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现在的山东中路，始筑于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末，初名庙
街；!"#$年，更名山东路（抗战
胜利后更名山东中路），中段俗
称麦家圈，北段曾叫望平街（今
南京东路至福州路）。

麦家圈的墨海书馆（起初
设在上海县城北门外），%"&'年
由传教士创办，是近代上海最
早的出版机构，引进比较先进
的印刷设备，印行了大量介绍
西方宗教、政治、科学的书籍。
后来，附近还曾设中华书局、大

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
以及商务印书馆发行所等。

望平街曾被誉为“报馆
街”。这一带先后有过数十家报
馆，如《申报》《新闻报》《时报》
《警钟日报》《神州日报》《民
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
报》《时事新报》《中外晚
报》《中华民报》《大共和日

报》《天铎报》《太平洋报》等
均曾驻足。当年，在这条不长的
马路上，每天清晨报贩云集，成
捆的报纸从各报馆搬出，有的
用车拉，有的用肩扛，送往上海
各处和江苏、浙江等地；逢报馆
出“号外”，到此打听消息者站
满街头，贩运报纸者更是挤得
水泄不通，诚若《上海鳞爪竹枝
词》所云：“集中消息望平街，报
馆东西栉比排。”
可以说，山东路与近现代

上海新闻出版业发展的关系颇
为密切。

! ! ! !英国从清代乾隆年间起，
屡次遣使来华提出开辟通商口
岸，均未涉及上海；为何到鸦片
战争时，却盯住申城？要解开这
个谜，得从“阿美士德”号谈起。

!"()年 *月 *+日，一艘
大型西洋帆船自澳门启碇，
鬼鬼祟祟地顺着中国海岸
线北上，此即“阿美士德”
号。那时，英国因要求增辟
通商口岸未果，想用武力来改
变清廷的态度，但苦于不了解
对方沿海地形、港口深浅、防卫
设施，所以便由东印度公司派
出了这艘间谍船。
“阿美士德”号伪装成“乘

风漂至”的迷航商船，实际却配
有多种先进的军事装备。它的
指挥者并非船长礼士，而是原
广州英国商馆职员林赛（化名
胡夏米），及其重要助手郭士立
（化名郭甲利），两人皆“略晓汉
语，粗识汉字”。林赛一伙采取
威胁、硬顶的手段，经过厦门、
福州、宁波，于 +月 *,日将船
驶进长江。第二天，他们在吴淞
口附近换乘小艇，强行闯入黄
浦江，从上海县城东门外登岸，
随即向上海道台衙门递交“希
望得到中国北部港口直接贸
易”的禀帖。上海道台衙门断然

拒绝，并勒令“即速开船，遵照
旧例回粤贸易”。然而，他们借
故拖延，加紧绘制海图、测量航
道、察看要塞，不择手段地搜集
经济情报，甚至还游历崇明岛。
直到 -月 "日，他们才悄悄离
去，继续朝北行驶……
“阿美士德”号返航后，林

赛在撰写的报告中说：“上海事
实上已成为长江的入海口和东
亚主要的商业中心，它的国内
贸易远在广州之上。”“这一地
区在对外贸易方面所拥有的特
殊优越性，过去竟未曾引起相
当的注意”。郭士立的《中国沿
海三次航行日志》则称，“上海
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尤
其是中国中部诸省的大门”。

由于林赛和郭士立的介
绍，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开始觊
觎上海这个“黄金口岸”。

! ! ! ! %"&(年 %%月 %-日，上海
在屈辱中开埠。昔日，在黄浦江
西岸有一条名为洋泾浜的支
流，长约两公里，宽不足 *,米。
清代嘉庆《上海县志》记载：洋泾
浜东引黄浦江水经八仙桥西流，
北通寺浜（今慈溪路、重庆北路
一线）、宋家浜（今苏州河），西通
北长浜（今延安中路），西南通周
泾（今西藏南路）。它虽是一条不
起眼的小河浜，却四通八达。
洋泾浜一带，原先分布着

几家旧式木船行，大片农田里
种植水稻和棉花。鸦片战争后，
洋泾浜与“洋”有了不解之缘。
%"&$年 %%月，英国首任驻沪
领事巴富尔经过强行要求 .迫
使上海道台宫慕久同意划定洋
泾浜以北、李家厂（今北京东路
外滩一带）以南、黄浦江以西
（北界未作说明）的滩地，供英
商建房居留；%"&" 年 " 月，法
国首任驻沪领事敏体尼看中洋
泾浜和上海县城（今中华路、人
民路环线内）间的一片空地，也
不断软硬兼施，迫使上海道台
麟桂于翌年 &月同意将它作为
法侨居留地，于是最初的英租
界和法租界形成。从此，原先默
默无闻的洋泾浜名气大噪，成
为颇受瞩目的英租界和法租界
之界河；“洋泾浜”（或“洋泾”）
一词一度被用作上海租界代
称。王韬在 %"-$年刊印的《瀛
壖杂志》中说：“洋泾浜为西人

通商总集，其间巨桥峻关，华楼
彩辂，天魔赌艳，海马扬尘，琪
花弄妍，翠鸟啼暮，以及假手制
造之具，悦耳药曼之音，淫思巧
构，靡物不奇。”
由于交通的发展，洋泾浜

畔逐渐形成两条小街，南岸称
孔子路、北岸称松江路（今皆融
入延安东路）。浜上陆续架起八
座桥，分别为外洋泾桥、二洋泾
桥、三洋泾桥、三茅阁桥、带钩
桥、郑家木桥、东新桥和西新桥。
该地段商铺、酒家、茶楼、烟馆林
立，西人纷至沓来。于是，“露天
通事”应运而生。当年，懂外语
者被唤作通事，游荡于马路的
蹩脚翻译则被讥为“露天通
事”。随着大批从事经济掠夺的
外商涌入，在没有共同语言又
急于交流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
“商业英语”，西人称为“别琴英
语”（/01203 4325067），华人叫做
“洋泾浜英语”；其特点是以当
地母语为主，夹杂许多英语词
汇，属不同语言人群交流的混
合语言。“露天通事”一般在洋
行打过工，稍谙一些英语词汇，
但读音不准、语法不通，西人听
了勉强可意会。随着“十里洋
场”的畸形繁华，“洋泾浜英语”
曾大行其道。“露天通事”起先
仅 ',余名，最兴旺时达 8,,余
名；“洋泾浜英语”的单词，大约
-,,个，后来由于教授英语的
正规学校纷纷开办和大批留学
生回归，“露天通事”慢慢匿迹。

9:9&年，因洋泾浜已污秽不
堪.上海租界当局开始实施填浜，
修筑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

! ! ! !这几条马路的!身世"表明#

西方殖民主义势力的动机不可

能完全决定效果$开埠在客观上

促进了上海这座城市的近代化%

然而$上海能迅速崛起$最主要

是由于以下原因#第一$地理位

置得天独厚$处在东亚大陆海岸

线中点$由此抵北美和西欧的距

离大致相等&第二$在鸦片战争前

已是江南有一定规模的商业城

市$有近二十万人口$发展潜力巨

大&第三$作为江海要冲和重要商

埠$这里聚集着我国各地的人才$

他们成为城市建设的有生力量%

! ! ! ! 外滩早先俗称黄浦滩。
9"&+年春，英国驻沪领事馆在
这里落户，接着美国、法国、荷
兰、奥地利、西班牙、德国、丹
麦、意大利等国也陆续在附近
设领事馆。9"&"年 :月，英国
植物学家福钧在第二次抵沪时
有这样的观感：“使我惊讶的是
沿岸的外观。我曾听说上海已
建了许多英美洋行，我上次（按
即 9"&(年）离开中国时，的确
有一两家洋行正在建筑；但是
现在，在破烂的中国小屋地区、
棉田及坟地上，已建立起一座
规模巨大的新的城市了。”
上海租界当局在黄浦滩的

第一个市政工程，是用鹅卵石、
煤渣将临江纤道铺成一条马
路。在英租界内的那段筑于

9"&" 年，初名扬子路，后来定
名黄浦滩路 ;抗战胜利后更名
中山东一路<；在法租界内的那
段筑于 9"$+年，初名黄浦滩马
路、法外滩路，后来定名南黄浦
滩路（抗战胜利后更名中山东
二路）。

9"$+年，英国人韦尔斯组
织的股份公司在苏州河河口附
近建收“买路钱”的木桥即“韦尔
斯桥”，因坐落于外摆渡渡口，市
民习称外摆渡桥。9"-+年，上海
公共租界工部局在其东面建免
费通行的木质浮桥（基桩腐烂
的旧桥被折价收购并拆除），因
紧靠公共花园 ;=>?50@ =ABC<即
今黄浦公园，定名“公园桥”
（DAB1E3 FB012E），市民习称外
白渡桥。上世纪初，由于电车引
入上海，必须对位居要津的木
质浮桥进行改建；9:,-年底，全
钢结构的外白渡桥通车后，成
为外滩的一道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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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珍档/

上海开埠后的“脚印”
晚清，当上海朝近代化方向迈进之

际，遭遇前所未有的变局：根据不平等的
《南京条约》及其附约，它与广州、厦

门、福州、宁波一起被强辟为通商

口岸。至于上海因何受到西方殖民主义
势力觊觎，其中有个秘密；而一些早期
马路的变迁，则显现了上海开埠后
的“脚印”……

! 朱少伟吴淞口出现间谍船

壹

洋泾浜与“露天通事”

贰

从派克弄到南京路

叁
! ! ! !鸦片战争前，今南京东路从外滩到河南
中路段只是一条东西向的田间小道。开埠后，
一些洋商发现了它，觉得可以用来跑马。随着
马蹄声响起，它逐渐被整平加宽。附近居民见
西人常在此跑马，遂称之为“马路”。

9"G"年，西人在今南京东路、河南中路交
汇处西北面圈占农田八十余亩建第一个跑马
场，附设滚木球场、英式墙手球场，因内植花木
而叫做“花园”;俗称抛球场<；9"$,年.又组织跑
马总会（HA@E I5>?），并举行比赛。从 9"$9年
起，原先的“马路”正式被分段筑路，因它通“花
园”，便叫做派克弄（=ABC JA3E）或花园弄;DAB!

1E3 JA3E<.俗称大马路。跑马总会在经营三年
后，趁地价上涨将花园卖掉，在今湖北路、北海
路一带另建面积为一百七十余亩的第二个跑
马场，派克弄也延伸到今浙江中路口。9"#)年，
上海公共租界“越界筑路”使派克弄穿过第二
个跑马场，推进至泥城浜（今西藏中路）；不久，
再往西面静安寺方向修一条马路，定名静安寺
路，也叫做涌泉路（抗战胜利后更名南京西
路）。9"#K年，跑马总会再次以高价将地卖掉，
开始在泥城浜西岸建面积为 GK,亩的第三个
跑马场（俗称跑马厅，今人民公园、人民广场一
带）。9"+$年，派克弄定名南京路（抗战胜利后
更名南京东路），已初现热闹街景。
西方冒险家和中国富商均认为南京路是

发财的好地段，纷纷在此租地造房开店；早期
沿街多为瓦屋顶或瓦楞白铁顶两层砖木结构
建筑，通常前做店堂后做仓库。后来，南京路
日益兴盛，犹太裔房地产大亨哈同出于商业
目的，主动向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请缨，斥资
铺铁黎木路面。这样，南京路便成为当年远东
最漂亮的马路之一。

在清末，葛元煦的《沪游杂记》这样记述
南京路及其周边：“上海货物皆有聚市之所；
如绸缎在抛球场路南及东门内外，绣货在盆
汤弄，丝茶栈在二摆渡者居多，洋布呢羽在英
大马路”，“洋广杂货在棋盘街及法大马路”；
颐安主人的《沪江商业市景词》则云：“满街装
饰让银楼，其次绸庄与匹头；更有东西洋广
货，奇珍异产宝光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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