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自从租界开辟后，租界内的道路逐渐
有私路和“公路”的区别。凡是工部局修建
的，或私人修建后因无法管理而交给工部
局的属于“公路”，其余的就属于私路。比如
!"#$年 "月 %!日，工部局工务委员会应
某些租地人的请求，接管了虹口浜下游的
一段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及该地界平面图
上注明的几条交叉路。平面图显示了哪些
是公路，哪些是私路，公路用颜色表示，私
路不用颜色表示。

工部局得到私路是需要花费费用的，
即使是无偿得到，也要在修建上花费一笔
钱财。比如 !"&$年 '(月 )日，董事会会议
上宣读了麦克莱恩先生的来信，他代表威
尔斯房地产公司董事会以及第 "$*号册地
业主汉璧礼先生提出建议，准备向工部局
出让一条新马路：从黄浦路（霍华德码头对
面）通向百老汇路（差不多在天潼路对面），
由工部局修筑及安装路灯、下水道等。经讨
论，会议通过决议：董事会代表公众接受其
捐献，并致以谢意。会议还考虑今后把这条
马路作为天潼路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成
为工部局的道路及工部局所建造的“公”
路，为了防止被侵占，工部局就在路边竖立
工部局道路界石（+,-,.，即 +/0121345

-6/0215 .647的缩写）。并在工部局的详图
上标明竖立这些路石的确切地点，对这些
道路的建造设立档案。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陈列着这种

界石，石质，高约 !!*厘米，宽近 !8厘米，
厚约 $,8厘米，上面刻着 +-.三个英文字
母。竖立这些路石的作用就在于明白无误
地告诉大家，这条道路属于工部局的，也是
公众都可以使用的。它的明显好处在于一
旦被人侵占，就会很快被工部局所获悉，不
会因为由于道路被蚕食时间过长而造成难
以解决的问题。也许人们会感到奇怪，工部
局作为公共租界的最高管理机构，难道它
所竖立的路石会被人轻视，它的道路会被
侵占？且不管是什么原因，工部局道路被侵
占，马路界石被挪动的事确实发生过。

!"&8年 8月，兆丰路（今高阳路）被公
和祥码头侵占。当月 9!日，董事会会议决
定写信给该码头管理人，请他们将工部局
马路界石恢复原位，将侵占马路的栅栏后
撤。并说该马路在当初虹口与本租界合并
时是 9*英尺宽。工部局不能一言不发就把
公众用了多年的土地放弃掉。当时事情比
较顺利地解决了。以后虽又发生过类似事
件，但最终在依靠道路界石档案记录的情
况下得以解决。
道路界石，不单单是工部局一方想竖

立的。在一条道路上，路石间有着一定的间
距，一些私人沿路造房，为避免今后可能产
生的麻烦，也会向工部局要 +,-,.路石，竖
立在其所造房屋两端，和工部局道路分清
界限。如 !"&)年 :月，工部局想拓宽直隶
路（今石潭弄）和福建路（今福建中路）之
间的宁波路，但被一个叫高易先生的房子
挡住了。多次书信交谈没结果，董事们在 :

月 $ 日开会时，索性将高易先生请来面
谈。高易在会议上明确表示：如果董事会
在他开始建造房屋前，就向他建议要拓宽
马路，可能会让他交出一部分地产，达成
一项协议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但董事会
是在他建造了房屋并对该地产进行了布
置后，才写信给他，因此他要求得到十足
的补偿。他提出 (***两数额的要求，就是
要使谈判无法继续进行，因为他个人并不
希望拓宽这条马路。董事白敦说，高易已
设置了工部局马路石来作为他在建造房
屋时的标志。最后，工部局补偿高易 (**

两银子，作为把他在宁波路的房屋向后移
动的补偿。

除了一大纪念馆陈列的这种样式外，
我还曾在其他地方见过另外一种样式，比
较小，9*多厘米高，宽度略微比高度宽些，
花岗岩质地。单面横着阴刻 +-.，下端较
小些，可以明显看出是插入到道路中的。

+,-,. 这工部局马路界石的主要用
途，是作为工部局道路边界的标志，在当
时是使用得非常多的，但现在却是比较少
见了。

! ! ! !外国人要想租地，先与土地业主
商谈，价格谈妥后，到领事馆登记。一
般是哪个国家的人就到自己所属国家
的领事馆去，但不限制，因此也有英国
人到美国领事馆登记注册的，美国人到
英国领事馆注册的事。由于当时英国人
势力比较大，又有英租界的存在，所以
到英国领事馆去登记的人非常多。英国
领事馆将这些材料送到上海道台这里，
经审核同意，在租地地契上加盖道台
的章（即形成了人们习称的“道契”），
土地租用（由于采用“永租”的方式，实
际上就是土地买卖）就成立了。
为了防止土地纠纷的发生以及税

收等因素，租主按规定对所租用的土
地周边设立界石，这种界石就是租地
界石，或称地界界石、租地界碑、租地
地界碑。由于当时这种界碑竖立得很
多，现在还有时会在某些未造新楼的
地方发现，并且发现的界石绝大多数
是“;,-,<=>”，后面还有 9、)、8位阿拉
伯数字。;,-,是 ;?1@1AB -60A/54?的缩
写，意思是“英国领事馆的”，<=>，是
C6, 6D <6@的简写，意即“地块编号”
“地块号”；但早期常常简称“分”，后来
简称“号”，现在一般翻译为“册地”。如
不 久 前 在 平 凉 路 发 现 的 ;,-,

<=>'%''&石碑，意思就是英国领事馆
（注册的）第 '%''&号界石，简称“英册
'%''&号界石”。
这种形式的碑是最常见的，有的

碑内容多一些，如 <=>'%8"：刻有年份
（'""'）、业主姓名的缩写（.,E,F）、外
商洋行的中文名称（公平行），不过省
略了“;,-,”。据《上海道契》记载，该界
石的道契为英册 '%8"分，地契号为
'%8' 号，由英商公平行阿丁特尔申
领，发契时间为光绪七年八月初七
（'""'年 $月 G$日）。阿丁特尔或又
被译为亚丁达，曾任 '"&"年、'"&$年
届工部局董事。'""'年时为公平洋行
四大股东之一，虽然名列第三，不过该
年第一股东伊伏生不在上海。从 '""G

年英界纳税人会议记载来看，公平洋
行不仅实力不凡，阿丁特尔也在那时
实际管理着该洋行。由阿丁特尔代表
公平行永租田地，并在这块碑上刻上
他的姓名也就很自然了。

外国人租地并不局限在租界内，
在租界外租地是很常见的事情。因此
如果在租界外发现租地界碑，不能认
为这些碑是从别处搬来的，相反，从这
现象中可看出当时外国人在上海的不
守规矩，从中可看出一些清朝官员的
无能与无奈。

! ! ! !租界界石，就是在租界的边
界所竖立的标志物。一块地域有
四边，应该在四边竖立，但有些租
界因为有大的江河作为天然的标
志物，所以往往只在两边竖立。比
如英、美租界，因为黄浦江和苏州
河的关系，只在两边竖立界石。法
租界的东面是黄浦江，北面有洋
泾浜作为与英租界的分界，因此
也只在南、西两面竖立界石。随着
租界的扩张和洋泾浜填没等因
素，租界界石通常在三面竖立。
租界界石，习称租界界碑或

分界碑，一般都比较大。即使碑上
文字称为“界石”，但质地通常是
铁质的。'$$&年 G月，某工程队
在开挖延安中路成都路附近路面
时，施工人员在地下发现两块均
铸有中外文文字的铁碑，随即暂
停施工并电告上海市文物管理委
员会。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派人查
看后，将这两块铁碑运到了博物
馆。一块是英美租界界石，另一块
是法租界界石。

英美租界界石大半个人高，
上面铸着中英两种文字，意思是
相同的。中文文字写着：“此界石系
由上海县宪委，英美租界会审委员
会，会同城乡各绅董与代替各国领
事美国副总领事、代替工部局董事
管理工部局工务正副二员，公同合
议定实。光绪十九年三月，西历一
千八百九十三年五月会立。”

这界石是 '"$%年美租界扩
张时所订立的。美租界设立于
'")"年，在 '":%年与英租界合
并，称之为英美租界。'"$%年主
要在虹口那里扩张，实际上是美
租界的扩张，因此在北面竖立了
铁质的 )*块界石。这种界碑比上
面那种稍微小些，文字也不一样
且比较简单。中文就“美国租界”
“分界处”七个字，英文的意思是
“上海虹口或美国租界边界”；在
右下角有界碑的编号。'"$$年英
美租界再次扩张，这次扩展的范
围很大。新界界址东自杨树浦桥，

至周家嘴止；西自龙华桥至静安
寺，再从此到苏州河南岸的新闸；
南自法租界八仙桥至静安寺；北
自虹口租界第五界石起至上海县
北境，即宝山与上海县的交界处。
扩张后的租界中文名称改称为公
共租界。目前看到这时期的界碑
较高，约一人身高。铁质，底部略
空，呈三角形。一面中文“公共租
界石”，一面公共租界石的英文缩
写（HI;，全称是“;6/074?J 6D

H6?K1L0 IK@@5KMK0@”，意译是外国
人居留地边界，但根据当时的规
定，“H6?K1L0 IK@@5KMK0@”应翻译
为公共租界。），另一面没有文字。

上面提到的法租界界石，大
小与英美租界界石差不多，上面
有中法两种文字，意思相同。中文
文字是：“此界石系由法总领事
甘，会同中华民国外交部特派江
苏交涉员兼沪海道道尹杨，按照
民国三年七月十四日所出告示内
载明四址，限同定立。”法租界设
立于 '")$年，曾多次扩张，这块
界碑是 '$')年最后一次扩张时
所立，编号为 '8。
目前所看到的法租界界石还

有一种，那就是 '$'%年法华民国
路租界界石。G*世纪初，上海县
城的老城墙因为妨碍了经济的发
展，因此要求拆除老城墙的呼声
很高。辛亥革命后，这个要求得到
了执政者的同意，具体事宜由上
海县政府和上海市政厅操办。在
拆除城壕的同时，顺着城壕的位
置铺建一条环城道路。'$'%年 :

月，城北铺路工程完成，新路称为
民国路，因与法租界交界，又称法
华民国路（今人民路）。为分清华
界与法界，在旧时的界限处设立
了铁质的界石，据记载共有 G)

块。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有一块，长
'%)厘米，宽 '%G厘米。界石的右
侧是中文，上面是“中华民国二
年”“上海市政厅”“第捌号”；左侧
是“-+H（上海法租界公董局的法
文缩写）”“'$'%年”“C6,"”。

! 吴志伟

! ! ! ! '")% 年上海
开埠后，在上海县城
（今人民路中华路圈内）的
北面，相继出现了英租界、美
租界和法租界，后来英美租界合并
成了公共租界。G*世纪 )*年代初期，
外国租界先后消失。近百年租界时期结束
了，但反映那时期的物品多少还留存了一些
下来，其中有标示租界边界的界石、在租界内外外
国人租地的界石和工部局道路界石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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