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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作者）说来凑巧，今年又恰好是上海开埠第170个整年，本书的再版，也可算作是对历
史的一次致敬、对生我养我的这座城市的感恩吧。尤其让我意外的是，修订中，我竟油
然而生与这座城市耳鬓厮磨的感觉，这是我以前从不曾有过的。 

内容简介

《上海租界》一扫以往租界书写学术化、史料化的痕迹，是一部将文学手段贯穿其间的
规模化的非虚构之作，迄今以来鲜见。 全书起笔于上海开埠，收笔于租界终结，全景式
地描绘了自有渔村以来上海所从未遭遇之历史大变局，酣畅淋漓地活画了百多年来东西
方各色人等的滨浦命运；在以流畅、睿智的语言见证着上海史书写的别一种可能性的同
时，忠实地捍卫了以档案史料作为骨架支撑的历史真实性，以及重构和再现租界场景的
主观可能性。

作者简介

姜龙飞，祖籍山东，1954年3月出生于上海，曾下乡、当兵、做工,凡16载，中共党员，
毕业于上海教育学院中文系。著有《档案启示录》、《解密档案》、《缓冲地带》、《
海上旧事》、《警界儒风》、《上海租界百年》、《你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等文
集和专著7种，主编和与人合集10余种，另有500余万文字散见于报刊。多所高校兼职教
授及研究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评审专家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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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丽川初登上海滩
小刀会勇夺上海县衙
吴健彰乔装潜逃
海关大权旁落第一章宫慕久、巴富尔与上海租界起源宫慕久与《上海土地章程》
巴富尔与上海开埠英商居留地首开租界先例青浦教案英租界首次扩张开辟美租界
敏体尼首创"租界"新概念黄浦江边的"钉子户"第二章一对广东老乡的生死际遇
刘丽川初登上海滩小刀会勇夺上海县衙吴健彰乔装潜逃海关大权旁落泥城浜与泥城之战
华洋合力围剿小刀会第三章崛起于老城厢卧榻之侧迅速膨胀的租界
华夏与夷狄搅和成一锅粥新的租地章程与工部局成立从"更夫"到"巡捕"爱棠与公董局
沦为"危邦"的上海第四章乱世商机把商机变为现实的金能亨从夹缝中崛起的买办
第五章流产的"独立共和国"与公共租界李秀成兵临上海洋寡头的上海之梦
第六章物化的西风东渐所谓"外滩"最老的外滩建筑--英国领事馆
老资格的外滩建筑--礼查饭店看一眼真实的租界细节中的上海
第七章杂交，从物质到精神的惯性导人租界，从居留地到城市是是非非说时尚
"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工部局乐队第八章纯欧版空间格式化跑马厅的三次移扩建
从英国总会到上海总会以和平女神命名的德国总会
第九章围绕外滩与外滩公园的历史风云送他一个神圣的头衔--外滩之父谁家之外滩
园禁之争第十章会审公廨，从司法之争到民族对抗凭空而来的一则情报会审公廨的由来
德为门发飙与《苏报》案群情激愤上海滩四明公所的斑斑血泪从罢市到流血
善后交涉余波激荡收回会审公廨第十一章拆城填壕筑路，百年前的系统工程
1912年1月19日述评上海城墙沿革保城派初战告捷拆城派的质疑和理由认同，还是降服
第十二章五月三十日的租界五卅运动的缘起一衣带水的危险邻邦最后的五分钟到了
来自国际司法调查委员会的法庭调查第十三章被外力终结的租界"孤岛"沦陷
工部局的日本时代水深火热的美英侨民美英日竞相亮出橄榄枝跋郑家尧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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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2007年初，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和文汇出版社启动了海派文化丛书的写作，并且
将我的这本关于上海租界的书稿，纳入了第一批出书计划。但由于我个人的一些原因，
直到一年多后的2008年5月，才将书稿杀青，并于当年8月出版。
一晃又是5年过去了。2013年10月，我的责编、文汇出版社来电，征询我对本书再版的意
见。那还用问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并且由衷感谢。欣喜之余，我还不禁生出些小小
的得意，不是得意于自己的水平有多高，而是庆幸这种有关上海史的写法终于得到了读
者认可。除了通史类及学术类写作，上海的历史叙述迄今鲜见有以文学手段贯穿其间的
规模化的非虚构写作。
我从来不把自己的文字当回事，写是兴趣，不写也是兴趣，写与不写都无关宏旨，没什
么大不了的。但既然写了，就不想再按他人的路数走。
按照海派文化丛书组织者当初的要求，也不是要我写一本经院式的租界史，他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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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述起来比较复杂，但我想我还是听懂了，并试着按我的理解进行了概括，那就是：说
人话，写人事，有人味，给人看。有人指这种要求为历史写作的文学性，即形象塑造一
类；其实不必兜那么远，一扯文学，马上就让一些人联想到虚构夸张，好像不太可信似
的。事实上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史学叙事本身亦具有深厚的纪传体写作传统，文史
不分向来就是中国文化的滥觞，一点都不新鲜。也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才会被文学界
和史学界同时奉为鼻祖和典范。只不过后来的学术据称是发达了，门类才越分越细，弄
得国人对正宗史学越来越敬而远之。
琢磨自己这么多年的阅读体验，能给我带来快感的历史叙事，大体都有这样一些特征：
研判史料，玄想问题，不再留筋骨而剔血肉，冷冰冰见事不见人；描述更趋感性，落笔
更重细节，拆析史实更添几分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人文关怀，情采与识见兼备；自觉
秉承"通古今之变"的衣钵，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尽可能打通两端，力求知会本末，温
故的目的，是为了更明白地知新；搜寻隐匿在史料中的情境画面，还原（或重构）历史
的现场感，有很强的"今月曾经照古人"的现实观照--我不太清楚自己的这番解释，是不是
符合了海派文化丛书组织者的要求，也不清楚自己的操作能不能适应读者的阅读需求。"
口之于味"，既有"同嗜"，也有"非同嗜"，强求不得。
最后想说的是，进入21世纪以后，上海市档案馆编纂和翻译的两套"大部头"，差不多同
时足月分娩，呱呱坠地。一套是《上海租界志》，一百一十九万余字；另一套是《工部
局董事会会议录》，八百四十七万余字，中英文对照，洋洋洒洒，足足二十八大本，摞
起来几乎与一个成年人等高。两套"大部头"，加起来字数超过千万，真是一项了不起的
工程！用一些"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荫泽后人"之类的词汇予以描述，应当说恰如其分
，而非溢美。还有一套必须提到的"大部头"，是熊月之先生主编的《上海通史》，问世
于1999年；也是厚厚的，十五卷本，字数不下五六百万。有了这三套大部头，就像有了
一座基础性的原料库，别人再想盖房起屋就容易多了。我的写作的建筑材料差不多就是
这样来的，只是对同一些原料的取舍、裁剪、拼装、堆结，以及分析、解读和表达可能
不太相同罢了。 2007年初，上海大学海派文化研究中心和文汇出版社启动了海派文化丛
书的写作，并且将我的这本关于上海租界的书稿，纳入了第一批出书计划。但由于我个
人的一些原因，直到一年多后的2008年5月，才将书稿杀青，并于当年8月出版。 一晃又
是5年过去了。2013年10月，我的责编、文汇出版社来电，征询我对本书再版的意见。那
还用问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并且由衷感谢。欣喜之余，我还不禁生出些小小的得意
，不是得意于自己的水平有多高，而是庆幸这种有关上海史的写法终于得到了读者认可
。除了通史类及学术类写作，上海的历史叙述迄今鲜见有以文学手段贯穿其间的规模化
的非虚构写作。 我从来不把自己的文字当回事，写是兴趣，不写也是兴趣，写与不写都
无关宏旨，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既然写了，就不想再按他人的路数走。 按照海派文化丛
书组织者当初的要求，也不是要我写一本经院式的租界史，他们的要求复述起来比较复
杂，但我想我还是听懂了，并试着按我的理解进行了概括，那就是：说人话，写人事，
有人味，给人看。有人指这种要求为历史写作的文学性，即形象塑造一类；其实不必兜
那么远，一扯文学，马上就让一些人联想到虚构夸张，好像不太可信似的。事实上文学
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史学叙事本身亦具有深厚的纪传体写作传统，文史不分向来就是中
国文化的滥觞，一点都不新鲜。也因此司马迁的《史记》才会被文学界和史学界同时奉
为鼻祖和典范。只不过后来的学术据称是发达了，门类才越分越细，弄得国人对正宗史
学越来越敬而远之。 琢磨自己这么多年的阅读体验，能给我带来快感的历史叙事，大体
都有这样一些特征：研判史料，玄想问题，不再留筋骨而剔血肉，冷冰冰见事不见人；



描述更趋感性，落笔更重细节，拆析史实更添几分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人文关怀，情
采与识见兼备；自觉秉承"通古今之变"的衣钵，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尽可能打通两端
，力求知会本末，温故的目的，是为了更明白地知新；搜寻隐匿在史料中的情境画面，
还原（或重构）历史的现场感，有很强的"今月曾经照古人"的现实观照--我不太清楚自己
的这番解释，是不是符合了海派文化丛书组织者的要求，也不清楚自己的操作能不能适
应读者的阅读需求。"口之于味"，既有"同嗜"，也有"非同嗜"，强求不得。 最后想说的是
，进入21世纪以后，上海市档案馆编纂和翻译的两套"大部头"，差不多同时足月分娩，
呱呱坠地。一套是《上海租界志》，一百一十九万余字；另一套是《工部局董事会会议
录》，八百四十七万余字，中英文对照，洋洋洒洒，足足二十八大本，摞起来几乎与一
个成年人等高。两套"大部头"，加起来字数超过千万，真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用一些"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荫泽后人"之类的词汇予以描述，应当说恰如其分，而非溢美。
还有一套必须提到的"大部头"，是熊月之先生主编的《上海通史》，问世于1999年；也
是厚厚的，十五卷本，字数不下五六百万。有了这三套大部头，就像有了一座基础性的
原料库，别人再想盖房起屋就容易多了。我的写作的建筑材料差不多就是这样来的，只
是对同一些原料的取舍、裁剪、拼装、堆结，以及分析、解读和表达可能不太相同罢了
。 还有，往昔的上海市档案馆多年来恪守自己的本份，兢兢业业、默默无闻地完成的那
些功课，如编辑出版的《上海档案史料丛编o五卅运动》（三卷本），《上海档案史料
丛编o日伪上海市政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上下编）（还包
括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的《英使马戛尔尼访华档案史料汇编》）等等，都为我提供
了意想不到的极大便利，让我在写作中时时充满感激之情。在此我要对我的那些为他人
提供嫁衣的几代档案同人，再一次表示深深的敬意！他们中的骨干力量，有的已经永远
地撒手人寰了；有的因病致残，正躺在病床上苦渡余生；还有相当一部分已退出现职，
含饴弄孙，颐养天年去了。一想到这些，再看他们留下的不朽的档案文字，我就仿佛面
对一个征兆，隐隐有不祥之感。事实上最近七八年里，上海市档案馆的这项看家功夫或
曰基本职能也的确被撂了荒，一座文化重镇变得越来越像"衙门"了，官气熏人，预计未
来三五年内亦将无从改观，难以续断，不能不让人扼腕叹息。我由衷地祈愿，档案史料
的编纂文脉千万不能就此中断，毕竟，这才是世界各国档案馆公认的正业。其他的那些
光鲜货其实并不重要，而且速朽。 我是一个做了近三十年档案学编辑的人，早在入行之
初即为自己辛辛苦苦编出来的东西少人问津而深刻苦恼，面对泛政治化的裹挟茫无所措
。因此在为稻粱谋之余，时刻提防着不要重蹈官样文本的覆辙，不要堕落成档案史料的"
文抄公"。好在我没有一门心思当专家的焦虑，也没有在学术圈修成正果的矜持，了无牵
挂，反倒有定力绕开那些攀附的台阶，朝着一个随心所欲的方向走，最大的野心不过是
在平地上踩出几个自己的脚印，做成一份有表情、会思想、非虚构的上海记忆来，让尽
可能多的读者有对怀旧的片刻耽溺，回头看一眼、再看一眼⋯⋯ 这本书能有机会再版，
是对我此番夙愿的鼓励，也给了我订正初版讹误的可能。说来凑巧，今年又恰好是上海
开埠第170个整年，本书的再版，也可算作是对历史的一次致敬、对生我养我的这座城市
的感恩吧。尤其让我意外的是，修订中，我竟油然而生与这座城市耳鬓厮磨的感觉，这
是我以前从不曾有过的。
显示全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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