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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中国变局下的上海，ISBN：9789571919874，作者：陈三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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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變局下的上海》

作者简介

陳三井，台灣省彰化縣人，台灣師範大學史地系畢業，法國巴黎大學博士，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究所副研究員、組主任、副所長，淡江大學教授兼曆史系主任、空中大學教授兼人文學系主任。現任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著有《近代外交史論集》、《現代法國問題論集》、《鄭成
功全傳》（合著）、《國民革命與台灣》、《中國國民黨與台灣》、《勤工儉學運動》、《華工與歐
戰》、《人類的曆史》（合著）《勤工儉學的發展》、《台灣近代史事與人物》、《近代中法關系史
論》等書暨論文數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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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變局下的上海》

书籍目录

壹  租界的設立與華人參政
一  上海法租界之設定及其反響
二  上海租界華人的參政運動
——華董產生及增設之奮鬥過程
貳     辛亥革命
三   辛亥革命前後的上海
參   商人與政治
四    民初上海商人的現代化經營理念
——以棉業钜子穆湘玥為例之討論
肆  抗戰救亡
五   抗戰初期上海對變局的肆應
伍  研究報導
六  光復以一台灣地區的上海研究
陸  著作評介
七  評劉惠吾編《上海近代史（上）》
八  評徐鼎新、錢小明著《上海總商會史》
九  “海派文化”何時再領時代風騷？
——評張仲禮主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
十  評于醒民、唐繼無著《上海：近代化的早產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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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變局下的上海》

精彩短评

1、无比平庸。这书还挺不好找的⋯⋯
2、（作者自己批评的，自己也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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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變局下的上海》

章节试读

1、《近代中國變局下的上海》的笔记-第15页

        法國的公使在廣州

P21:
美國的全權代表駐澳門

1850年前後。

2、《近代中國變局下的上海》的笔记-第34页

        稅率不同，是造成華人必須擔負更大稅收的主要原因。以房屋稅為例，華人所住房屋，工部局估
值租銀，每百兩歲捐十兩，洋人所住房屋每百兩歲捐八兩。

3、《近代中國變局下的上海》的笔记-第35页

        當時上海及各處租界之地，華人不能買，如要買須出具外國人之名。而洋人則准其在內地買地造
屋，契雖寫「永遠出租」字樣，實與賣斷無異。
是嗎？

4、《近代中國變局下的上海》的笔记-第36页

        （會審公廨）
死罪案件，則由上海縣審斷

5、《近代中國變局下的上海》的笔记-第31页

        自一八六五年起，當洪楊之亂所引起的難民潮逐漸和緩時，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開始五年一次的人
口調查。這些調查結果散見於領事的報告和租界的兩份報紙——《北華捷報》（North-China Herald）
和《中法新彙報》（L'Echo de Chine)上。

6、《近代中國變局下的上海》的笔记-第5页

        為期彼此相安無事以及管理方便起見，甚至贊成外人劃界而住。此種例子，中國歷史上早已有之
，如唐宋之「番坊」、「番巷」，清嘉慶年間廣東所謂「商館」、「夷館」（Factories）均是。
等一下，factories不是貨棧、倉庫嗎？

7、《近代中國變局下的上海》的笔记-第37页

        納稅人會議（Foreign Ratepayers' Meeting）

8、《近代中國變局下的上海》的笔记-第3页

        租界一詞，外文有Concession與Settlement兩字，日人譯後者為居留地。根據國際法，租界指訂立永
遠租約，將整個地段租與一租賃國。再由該國轉分租與外國僑民居住，該國向中國政府納總稅，而外
僑又向領事署納稅。地契由該國領事發給並登記。界內由該國管理，常以該國管理，常以該國領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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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國變局下的上海》

該地方行政長官。居留地則為雙方訂約，規定在通商口岸劃定界限，在該界限內容許訂約國人民租地
居住。外僑租地係直接向華原業主商議，議成，請求中國地方官發給契據。外僑直接向中國政府納稅
，而非向領事納稅，如上海之法租界是也。有關租界問題之討論，請參閱下列各書：徐公肅、丘瑾璋
，《上海公共租界制度》，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專刊第八號，民國二十一年；植田捷雄，《支
那に於ける租界の研究》，巖松書店，昭和十六年；Hsia Ching; lin, The Status of Shanghai, Shanghai, 1929
（餘不記）

納總稅or交地租？

9、《近代中國變局下的上海》的笔记-第4页

        租界的存在，不僅侵犯一國之行政、立法、司法等一切主權之行使
並不是一有租界就有治外法權吧？

10、《近代中國變局下的上海》的笔记-第1页

        陈三井，字泽丰，一九三七年出生于台湾彰化。一九六零毕业于国立师范大学史地系，获文学士
学位。毕业后，曾任省立彰化中学教师一年。一九六二年进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助理员。追
随所长郭廷以及沈云龙从事“口述历史计划”。访问党军政要人。一九六四年考获公费留学法国，进
入巴黎大学文学院深造，主修外交史与殖民史。一九六八年获文学博士学位，论文为《L'Attitude de la
France a legard de la chine Pendant le conflit Franco-Chinois, 1882-1885》。同年底返台，任近代史研究所副
研究员，一九七五年晋升为研究员。一九八八年任研究员兼政治外史组主任。一九九一年至一九九七
年出任所长。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六年借调担任淡江大学教授兼历史系主任。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
年借调担任空中大学教授兼人文学系主任。现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担任国民党史委
员会研究员、华侨协会总会常务理事、海外华人研究学会理事、中国历史学会理事、中国近代史学会
理事等职。陈教授于一九七二年获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再赴法国，在法国外交部、陆军部、海军部、
国家档案馆、国立图书馆、现代中国研究与资料中心和里昂大学作为期一年之进修。搜集各项有关欧
洲华工参战与留法勤工俭学档案和资料，出版《华工与欧战》一书和有关论文十多篇。同年，出席在
巴黎举行的第廿九届东方学者会议。

陈教授一生致力于研究工作，文章论著散见于各大学报、杂志和报章，著述颇丰。重要著作有《华工
与欧战》，《近代中国妇运动史》，《勤工俭学的发展》等十多种。他是中国台湾著名的华侨华人史
研究学者。
（详见《海外华人研究》）

11、《近代中國變局下的上海》的笔记-第16页

        雖然官廳（新任上海道麟桂）易於屈服，但民氣卻不易對付。此時（法商）雷米（Remi）所要租
的地皮，地主卻漫天要價起來。按此地皮面積約有十二畝，地上除建有四十六間平房，一百個墳墓外
，尚有六、七顆矮樹與兩處毛廁。十二畝地分屬十二家不同地主，他們每畝地索價三百兩，每間房子
要賣一百兩，每座墳墓另加五十兩，矮樹共值二百兩，兩個毛坑開價四百兩。
（上海總領事）敏體尼（Montigny）一看價目，從前八十吊錢一畝的地皮，現在居然索價三百兩，因
此大為激動
ˊ_&gt;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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