结构     ——以20世纪20—30年代公共租界为例   华界陆上公交的发展与城市现代
化(1927—1937)   从“舞潮案”看战后上海市社会局的处境和职能 文化视点   文化市场与上海出版
业(1912-1921)   上海都市大众文化与民族形式   学术与工商的聚合和疏离     ——中国数学会在上海 生活
场景   近代上海服饰变迁及其动因分析   上海里弄住宅的社会生产     ——城市菁英及中产阶级之城郊宅
地的形成   1940年前后上海职员阶层的生活     ——近代中国都市的新中间层初探   中日两国的YWCA及
其相互交流     ——城市中层妇女的社会活动与基督教   上海史青年学者国际研讨会综述廖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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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从苏杭到上海：江南区域中心的转移　　江南，泛指长江以南，但由于行政建置的变化及习
惯等因素，历史上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含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江南”，以明清时期的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苏州、松江、常州、镇江
、江宁（明称应天府）“十府”为核心区域，相当于今上海市、江苏南部及浙江东部、北部一带。
　　先从几个数据来看明清时期江南在全国的地位。
以承担税粮而言，在全国范围内，“大抵苏最重，松、嘉、湖次之，常、杭又次之”。
④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全国夏税秋粮以万石计，总共2944万，其中苏州府281万，松江府122
万，常州府65万，镇江府32万，应天府33万，加上浙江布政使司（以杭嘉湖宁绍五府为主）275万，
计808万石，江南“十府”合计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以上”。
这一比重此后有增无减。
到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江南十府（含太仓州）额征田赋为285万石，约占全国的31．8％（全
国总计897万石）；在征收地丁正杂银方面，江南十府（含太仓州）数额为427万9790两，占全国的14
．17％（全国总计3021万两）。
而江南十府（含太仓州）之田地共计5659万9410亩，仅占全国田地总数的7．58％。
　　同时，江南也是全国重要的棉花、棉纺织业基地和主要的产丝区。
在区域经济中，松江与北部苏州、太仓、镇江沿江沿海地带，以及南部嘉兴、杭州、宁波、绍兴沿钱
塘江两岸联成一片，形成了种植与加工结合的棉纺织生产基地。
它和西部环太湖一带植桑缫丝织绸为特色的丝织专业区遥相呼应，在传统中国经济中扮演着最活跃的
角色。
以“松江布”为例，据有关学者估算，明代后期仅松江地区的棉布年产量大致为3000万匹，清前期则
可能达到5600万匹。
清人钦善的一篇《松问》，为我们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大批商人风餐露宿，披星戴月，奔赴于长江南　
　北、长城内外贩运松江棉布的忙碌情景。
此外，早在乾隆初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也开始经销中国布，在贸易中他们发现广州货穿洗后
容易褪色，而江南地区所产的棉布（他们称之为“南京布”）则不易褪色，所以，到18世纪80年代，
该公司便经常贩运苏松地区所织的紫花布到英国本土，初时数量约2万匹，以后逐年增多，到1800年后
扩大到20万匹。
除欧洲市场外，美国及南美，“亦莫不有中国土布的销路”，特别是那时棉工业尚未发达的美国更是
成为中国土布的重要主顾。
有数据表明，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十二年（1795-1807年）和嘉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年（1817-1830年）两
个时期里，中国棉布的外销量相当之大，每年输出量都保持在100万匹以上。
江南的丝绸，在海内外也享有盛誉。
自宋元以来，江南一直是我国丝织业中心之一，清代在江宁、苏州、杭州三处派设织造官员，通称“
江南三织造”。
三处织造局生产的丝织服饰，起初只是满足宫廷需要，所谓“上用”，后逐渐发展到供应朝廷对内外
大小官员的赏给之用，即“官用”。
除“贡品”以外，民间丝织晶的销量也很大，到了近代，江南所产的丝在中国的出口贸易中占据重要
份额，这一点，我们在下面将有详细论述。
　　粮食、丝、棉之外，其他如茶、麻苎、蓝靛、漆、桐、柏、竹、木、渔、盐，在江南地区都有专
业化的生产。
专门的手工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
这种地域分工和行业分工，反映了江南地区生产专业化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商品经济的发达。
　　江南是传统中国的精华，每年要从这里输出大量的米粮、丝绵织品以及其它各种物产，同时它是
国家最主要的财税基地，在中国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天下富庶莫过江浙”，而明清时期江南的精华，又集中在运河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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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长江，运河自北而南，沿岸依次有镇江、常州、苏州、嘉兴、杭州诸城市，在苏州、嘉兴之间，
有河港各与湖州、松江府城相连。
这些城市在全国都有一定的知名度。
在江南的运河沿岸城市中，苏州、杭州更是其中的“明珠”。
　　苏州在江南区域中的地位相当重要。
时有“天下四聚”之说，苏州即为江南之“一聚”，集聚一说，主要指经济特别是工商业繁荣而言的
。
那时，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以高度稠密的人口支撑起来的商业也表现出空前繁荣，这方面的记
载是大量的：“四方巨商富贾鳞集之区，灿若锦城，纷如海市””；“阊门外商贾鳞集，货贝辐辏，
襟带于山塘间，久成都会。
”时苏州号为“江左名区”，其声名文物，播扬天下，且被视为主天下雅俗的地方，所谓“苏人以为
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海内僻远皆效尤之”。
”苏州成为江南区域的中心城市由很多因素促成：其一，是地理上的。
江南地区以平原为主，这里河网交织，港汊纷歧，却又“湖河联络”，众多的江河、湖泊、港浦形成
了一张稠密的水网。
这张水网把江南区域内的各个点，大至省会、府城，小到市镇、村社，紧密地联接在一起。
水路河道的这种经络关联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也指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行政控制离不开“左右
逢源”的水网，漕粮、布匹以及名目繁多的贡品也要借助水道的运输，商人往来、贸易的兴衰更是维
系着河道的变迁，以至文人赶考、文士结社也都依赖水路进出。
发达的水运为江南在空间地域上的沟通与整合创造了便利条件。
在四通八达的江南水网中，苏州无疑居于“要津”位置，处太湖之东，太湖水由江河人海，支流蔓衍
，贯通江南大地，有人形容太湖是以无锡为其首，以松江为其足，以湖州为其背，而以苏州为其胸。
处于“胸”腹的苏州，又经南北大运河，而与全国各地相连贯。
其二，历代行政建制也在不断加固与强化苏州的地位。
在中国，行政设置对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重大的。
鉴于苏州地理位置的突出，历代均较重视苏州的建置，从其沿革来看，先后有吴郡、吴州、苏州、中
吴军、平江等不同名称，所辖管的地域范围屡有伸缩，到了明清时期，苏州府辖属的地域基本稳定，
形成了“三县附郭而居，六邑环其外”的格局，并延续了五百年。
清初，长期作为府城的苏州，其行政级别有所提升，顺治十八年（1661年），分置江南右布政使，驻
苏州。
至康熙六年（1667年），分江南为江苏、安徽二省，改右布政使为江苏布政使司，仍治于苏州。
　　江南的另一个重要城市杭州，在北宋时已是民物康阜，人烟浩瀚，蔚然而为东南重镇，成为南宋
都城后，杭州人口逾百万，兴盛一时，可以称得上是12、13世纪世界上最繁盛的城市之一。
明清时期的杭州作为浙江省会，居于大运河的南端，仍保留着江南大城市的地位，人口保持在百万左
右。
　　与苏、杭等繁华都会相比，那时的上海僻处海隅，在江南城市中扮演的是“配角”角色。
造成这一状况的缘由，一方面与明清以来统治者长期实行的“海禁”及闭关锁国政策有关；另一方面
是由于当时整个江南的交通与商业网络是以运河为中心，运河承担了这一区域大部分的物流。
在以运河为主的运输体系中，上海只是一个末端。
但上海具有滨江临海的特点，这种地理上的优势又预示着上海有着更多的发展空间。
这种迹象在上海通商开埠以前已有所显露。
康熙以后沿海的“开禁”；作为江海交汇的港口城市，上海的商业贸易有了一定发展，嘉庆《上海县
志序》中写道：　　上海，为华亭所分县，大海滨其东，吴淞绕其北，黄浦环其西南。
闽广辽沈之货，鳞翠羽集，远及西洋暹罗，岁亦间至。
地大物博，号称繁剧。
诚江海之通津，东南都会。
　　　　泉漳会馆保持活力的原因　　泉漳会馆的发展历史，至少说明了在闽商尽显颓势的大环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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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漳商人仍具实力，说明会馆组织在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霜即使到民国仍保持着活力，其原因何在？
　　首先泉漳会馆是由商人缔结和运作的同乡组织，它不同于其他省市的一些移民会馆和试子会馆，
从上世纪40年代泉漳会馆留下的大事年表、会馆章程可知，协调商务，关注商情一直是泉漳会馆的重
要功能之一。
比较各同乡团体的章程，关注商情也属普遍，但泉漳会馆的特别之处在于：专门设置商务股，“处理
调解会员商行间所发生纠葛事件，并主持关于同帮商务规例一切事宜。
”它有着对涉及18家公司的经济纠纷案调解成功的记录，而其他许多会馆只是商帮的“后勤”机构，
真正涉足商务的并不多。
会馆还常作为代理人出面与同业公会或一些商业团体发生联系。
如“糖商同业公会”中的福建帮，分属泉漳会馆、晋惠会馆和兴安会馆，糖商同业公会“与各帮号家
如有订立协议事项”，即由这些会馆“代表办理。
”为了维持会馆生机，泉漳会馆也直接进行一些商业经营活动。
1919年，杂粮油豆饼同业公会成立，会馆拨出一部分资金人股。
上海杂粮油豆饼同业公会由豆业萃秀堂和米业仁彀堂发起，汉口帮之成志堂、镇江帮之暨远堂、广帮
之慎守堂、泉漳会馆、三山会馆、晋惠会馆等八帮出资建立。
会所在南市民国路（今人民路）377号。
除此之外泉漳会馆的房地产经营也相当出色。
月收入为27．754千万元。
从某种角度说，它已成了一个经营机构，而不象其他福建同乡组织，只是在慈善、救助同乡、方面发
挥作用，对于商务仅限于收集商情资料、互通情报之类。
在上海这样的商业大都会中，泉漳会馆直接涉足商海，适应了商业城市发展的需要。
因此成为同籍会馆中生命力较强的会馆。
　　其次是会馆的祭祀功能，使它具有很强的亲和力和聚集力。
供奉、祭祀神偶几乎是所有会馆不可忽缺的职能之一，但由于泉漳会馆成员从一开始就是以海商或渡
海而来经商者为主，生命与事业很大程度上系于变幻莫测的大海，于是尤其看重对海神的顶礼膜拜。
他们不只停留在一般的供奉，而是常常举行盛大仪式。
王韬《瀛蠕杂志》卷2记载：闽人所建的天妃宫，“海船抵沪，例必斩牲演戏”以庆祝航海的顺利与
商业的兴隆。
其祭祀天后的情景可想而知。
上海的会馆、公所都有供奉天妃的习惯，但每年3月23日天后诞日举行盛大集会，并延续三天，此只见
泉漳会馆一家。
泉漳会馆将对天妃的供奉作为与他们生命和事业密切相关的精神依托。
“吾邑人旅寄异地，而居市贸易，帆海生涯，皆仰赖天后尊神显庇，俾使时时往来，利益舟顺，而人
安也。
”泉漳会馆的主体建筑很精致，其结构造型既带有福建民居的风格，更类似于庙宇建筑，祭祀神偶的
情结相当浓重。
会馆建筑经费大多来自于捐赠，因此会馆的豪华精致一方面体现出会馆成员商业的巨大成功，另一方
面也显示了会馆成员对会馆捐赠的慷慨异常，泉漳商人不惜巨资修缮馆舍的热情，很大部分来自于对
神偶的供奉，这种宗教情感与实际的物质生活息息相关，事业受挫即以捐赠图兴旺，事业发达就以捐
赠还愿。
这样不仅使福建会馆一般都富丽堂皇，而且经费往往也很充裕，可从容举办一些为同乡服务的实事。
进人民国，在与同乡会并驾齐驱过程中，其为同乡服务方面，比同乡会更具优势。
在这方面除粤商会馆及后来居上的甬商可以比肩外，其他省份的会馆都不能望其项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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