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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大量一手的档案资料和外文报刊资料为基础，对上海英租界巡捕房最初十年的历史进行了仔细
梳理，叙述和分析了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的产生原因和发展过程、它在租界体制中的地位、其内部管理
制度的演变，以及它如何在租界中行使职权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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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不过，董事会并不满足于英国领事设计出来的这种制度，而只是将此作为一种权宜之计。
就长远计划而言，它更希望名正言顺地将虹口地区纳入工部局体系之中。在英租界内，多数租地人都
认同董事会的想法。因此，1862年3月31日的租地人年会有条件地通过了合并英美租界的决议。同年9
月21日，美租界租地人会议决定接受英租界提出的条件，将美租界并入英租界中。虹口捕房从此正式
成为工部局巡捕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增设了老闸和虹口捕房之后，加上最初成立的捕房——现在
它被称为“中央捕房”，1862年3月底，整个工部局巡捕房的人员构成如下：1名巡官，2名副巡官，8
名巡长和56名巡捕。捕房的人员总数比增设之前翻了一番。即使这样，董事会仍感觉捕房人手不足，
故于1862年9月8日请求租地人会议将捕房扩编至100人。租地人会议遂其心愿，通过了这一计划。 但是
由于招聘不到董事会认为合适的人员，直到1863年4月初的时候，捕房的总人数几无增长，仅为69人。
不过这一数字很快就被改变了。随着董事会在1863年5月的大规模招聘，捕房总人数在该月骤然升
至155人——超过原定编制的一半还多。这一数字即使在董事会看来也显得太大了，因此它打算逐渐把
捕房总人数降到125人。1864年3月，当这一届董事会结束任期的时候，捕房的瘦身计划基本完成。此
时，捕房共有126人：中央捕房57人，老闸捕房23人，虹口捕房39人，另外还在某个据点派驻了7人。 
从最初的30人左右，到1863年底大概130人的规模，在将近10年的时间内，捕房人数增加了三倍多。但
在1861年老闸捕房成立之前，捕房的人数实际上增长得并不快，且最多的时候也不过32人。捕房人数
急剧上升，是在1861年下半年到1863年上半年之间完成。 之所以在两年时间内，捕房人员骤增，究其
原因，最重要的是战乱引发的难民潮。1860年5月，太平军东征苏南和浙江。江浙两地，不论是富有的
地主乡绅，还是贫穷的下层百姓，纷纷涌入租界避难。其人数远远超过小刀会起义时的难民。难民人
数之多，一度使上海、昆山两地之间的河道完全堵塞，船只无法往返。租界内道路与空地上都挤满了
男女老幼，甚至还有人拖着牲口。据称，1860年太平军第一次攻打上海时，租界人口就已经增加到
了30万；01862年初的时候，一名西人估计，当时在租界避难的华人有70万之众。 如此众多的华人在租
界里避难，对西人的行政管理而言，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一旦处理不当，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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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英租界巡捕房制度及其运作研究(1854-1863)》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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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扎实而平淡的研究，做了档案的搬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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