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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经过上海市档案局馆几任领导和工作人员十几年辛勤工作，<上海租界志：}终于正式出

版。这部志书的问世，为比较全面地描述上海租界面貌，更深入地了解和研究租界制度和租

界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这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众所周知，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是近代以来外国列强和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

略、掠夺和殖民统治的基地，租界因完全脱离和排斥中国政府的行政管辖，实行独立的税收、

警务、市政等综合管理，因而有“国中之国”之称。在租界内居住的外国人凭藉不平等条约

的庇护。享有种种特权，不少一文不名的外国人靠着这些特权在租界发财致富，作威作福，故

租界又有“冒险家乐园”之称。租界管理机构在其利益关系和价值观念支配下所进行的管

理，使烟、赌、娼泛滥，黑社会势力猖獗，租界又成了“藏污纳垢”之地。租界当局为维护其对

租界的统治，利用外国驻军和庞大的警务力量等武装，对中国人民的反抗进行了严酷的镇

压，制造了一系列惨案，租界因而又有“帝国主义侵华堡垒”之称。大量史实表明，不平等条

约体制下产生的租界，是近代中国的耻辱，外国列强在租界进行的扩张、侵权，对中国民众的

歧视和伤害，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伤。一部租界史，其实质就是一部中

华民族的屈辱史。

同任何事物都有两重性一样，租界本身也具有两重性。众多外国侨民的入居带来了西

方先进的物质文明，因而使租界成为最先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物质文明的窗口。租界内特

殊的政治环境，也为革命党人的活动提供了某些相对有利的空间，等等。由于历史的原因，

有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租界的研究主要停留在批判的层面。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倡导的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学术界打破禁区，客观而科学地对一些历史现象进行研

究创造了条件，在租界研究方面，也促使我们真正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立场

出发，根据翔实的史料，对租界作全面深人客观的分析和评价。这几年来，学术界有关租界

研究的成果纷出，力求对租界这一历史现象作出客观分析和科学评价的文章时有发表，这一

切，为我们编纂这部志书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和条件。

近年来，随着城市史和社会史研究热的兴起，租界研究已开始引起人们的重视。自鸦片

战争发生至新中国成立的一百多年中，正是近代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化的时期，租界的发

生、发展和演变，正处于这一时期，因此研究租界，对于深刻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具有重要意

义。上海租界，从1845年辟设开始，到1943年基本结束，是旧中国所有租界中设立最早，存

在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管理机构发展最充分，因而是最典型的。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离不开

对租界的研究，研究近代上海历史，更离不开对租界的研究。研究租界，至少在以下几方面

有助于人们深入认识：一、近代以来外国列强和帝国主义是如何对中国进行侵略、扩张和殖

民统治的；二、殖民主义者如何在中国的土地上执行对中国人民的欺诈压迫和种族歧视政
1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