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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能亨与外滩身份认同 ! 姜龙飞

! ! ! !坐拥当下，审视外滩，估计没有一
个上海人会对其身份认同产生怀疑。
它是上海的门面、排场和符号。即使当
!""#年号称“亚洲第一拐”的外滩高
架道被大张旗鼓地拆除，这片寸土寸
金之地面临新一轮改造之时，它的地
域定位及时空走向，仍然毋庸置疑坚
如磐石。在经历了岁月之维的无情筛
选、比较，乃至反复之后，外滩之“根”
早在 $%&年前就已被种下。种植得如
此深刻而准确。
令人惊讶的是，对于外滩身份的精

准定位，来自于一个几乎已被上海人彻
底遗忘的美国人。他发乎本能地，对外
滩作出了深刻理解，完成了一道历史选
题。据上海市档案馆《工部局董事会会
议录》记载，他叫爱德华·金能亨。

故事的发生，距今已相当遥
远———

在担任了近两年（$#'#年 (月)

$#'*年 $!月）的工部局总董之后，金
能亨依然保留着以总董的眼光审视市
政布局的习惯。他没有想到，亚当士，
他原来的副总董，在继他之后担任代
理总董不久，就一改原先的布局，打算
顺应“一些可能会得到好处的人”的舆
论，对从洋泾浜（今延安东路）至黄浦
花园（今北京东路黄浦公园）的黄浦江
西岸，进行某些必要的“手术”，将“外
滩这块愉快的散步场地”，“作为停靠
船只的码头之用”。

金能亨对这样的决策深感忧虑，
尽管这曾是 $#%(年英国佬一眼相中
这片荒芜之地作为居留地的基本理
由。而码头，也的确可以创造立竿见影
的 +,-。
金能亨退出总董一职是他主动提

出来的。在 $#'*年 $!月 !日他参加
的最后一次董事会会议上，他的辞呈
得到了全体董事“非常遗憾”的接纳，
并“代表工部局，对他在担任工部局总
董期间所表现出的才能和工作热忱表

示深切的感谢”。
然而，人去政息的弊端在一切人

群中都顽强地存在着。智商、阅历、才
能、识见，诸元素合成的每一个人都必
然地表现着各自的差异。当金能亨刚
刚告别那些“能在愉快的气氛中一起
工作”的同事们，转身踏上前往日本考
察的航程时，身后的上海租界———工
部局，就已开始修正还散发着他体温
余热的既定方针了。

$#'*年 $!月 (&日，远在日本横
滨的金能亨忧思重重，辗转难眠，许多
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干脆披衣而
起，走到桌前，摊开了信笺。
这是一封写得很长的信，占满了

.%幅面的整整 %页信笺，上海市档案
馆提供的汉译件也足有两千余字———

工部局总董 !!亚当士先生

亲爱的先生"

我想对公众利益所在的问题发表

一点意见# 那就是利用洋泾浜至黄浦

花园这一段堤岸作为停靠船只的码头

之用$$%对这一&明显的变化$$当

别人均闭口不言%时&'我便不揣冒昧

提出我自己相反的看法' 希望能引起

大家的讨论(

外滩是上海唯一的风景点( 由于

那些业主在使用他们的产权时贪婪成

性'将房子建造至沿街'连一寸土地空

隙都不留'这样'外滩的腹地便变成了

糟糕的地方( 外滩是居民在黄昏漫步

时能从黄浦江中吸取清新空气的唯一

场所' 亦是租界内具有开阔景色的唯

一地方(

随着岁月的流逝' 外滩将变得更

加美丽( 外滩很可能在某一天能挽回

上海是东方最没有吸引力地方的臭名

声(

我确信' 没有人会为失去外滩而

不深感遗憾的' 如果大家都知道外滩

这块愉快的散步场地即将失去' 那么

拟议中的计划也就根本得不到任何人

的支持(

航运业并不是商业的主要因素'它

仅仅是其低等的附属行业之一'有点类

似于驮马和载重马车(交易所)银行)账

房才是掌握商业的神经中枢'他们的所

在总是商业人员大量集中的地点(航运

业的出现带来了噪音和尘埃'吓跑了交

易所)银行等机构'取而代之的是利物

浦和纽约堆放他们粗加工产品的堆栈'

整个街道满天灰尘'乌烟瘴气(

英租界的外滩是上海的眼睛和心

脏' 它有相当长一段江沿可以开放作

娱乐和卫生之用' 尤其是在它两岸有

广阔的郊区' 能为所有来黄浦江的船

只提供方便(

这是有机会可以进行公开讨论的

唯一一件事情' 并且照我的看法这是

具有普遍利益和重要性的一件事'因

此所有居民都应团结一心来保持住外

滩$$

只有依靠外侨社会的良知才能挽

救它(

$$

当金能亨喷溅的思绪终于休止于
最后一个字符，兴犹未尽地起身走到
窗前时，他发现，横滨正在撤去夜幕的
帘帷，樯桅林立的港区上空已露出了
蛋青色的晨晕……

需要提请注意的是，金能亨的角
色定位，和他同时代的任何上海人、
乃至中国人都是不一样的。仅仅几年
前，这位美国驻沪副领事，还是企图
摆脱清王朝辖治的、独立的“上海自
由市”的最狂热的鼓吹者；他也是最
早把资本主义的股份制引入上海，并

且藉此快速致富的旗昌轮船公司的
董事长；他还是上海国际公共租界工
部局多年的董事和总董。他梦寐以求
的，是一个经他筛选和复制的、重新
格式化了的上海。这个上海应当被纳
入他的“全球化”原则。出于这样一种
身份本位，他眼中的外滩和东方美丽
家园意识，和我们的，除了地域空间
同一，恐怕没有更多的同一性可言；
和一个作为民族概念的中国、上海，
也不处于同一的世界维度。尽管他人
在上海，借外滩说事；尽管他的立场
客观地维护了外滩和上海的长远利
益。
存在于金能亨心目中的，是一个

与中国背景相脱离的“无根”的外滩。
然而，除非地壳运动、天坼地陷，

地域、空间和人类的生命相比，绝对是
超稳定的。

金能亨虽已卸任工部局总董，但
作为商业寡头和政界权贵的社会影响
力还是巨大的。他反对在外滩建设尘
土飞扬的港口区，反对把外滩变成利
物浦和纽约的货运堆栈，反对外滩重
返开埠之初的低级形态；赞成外滩美
丽、人文、和谐，赞成交易所、银行、会
计事务所等等第三产业来这里落户，
成为凝聚力巨大的金融与商业中枢。
他的这些观点和这封长信，显然对工
部局的决策产生了震动，具有校正航
向之功。也极其超前地，为外滩作出了
功能定位。

在金能亨的推动下，外滩在 /#0"

年以后迅速改变面貌，其簇新的影姿
开始出现在摄影作品和油画画面上。
随着时光的流逝，外滩逐渐变成了上
海最重要的地标，变为了上海首选的
景观标志，变成了上海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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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是，对于外滩身份的精准定位，来
自于一个几乎已被上海人彻底遗忘的美国人。他
发乎本能地，对外滩作出了深刻理解，完成了一道
历史选题。

一百四十多年前关
于外滩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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