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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上海的发展与马路的辟建、扩展是呈同步态势的。在近代上海百年
历史发展的舞台上，上演了无数悲欢离合的故事，展现了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画卷，而
马路作为一个承载物和见证人，既见证了上海的繁华旧梦，也留下了百年沧桑的印记。

内容简介

城记是汇集、梳理、展示那些标识城市生命历程的文化符号。推出《老上海城记》丛书
，是梳理、展示近代上海城市记忆若干元素的一种尝试。
  《老上海城记》聚焦近代上海精彩超群的瞬间，透过纷繁庞杂的错综叠影，以独特的
视角梳理、检视、再现近代上海城市生命旅程的亮点。

作者简介

黎霞，毕业干复旦大学，工作于上海市档案馆。喜欢读书、看电影、旅游、撰写有关上
海历史的论文和小文章。曾参与编写《上海租界志》、《中国十银行家》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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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1843年11月8日，首任英国驻沪领事乔治�巴尔福(习称
巴富尔)率几名随从抵达上海，先是在县城内借了顾姓粤商有52间房屋的大宅第作领事馆
。暂时安居下来后，经过同上海道台的协商，巴富尔宣布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港，等候
在吴淞口的几艘英国商船迫不及待地进港进行贸易。四天后，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英
国商人就在小东门外乡间用枪打伤了两个儿童。巴富尔却为英商辩护说，这两个孩子是
在住宅周围的篱笆里面被打伤的。“除非不顾人命，无论如何，谁也不该那样打枪！”
由于时常发生外国人和华人之间的纠纷，外商中有人发议论，说是这种行为将引起中国
人的恶感，对开展贸易不利。枪袭事件促使巴富尔决心在县城外辟设英国商人的居住地
。经过两年漫长的洽谈，巴富尔终于同上海道台官慕久就英商居住地的范围等事达成协
议，于是公布《上海土地章程》，规定北以李家场、东以黄浦江、南以洋泾浜、西以北
门一直向北的一条小路和小河浜(今河南路)范围内的区域作为英商居住地。
  巴富尔之所以选中这块面积为800多亩、多半是泥泞之地的地块，一是这里东靠黄浦
江，北靠苏州河，近邻县城，水陆交通方便，内可深人中国腹地，外可自由进出外洋。
二是今后外国商船载货从长江口进入黄浦江，必须有一个停泊的地方，而这里的黄浦江
航道较宽，江边正好可作为码头，方便装卸货物。三是黄浦江上有英国军舰游弋，有自
己的军舰保护，商人和侨民的安全就没有问题。在巴富尔看来，至少在一个世纪之内，
英国的命运同中国的这条大江之滨有关。
  当时被划作英租界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坟堆、水沟和低洼地，有不少地方长年积水。
巴富尔认为，如果英国领事馆不搬出城里，到新划出的土地上去，许多居住在租界土地
上的英国商人也许不愿在那里安居下来，于是1846年，他越过《土地章程》划定的界限
，在苏州河边上的李家场建造英国领事馆。在此之前，巴富尔与该土地的主人石炳荣等



人洽谈购置地产，虽然对出租这些土地业主多少有些顾虑，但土地业主最后还是在金钱
面前屈服，以17。00银元的价格将这里126亩土地全部出租给巴富尔。英国政府接到这一
报告后非常吃惊，对巴富尔不顾当时英政府不准在外建领事馆法令的行为十分不满，不
久下令将他调离。而巴富尔自垫资了定金后，因没有专款，领事馆建造只好拖延，直到1
846年10月离任时，巴富尔仍住在老城厢宅院内。
  巴富尔的继任者阿礼国，同巴富尔持同样的看法，认为将领事馆设在远离英国商人的
地方不利于工作，经他据实力争，终于使英国政府同意建造领事馆。1849年领事馆新馆
在李家场建成，7月21日阿礼国从老城厢搬入新馆办公。但是仅过了2年，英国领事馆因
建筑质量出现问题被迫拆除，1852年领事馆重新翻造房屋。随着领事馆的建成，它的南
面也修出一条道路，称领事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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