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沪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百年沪商》

13位ISBN编号：9787564207793

10位ISBN编号：7564207795

出版时间：2010-6

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页数：348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1



《百年沪商》

前言

我校朱国栋教授和刘红副教授的《百年沪商》一书，是上海市高校教育高地建设项目的成果之一。何
谓沪商？我认为，沪商不同于我国传统的商帮，如晋帮、徽帮、浙帮、闽帮、粤帮等。它也不是沪帮
或上海帮，实际上上海从未形成沪帮或上海帮。上海县原本就是移民县城，上海县的商人来自全国。
早在明代就有很多徽商、秦晋商等内地商人旅居上海。清代上海县城云集的各地商人远超明代，其中
有随海上贸易而来的江、浙、闽、粤等东南沿海商人，且越来越具重要地位。如广东潮州商人，福建
泉、漳商人，江苏青口商人，浙绍商人，浙宁商人等。随北洋航运而来的有山东的胶西商人、菜帮商
人、乳帮商人，还有苏乍商人、关东商人以及早有名气的徽商、晋商等。清代本地籍的上海商人仅占
百分之二十，其余都是全国各地商人。沪商是上海开埠后形成的。1843年上海在殖民主义炮火下被迫
开埠，开埠后各国商人紧随外国殖民主义者而来；稍后出现买办商人；清政府在上海举办洋务企业形
成了近代官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又涌现出一大批民营工商企业家。开埠后的上海万商云集，全
国各地商帮涌入上海，规模大大超过开埠前。到上海的各地商帮有广东帮、宁波帮、安徽帮、山东帮
、天津帮，还有湖北帮、湖南帮、四川帮、山西帮、钱江帮、绍兴帮、南京帮、扬州帮、苏州帮，等
等。各地商帮在上海市内商业、钱庄和埠际贸易中各显身手。各地众多商帮汇聚上海，使上海商人比
其他城市更具广泛的地域性。而后，跨地域新式商业组织（同业公会）逐渐取代旧式商帮同乡团体，
各地商帮逐渐融入近代沪商队伍。各地商帮中的商人不少成为上海新式商业的创办者，成为民营商业
企业家。上海一些百年老店，如邵万生南货店、三阳盛南货店、亨达利和亨得利钟表店、蔡同德国药
号、泰康食品商店、协大祥绸布店等都是宁波帮开设。大部分则是一般商人，他们也是近代沪商群体
中最庞大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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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沪商》

内容概要

《百年沪商》内容简介：何谓沪商？我认为，沪商不同于我国传统的商帮，如晋帮、徽帮、浙帮、闽
帮、粤帮等。它也不是沪帮或上海帮，实际上上海从未形成沪帮或上海帮。上海县原本就是移民县城
，上海县的商人来自全国。早在明代就有很多徽商、秦晋商等内地商人旅居上海。清代上海县城云集
的各地商人远超明代，其中有随海上贸易而来的江、浙、闽、粤等东南沿海商人，且越来越具重要地
位。如广东潮州商人，福建泉、漳商人，江苏青口商人，浙绍商人，浙宁商人等。随北洋航运而来的
有山东的胶西商人、菜帮商人、乳帮商人，还有苏乍商人、关东商人以及早有名气的徽商、晋商等。
清代本地籍的上海商人仅占百分之二十，其余都是全国各地商人。
沪商是上海开埠后形成的。1843年上海在殖民主义炮火下被迫开埠，开埠后各国商人紧随外国殖民主
义者而来；稍后出现买办商人；清政府在上海举办洋务企业形成了近代官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
又涌现出一大批民营工商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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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沪商》

作者简介

朱国栋，上海商学院教授，长期从事经济学与商业经济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代表性著作有《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学》、《上海服务市场》、《无店铺销售》、《上海商业史》、《上海移民》等。发表相关
论文70余篇。刘红，上海商学院教授，长期从事管理学与商业经济的双语教学与研究工作。代表性著
作有《人力资源管理与实务》、《无店铺销售》、《上海移民》等。发表相关论文7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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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沪商》

书籍目录

序一序二第一章 开埠第一节 在屈辱中开埠一、悲壮的吴淞保卫战二、参加鸦片战争的传教士郭士立
三、巴富尔宣布上海开埠第二节 租界的形成与扩充一、租界起源二、美、法租界的形成和英租界的扩
充三、从“华洋分居”到“华洋杂居”四、英美租界的合并与公共租界的形成五、法租界的两次扩充
第三节 中国主权之丧失一、列强攫取中国海关行政权的发端二、清末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三、公共租界
工部局四、租界巡捕房五、华人巡捕黄金荣六、法公董局设立中法学堂七、租界会审公廨八、万国商
团第四节 租界被收回租界二、跑马厅土地的收回第二章 洋行第一节 1853年之前开设的洋行一、鸦片
贸易起家的怡和洋行二、宝顺洋行的兴衰三、独霸长江航运的旗昌洋行四、《字林西报》与字林洋行
五、1853年外滩风景线第二节 19世纪下半叶开设的洋行一、稳健发展的太古洋行二、“跷脚沙逊”与
新沙逊洋行三、以贩卖军火著称的礼和洋行四、“美孚灯”与美孚洋行五、广开财源的鲁麟洋行六、
投资上海纺织业的三井洋行第三节 20世纪开设的洋行一、卜内门洋行的商战乏二、“地皮大王”哈同
与哈同洋行三、“张聋彭”拒迁祖坟四、西门子公司在中国的经历五、雷士德与德和洋行第三章 买办
第一节 怡和洋行、宝顺洋行买办一、沪上“康摆渡二、从买办到独立商人的徐润三、郑观应与《盛世
危言》四、为国争利的买办唐廷枢第二节 汇丰银行买办一、汇丰银行的首任买办王槐山二、汇丰银行
的买办世家第三节 其他洋行买办一、“阿德哥”与“会审公廨”案二、朱葆三大出殡第四节 另类买
办——杨坊与华尔洋枪队第四章 洋务第一节 李鸿章与盛宣怀一、李鸿章到上海二、洋务总管盛宣怀
第二节 洋务企业一、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工厂二、轮船招商局与洋商的竞争三、上海机器织布局的风
雨历程四、中国的第一家银行五、近代中国最早的假币案第三节 新式学校一、广方言馆二、江南制造
局翻译馆三、徐寿父子——我国近代科技事业的先驱四、西学传播大师——傅兰雅五、南洋公学六、
墨水瓶事件和爱国学社第四节 洋务官员策划东南互保第五节 洋务官员的临终嘱咐第五章 金融第一节 
上海钱庄一、清末民初的货币二、上海钱庄与银行三、秦润卿——上海钱业第一人第二节 外资银行一
、英国银行独霸时期二、第一家总行设在中国的外国银行三、外国银行六强并存与竞争⋯⋯第六章 商
业第七章 航运业第八章 制造业第九章 新闻出版第十章 娱乐业第十一章 商人与政府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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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沪商》

章节摘录

插图：中法学堂由法租界公董局设立，是一所以教授华人法语为主的学校，原名“法文书馆”，创建
于1886年。现为上海市光明中学。1886年，因为法租界华籍巡捕不懂法语，难以执行任务，法租界公
董局董事萨坡赛提议办一所专授法语的义务学校。于是公董局从慈善救济费中抽出600两银子，在公馆
马路（今金陵东路）63号，办了“法文书馆”。同年2月26日开学，第一期招生100名，专授法文。夜
间附设补习科一个班，专授法租界华籍巡捕初级法语。所有学生一概免去学杂费，书籍也由学校免费
发给学生。1911年，因原处要建电站，法文书馆曾一度到宝昌路（后改名霞飞路，即今淮海中路）的
尚贤堂上课。1913年在敏体尼荫路（今西藏南路）自建新校舍，改名中法学堂。校舍是三层楼房，进
门是长廊，一层是教室，二层是校长室、办公室、音乐室和放映室（放映法国拍摄的新闻片、科教片
及一些法国殖民地风光的影片，各班轮流观看），三层是修士宿舍、活动室、图书室（无中文书籍）
。1923年，又在原教学楼东翼增建了与原建筑对称的三层楼房。两幢建筑浑然一体，平面布局呈“凸
”字状，建筑外墙为清水黄砖墙，白石灰勾缝。立面以竖向线条为主，分层装饰白色腰线，庄重简洁
，为新艺术派与罗马风格混合的折中主义形式。三层屋顶前上方，原有法文“法公董局设立中法学堂
”，现为“光明中学”四个金字。教学楼建筑面积6725平方米。围墙内是大操场，操场内是一个小型
足球场，操场四周设田径跑道和体操设施。该校在总务室设置的法国母钟，可控制每一个教室的子钟
，这一设施当时堪称一绝。192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下令，凡在中国境内的任何学校必须向教育部和当
地教育局立案或备案，并采用中国政府规定的学制。当时上海租界内的许多教会学校都备了案，只有
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公董局设立的学校始终我行我素，学制也不改变。中法学堂对外虽称有小学
部、初中部和高中部，但实质与法国及其殖民地的学校一样，分小班、中班、超班等，坚持法国学制
。小班每日均上国文、法文各三课时；中班每日除上国文一课时外，其余五课时的课程均以法文上课
，数学、物理、化学课本也是法文；超班学科与法国国内中学完全一致。此外还设特别班，专为具备
中学资格、汉语顺畅、有志于补习法文的青年而设，每天上国文一课时，法文五课时。学生毕业后，
由学校保送到公董局、巡捕房、救火会以及法国、比利时等法语国家的在沪企业、银行供职；优秀学
生派赴法国深造。学校优越的条件吸引了众多华人子女入洋学堂读书。杜月笙、张啸林等人的儿子均
在此上学，上学时还跟着保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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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沪商》

后记

本书是上海市高等教育建设高地项目。上海社会科学院顾问（前院长）、研究员张仲礼先生，浏览余
书原稿后，欣然作序。他对沪商在上海城市近代化进程中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并就近代沪商的构成
谈了自己的看法。我校校长方名山研究员也为本书作序，就何谓沪商、为什么研究沪商等问题，作了
系统阐述。两篇序文为阅读和理解全书提供了钥匙。我校科研处处长宋文官教授和国际交流学院院长
傅敬民教授也对本书给予了关心和支持。本书以散文形式记述了近150多位各经济部门的各类沪商，多
为千字短文，也有长达数千字者，参差错落，因需而异。本书通过各部门沪商的活动，立体地勾勒了
上海近代经济、文化、政治概貌。为记述每一名沪商，作者都需要研读数万字的史料，以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每每在构思谋篇、遣字造句并写成一篇短文后，都会引发作者的惊叹：或为创业之艰辛，
或为经营之高明，或为其人生之极致！有的篇目竟是含着热泪写成的。沪商曾是被曲解与误读的群体
。然而正是他们推动了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进程！书中还记述了与各类沪商相伴而生的近百位工程技术
人员、新闻记者、作家和演员，他们和沪商一起，为使上海成为近代国际著名的经济大都市和文化大
都市贡献了力量。书稿完成之后，作者掩卷沉思：上海原本是海，故上海也可称海上。沪商们在市场
经济的海上升腾起伏，犹如一幅壮阔的搏击风浪的人生画卷。在作者书写过程中，沪商们的形象以至
音容笑貌和个性，在画面上活了起来。近代沪商的生存时空，离今天并不遥远，他们所创造的物质财
富，在我们周围还有迹可寻；今天的时空与当时甚至还有几分相似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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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沪商》

编辑推荐

《百年沪商》是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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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沪商》

精彩短评

1、刘老师的百年沪商，是本了解上海沪商发展历程的精彩图书，有许多珍贵的老照片，值得拜读~
2、何谓沪商？我认为，沪商不同于我国传统的商帮，如晋帮、徽帮、浙帮、闽帮、粤帮等。它也不
是沪帮或上海帮，实际上上海从未形成沪帮或上海帮。上海县原本就是移民县城，上海县的商人来自
全国。早在明代就有很多徽商、秦晋商等内地商人旅居上海。清代上海县城云集的各地商人远超明代
，其中有随海上贸易而来的江、浙、闽、粤等东南沿海商人，且越来越具重要地位。如广东潮州商人
，福建泉、漳商人，江苏青口商人，浙绍商人，浙宁商人等。随北洋航运而来的有山东的胶西商人、
菜帮商人、乳帮商人，还有苏乍商人、关东商人以及早有名气的徽商、晋商等。清代本地籍的上海商
人仅占百分之二十，其余都是全国各地商人。
3、一本由学术人写的易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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