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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上海作为远东第一大城市是中国最早开埠通商

的口岸，也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明的城市之一。随着

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介入，西方先进、文明、现代的城

市建设设施和管理制度也随之进入上海。“工具的现代化

也不可避免地导致思想和社会准则的现代化。”现代化思

潮与上海本土的思想文化结合相融产生了独具特色的海

派文化，使上海成为中国现代化最成功的地区与公民文

化最强大的城市。近代上海中西文化的交融是一个缩影。

透过对上海中西文化交融的研究可以以小见大，管中窥

豹地归纳总结中国的近代化过程。

通过检索数据库与相关文献可知，学术界目前对于

近代上海西方文化传入的研究基本完备。但是大多数成

果着眼于微观的侧面，比如民国初年中西融合的婚纱， 

女子服饰 或是住宅建筑风格 等，缺少一个中观尺度的

概述。这使得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观察犹如盲人摸象，

只知其局部而无法洞悉其整体。本论文旨在以一个比较

大的视角来分析上 1842 年 8 月 29 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

二十四日南京条约签订以后至 1943 年收回租界 100 年间

上海的西化过程、历史渊源、具体体现以及中西结合形

成的海派文化。

一、西人东来与上海开埠

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美国、英国、德国、奥地

利、意大利、法国、俄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渐渐进入

帝国主义阶段。

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向英方开放五

口通商，即沿海的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

港口。上海相比于其他地区西化的领先在于上海的地域

特殊性。洋商喜欢上海，说是上海人乐意做生意。上海

开埠后更多西人涌入上海，使得上海逐渐西化。旧上海

（80-90 年代）经历了列强的入侵，租界的兴起与西方人

的流入。在此过程中促进了文化的交融与外来西方文化

的传入。上海县的部分居民，主动积极地接受东渐的西

方文化，形成某些不同于传统的行为与思想，且积淀而

成为新的习俗。

二、租界促进中西元素的交融

1843 年上海开辟为通商口岸后，英租界，美租界，

法租界相继辟设，随即美法租界宣布二合一。

从一方面来看，西方列强设立租界的行为毫无疑问

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与司法主权，对中国实现了文化

侵略。但是与此同时租界为新思想，新文化的建立业提

供了自由的言论空间，促进了文化交融与中国的近代化。

近代上海得到飞速发展。一八七九年，工程师毕晓

普在乍浦路用蒸汽机试验发电，点亮了路灯，和爱迪生

在纽约试验电灯是同一年。一八八二年，中国第一座发

电厂在南京路营业，比巴黎的第一座商业发电厂只晚了

三年，和纽约的营业电厂几乎同时 。在电气化时代，上

海与全世界主要城市相比也是不相上下。当西方城市花

了二三百年建设的市政规模，上海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就赶上了。以英租界最初范围，即外滩、洋泾浜、苏州

河、河南路四至内的密集楼宇来看，不亚于当时世界上

任何一线城市，这个时期的上海以独有的方式达成了城

市化、现代化、全球化。

1. 租界之行政及司法制度

英、美租界引进十九世纪英国成熟的现代市政管理

制度，与界内华人共享。与封闭、腐败的清朝体制相比，

现代法制更能为租界内市民们接受，渐渐出现了现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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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清末鸦片战争的失败以及《南京条约》的签订，上海成为中国最早开埠的口岸之一。前来东方的西洋

商人，传教士涌入租界与码头。他们带来的习俗，宗教，物什传入上海，耳濡目染地影响着本地居民的衣食住行。

为了容纳宽敞的西式轻便马车，英法租界内铺设马路；为了移民周日礼拜的习惯。天主教堂拔地而起......作者带着

这一系列问题，以上海浦西为主要研究地区，走访上海历史博物馆，外滩十里洋场外国建筑群，走访各地调研。西

人东来造成的不是上海的单纯西化，而是外国文化与当地习俗冲撞融合，形成了所谓“海派文化”。挖掘海派文化的

产生与发展对了解上海以及中国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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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体系下的文化多样性。

公 共 租 界 工 部 局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1854

年）英法美发起（后来法国退出）

法租界公董局（1862 年设立）为法国自行设立。

会审公廨建立于 1869 年，对中国籍人士以及非条约

列强国民有效，审理案件时有代表租界国领事的外国官

员参与或“陪同”中国官员进行审判工作。实际司法权

在租借国，是治外法权的一种延伸。

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正审官为中国人，由领事团推

选懂中文而且受过法律教育的领事官或副领事官担任

陪审官。

法租界会审公廨由上海道台或其代表会同法国领事

或其代表共同审理案件。华人法官负责华人案件，法国

法官负责外国人以及被外国人雇佣的华人

工部局和公董局都有市政府的性质，都采取西方三

权分立的原则组成，纳税人会议选举工部局和公董局成

员，工部局和公董局负责市政管理（下设各个部门），会

审公廨负责审理租界内华人和非条约国民的案件。工部

局董事会作为工部局最高权力机构，主要通过定期召开

董事会议对工部局重大事务进行讨论和决策，将所决定

的事项交工部局具体办事机构执行。工部局的自治度更

高，法租界常要受到法国领事影响较大。

2. 上海租界制度开启中国法制近代化

在中国还未出现近代法制的时候，中国租界法制便

破土而出，然后才有清末的法制改革。因此，中国租界

法制是中国近代法制的一部分，而且还开启了中国法制

近代化的进程。

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开始进入近代社会。中国

近代法制也逐步露出水面，首先是租界法制。这一法制

的体系、制度、内容与语言等等，都具近代性，而与中

国封建法制有天壤之别，性质完全不同。它最早产生于

1845 年的上海英租界，上海英租界法制是中国最早的租

界法制。这一法制成为以后设立租界法制的示范，被其

他租界所输入，成为自己的法制。这里包括了上海其他

租界与上海以外租界。

中国租界的这种早期近代法制以城市区域法制面目

出现，是近代中国城市区域中存在的近代法制。它给中

国带来了法制的新气象，还不断拓展、延伸至城市中的

华界，甚至使清末政府也不得不接受这一法制，派官员

在会审公廨出庭，聘用外国律师等。

20 世纪初世界经济高速发展，进步主义风靡全球，

正好也是上海开埠后国际化，奠定现代城市制度的时期。

因为租界制度的引入，上海与西方经济、文化、政治高

强度交流。

三、西方文化浸润中上海城市近代化

传入上海地区的西方文化积淀在民间，于当时民生

产生多元影响，以西方建筑为代表的十里洋场建筑群，

以西方器用物品荷载传统习俗，使固有民情在物质内容

上发生变化。西方花圃植物为园艺景观添美，食品水果

丰富传统食俗，交通与医疗科技使老百姓生活更便捷更

安稳，西洋报刊印刷是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开端。

上海的外侨中，俄国贵族与犹太人是特殊群体。欧

美侨民大多在上海有属于自己国家的租界，在租界里无

论是话语权还是经济水平都很高，俄国贵族与犹太人则

大多为逃难的难民。上海是背井离乡的犹太难民们的避

难所。从 1933 到 1941 年间，上海总共接纳了三万多名

犹太难民。他们留沪期间造下的教堂、学校与医院，创

办的报刊在上海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俄国贵族

在 1917 年的十月革命后涌入上海租界避难。由于法国政

府反对布尔什维克，于是俄难民多居住在法租界内。流

亡而来的大多是贵族，其中有艺术家，舞者，彼得堡歌

剧院的乐手。他们的到来将芭蕾与俄国文化传入了租界，

增加了文化多样性。

1. 西方报刊的传入

自上海 1843 年 11 月开埠以来，商业贸易和中西文化

交流的繁荣为传媒的兴起提供了适合的经济环境和文化

土壤 . 西学东渐的特点是以科学知识和信仰的传播来互相

促进。上海成为西方文化在华的交流中心，同时也开启

了上海作为近代中国传媒之都的历史。

传教士报刊作为殖民主义者对华军事、经济、政治

侵略的先锋武器，在加剧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中，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中国传统的社会文化造成了

巨大的破坏。但是，其所宣传的西学，对于长期处于封

建思想禁锢下的中国人，具有深刻的启蒙作用。作为一

支传载西方文化的重要力量，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报业

和社会文化的近代化。

西方报刊为了迎合本地老百姓，游说其信仰基督

教，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附会儒学。例如，英国

传教士米怜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每一期的封面

都印上“子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的字句。在文

章内更是大量引用《四书》、《五经》和孔孟程朱的言

论，贴近中国上下几千年的儒家主流思想。刊物中宣传

的道德原则和儒家也有着惊人的相似，中心思想为基督

教义和儒家学说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不过刊物认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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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比后者更好）。这样做，并不表明这些传教士真心崇

奉儒学，而是显然出于宣传策略的考虑。他们很清楚：

对中国人如此生疏的基督教义，如果不附会于中国传统

的儒学，就很难被人接受。米怜曾有过坦率的自白，他

说：“对于那些对我们的主旨尚不能很好理解的人们，

让中国哲学家们（即指、儒家）出来讲话，是会收到好

的效果的。”

2. 本地报刊中出现的西方色彩

耶稣会及其会士实践着西学东渐，在传教过程中潜

移默化的将新思想带入上海。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上海

逐渐取代香港成为办刊中心，出版报刊中较为知名的有

《六合丛谈》《上海新报》等。此后，随着传教士在中国

的传教活动进入稳步发展阶段，传教士中文报刊出版事

业也进入快速发展期，并在 19 世纪 70 年代进入鼎盛期。

文学

《新青年》1915 年创办于上海，30 年代海派作家群

出现：

●左联：鲁迅、郭沫若、茅盾等组成

●鸳鸯蝴蝶派：张恨水、周瘦鹃

●新感觉派：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

●海派女作家：张爱玲、丁玲、苏青

海派文学（狭义上不包括左翼文学）的特点：大众

化的新文学（言情小说占多数），反对宏大叙事，对都市

生活既有欣赏，但同时也有作为他者的疏离感和幻灭感

（描写大都市对人的异化和精神压迫）

科学

自上海开埠以来，商业贸易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繁荣

为传媒的兴起提供了适合的经济环境和文化土壤，当这

个地球上的一部分人已经开始用科学知识作为工具来改

造生存环境和促进人类幸福的同时，此时在上海，伴随

着近代工业化的萌芽和救国思想的兴起，也诞生了中国

近代史上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团体。

其中的一部分人选择从事科学媒体的实践，用理性

的思维方式来说明自然现象及社会现象，他们面对的不

仅是自己的精英小团体，更多的是面向中国的普罗大众，

这使得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兴起的沪上科学媒体，逐步打

破了由传教士和“舶来品”垄断的状态。

余论

罗兹·墨菲说：“就是在上海这个城市，中国第一次

接受并汲取了十九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治外法权、实力

外交、租界居留地以及侵略扩张精神等一系列历史经验

和教训；也就是在这个城市，西方文明特有的那种理性

的、法制的、科学的、工业化的、高效率的和扩张主义

的因素，与华夏文明固有的那些因循的、唯直觉论的、

人文的、尚农的、低效率的和闭关自守的因素首度交流

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文化。

西化对于旧上海是现代化，进步的过程，不可否认，

西方的理念，生活和商业模式等是上海的城市和文化的

重要参照资源，它给我国的城市化注入了新鲜血液，提

供了新思路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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