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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日初序

进入80年代以来，不少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重视利用商会档案

资料研究问题，一些城市的研究机构同档案馆合作整理，编纂商

会档案，有的学者则积极从事商会活动史的研究，还举行过近代

商会与资本家阶级的讨论会，在同商会有关的研究领域，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兴旺势头。本书作者徐鼎新副研究员于80年代前半

期参与撰写《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书，当时即着力从上海和其

他城市的商会档案中收集资料，在这一过程中他认识刭研究商会

不但对研究资本家阶级十分必要，而且对研究近代中团的经济、

政治，外交、文化各方面的历史，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因此，

在上述课题完稿之后，他决定就他最熟悉的上海商会作深入的研

究，准备写出一部专著．他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先写出一批颇有

份量的专题论文，引起团内外历史学界的注意。然后他得刭当时

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的钱小明同志的襄助，共同

完成了这一研究项目。现在展现在读者眼前的这一部书，就是他

们倾注了心血的成果。
’

这部Ⅸ上海总商会史)》从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诞生

前后起，列1927年国民政府建立前后止，写了各个时期不同名称

的上海总商会的主要活动。虽然本书最末一章的最后一节论述上

海工商界反对图民党控制及其结局时，就这一问题写刭1929，

1930和1931年的某些重大事件，但巴经不涉及总商会的其他方面

的活动了。作者认为，国民党上台后_商会完全处于屈从政府意

志下的附属地位，，它。叱咤风云的精彩场面则再也看不列了-，因

而将本书结束干国民党上台之初，不失为一种可取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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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观全书，它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一、上海商会早期

机构的建立和以后的革新’二，自1905年起参与历次重大的反帝

运动，三，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活动’四、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

活动。本书各章基本上都以充分的资料为基础，对有关的问题作了

详细的论述。我注意刭，不但已经发表的关于上海商会活动的论

著所使用过的重要材料，都为两位作者所运用，而且在书中还能

读刭没有为其他研究者所掌握的资料，由此可见，他们对搜集史

料确实花了一番功夫。另一方面，这一时期学术界兴起了解放思

想、百家争鸣的风气，论坛上出现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资本家

阶级及其商会的突破旧观点，提出新见解的许多论文。两位作者

从这样一批新的论著中吸取了养科，经过自己的独立研究，对许

多问题的分析达刭了新的水平。我认为这是一部研究上海资本家

阶级与上海商会活动的材料相当丰富、立论基本允当的有价值的

著作。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一。任何一本好书也难免有它的不足之

处。在我看来，《上海总商会史》对一些问题的论述可以进一步

完善，例如关于上海商会组建的背景，除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上

海的发展和外国近代社会思潮对上海工商界的影响外，如果再就

同甲午战后清廷转而逐步实行振兴商务的政策的关系展开论述。

那么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就更加全面。关于某些问题的看法，现在

学术界还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对资本家阶级的妥协性，必须区分

什么情况是由于这一阶级的软弱性造成的，什么情况是因为敌我

力量悬殊，作出妥协是为了保存和积蓄力量以剩下一次的斗争(就

是工人阶级也必须作这样的妥协)，那就不是资本家阶级特有的妥

协性。这种问题就需要进一步研究。但这本书对予上海总商会的

研究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今后这一课题的研究者不可或缺

的参考书。

鼎新同志最近告诉我，书稿完成以后，他对上海总商会早期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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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领导体制作用的看法又有新的进展，我钦佩他对学术研究不故

步自封的精神。我希望今后继续读到他有关这一课题的新的研究

心得。同时我期待着整理上海总商会档案资料的研究者们，早日

将档案资料汇编成书，出版问世，并且写出一部上海总商会的金

史，将这一研究再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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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蚕

编写一部《上海总商会史》，是我多年萦怀的愿望，也是近年

来国内外史学界的共同要求。

中国的商会，是中国资产阶级的法定团体，在解放前近半个

世纪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有熏要的地位。而素有中国“第一商会靠

之称的上海商会组织，因其成立的时间最早、社会影响最大，在

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中所起的作用最为显著突出，而受到社会的广

泛瞩目。特别是跨越清末、北洋军阀统治两个历史时期的上海总

商会及其前身上海商务总会和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由于当时政局

动荡，政府驾驭无方I或是军阀混战，政出多门，所以上海商务

总会或上海总商会基本上是在官方难以完全控制的情况下按照它

所代表的上海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进行自主活动的。它较早地

摆脱。在商言商骨的传统观念的束缚，直接以一种社会和国家。主

人，的面日出现，参预、干涉内政外交事务，常常在一些引起社会震

动和举因上下关注的重大事件中率先表态，领衔发出函电，带头发

难和开展活动，从而产生。登高一呼，众山响应”的社会效应。它在

近代中目的历史舞台上作出过不少叱咤风云的举动，创建了一些

彪炳史册的业绩。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和阶级的偏见，以及商会

中人特别是一些执掌商会权力的上层资本家与外国资本，本固封

建势力之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使得存在于他们身上的那种动

摇性、软弱性在上海总商会的活动中也典型地体现出来，不但削弱

了它在社会活动中应有的作用，而且往往在变幻的政局发展中走

入歧途。因此，对上海总商会的历史作一点比较金面、系统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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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疑会有助予加深对上海的民族资本家以至中国资产阶级整体曲

本质认识。这正是我和我的同事钱小明编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

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研究课题，在十年以前的漫长历史岁月

中，我国史学界竟无一本著作、一篇文章公开出版或发表，偶而

出现的公开文字，也都是加上种种骂名的被歪曲了的商会形象。

在。左静的思潮统治下，商会的命运也与它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

的命运一样，被列入批判对象而大张挞伐，以致这个学术研究领

域在无人敢于问津的情况下形成一片未经开垦拓植的荒漠原野。

但是，国外不少学者对中国商会特别是上海总商会的性质、

特点、地位、作用给予充分的评价，作过不少有益的研究和探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指引

之下，国内史学界长期被禁锢的思想获得了解放，一些过去被当

作“禁区”的学术研究领域，陆续有一批勇敢者进行开拓，作出了

很多成绩。长期被湮没、尘封的上海总商会历史档案开始组织力

量着手整理，重见天日。史学界第一个利用档案，史料对上海总

商会以及它所代表的上海资本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地位、作用进

行深入、具体考察，并作出新的有创见性论证和评价的是丁日初先

生《辛亥革命前的上海资本家阶级》，《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

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1982年，我在参与编

写《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书过程中接触刭大量有关上海，天津、

苏州及其他地区商会的档案、史料，在合作者姜铎先生的鼓励下，

写了一篇《旧中国商会溯源》的论文，发表后，受刭国内外史学界

的注意，日本学者仓桥正直副教授还把它全部译威日文，在日本

爱知县立大学学报上发表。这可以算是我研究中国商会的开始。

在以后的数年内，紫上海市工商联档案室的大力支持，使我得睹

上海总商会不少重要的档案及史料，从而使我食指大动，萌发出

编写一部完整的《上海总商会史》的想法。1986年前后，在丁日初

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把《上海总商会史》正式列入研究项目，199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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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经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审评批准，列入_七五一国家社科(近代)

重点项目的资助范围。金书共11章，原定第1、2、7～ll章由我

执笔，第3～6章由我的合作者钱小明担任，但她完成第3章初稿

后，因事出图赴美，使我不得不勉力承担除第3章外的其余10章

的编写任务。本书未能充分发挥我的合作者、颇有才华的钱小明

的研究潜力，为本书留下她更多的精湛见解，终究是一件遗憾的

事。现在，在各方策励帮助之下，这本著作终于全部完成，蒙丁

日初先生在百忙之中对全部书稿进行审阅，并撰写了序言，为本书

增色，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本书收集资料过程中，普先后得刭上海市工商业联合会档

案室、上海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上海市博物馆、苏州市档案

馆，天津市档案馆、第一历史档案馆、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市

图书馆，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支持I复旦大学历史系杨

立强、经济学系徐培华、上海市博物馆牡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

代史研究所虞和平等同志曾给予很多帮助，图外学者也对本书的

资料收集和出版予以热情关注，其中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

所滨下武志教授，日本东京都立大学臭村哲副教授，日本东京大

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博士生饭岛涉先生、美国西方大学东亚系主任

陈锦江教授，美国里德学院顾德曼(Bryns Goodman)副教授等，

都先后向我们提供了有关重要资料，谨在此对他们的盛情支持表

示谢意。

由于历经沧桑，上海总商会的重要历史档案大半散失，虽然

通过从各方面广泛收集作了一些补救，但还不能说达刭占有资料

的充分程度。加以我们理论水平和分析研究能力不高，书中疏漏、

缺点、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史学界同仁及读者给以批评指正。

徐鼎新

1991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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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孕育上海商会的社会内在

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

中国的商会，是伴随着20世纪揭开序幕而应运诞生的。它是

当时中国社会母体内孳生和初步发展起来的新兴民族资本主义经

济的产物，也是近代思想文化传播和发展的产物。上海，这个在

鸦片战争以前便享有。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称誉的沿海城市，

自1843年辟为商埠后，更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便利的交通运输

等条件，进一步沟通与内地城乡之间以及与海外各埠的经济联系，

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品集散市场，并迅速取代广州而跃居对外贸易

的中心。这里，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最早传播的城市之一，

欧风东渐，西学勃兴，在19世纪后期上海便出现了一批攻研、

鼓吹西学，热心救国的知识分子，先后创办了一些新式学堂、报

刊，为西学的传播推波助澜，。新天下耳目，开天下风气”，使这

个居。十数行省冠盖往来之冲，四方百国舟航鳞萃之所”的申江巨

埠，_见闻既广，扬激有权，先知先觉骨。①上海商界中人，或因

受雇于在沪的外商企业，或因从事商品进出口贸易的购销活动，

与外商频繁交接，并在西学传播的影响下较早得资本主义风气之

先，因而，要求仿效外国成例，组织新型的资产阶级社会团体——

商会的呼声，很快便在上海形成一种强烈的社会舆论。

①榘志文致汪康年函．见‘汪康年师友书札(=)'．上海古籍出脱社1986年版．
第18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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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世纪揭幕前后上海民族
资本主义经济管窥

中华民族在自已国土上培植并获得发展的近代资本主义经

济，是既区别于渗入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也区别于建立：在

自给自足基础上的封建自然经济。但是由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植

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土壤里，它的存在和发展，与本国传

统经济及外国资本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在特定的社会环境

里和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形成的特点，决定了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

济发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是首先从流通领域内

开始的，并且始发于上海这样一类对外贸易兴盛的沿海城市。五

口通商以前，上海虽然已是樯桅如林，商贾辐辏，但主要限于国

内埠际之间的贸易，对外贸易只在较小范围之内间接地进行。上

海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重心自广州口岸北移，上海的商业贸易

便逐渐从原来基本属于封闭性的内贸型市场转变为开放性的外贸

型市场，进出口商品贸易的总值和总量与年俱增。开埠后的第三

年，即1845年，英国经由上海输入中国的商品和从上海口岸输往

英国的商品总值，比上一年增加63．8％，到1853年和1856年，

更分别比1844年增长达2．6倍和5．7倍。①在后续的若千年份

内，依旧保持着这种持续增长的势头。表1-1是根据海关统计资

料可以查知的1865,---,1902年间上海历年进出口贸易货值变动情

况l
‘

①参见黄苇：‘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葳．纂

7I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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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1-1 1885-,,1902年问上海历年进出口贸易货值统计

单位·万海关两

增长幅度年份 进口值 出口位 进出口总值 (1865一loo)

1885 6462 7019 l 348l 100

1868 8593 9328 17919 132．口

187I 8450 912● 17559 130．8

1874 8048 9089 17135 127．1

1877 8900 9498 18398 136．5

1880 997l 11275 21246 15T．6

1883 8709 9346 18055 133．9

1886 10244 lll26 21370 158．5

1889 1075I 12349 23lOO ITI．‘

1802 12797 14329 27126 201．2

1895 157lO 18538 3‘248 254．I

1898 20325 21052 ．11377 306．9

l口02 28720 28418 55347 410．6

资辩来源。据罗志如编。‘统计表中之上海)第87页。‘上海历年进出口贸易货值

． 表)有关数字编制．

从表列数字中可以看出I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到20世纪初期，

上海进口与出口贸易基本上是同步增长的。进入19世纪90年代

以后，增长幅度明显加大。1890年的进出口贸易总值比1865年

增长l倍以上，1898年比1865年增长2倍多，1902年比1865

年增长3倍多。

上海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一方面导致外国在沪洋行的急剧

增加，另一方面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品购销活动的华商企业大

批设立。这类商业企业，集中于上海县城以外的北市租界地区，

因而使当时_上海市面，南北迥然不同。南市则向来本有之业，而

北市诸业则在通商以后[兴起]一，新起的北市商业。以丝茶为大宗，

而烟土，洋货属焉。着钱庄则通南北市，皆以汇借拆息为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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