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代上海流动菜贩何以最终进入菜场经营

作为市政管理样板， 上海

云南路美食街如今越发光鲜怡

情了。北面以延安路为界，左右

分别由德大西菜馆和洪长兴清

真馆打头阵，随后海纳百川：燕

云楼 、稻香村 、功德林 、五芳

斋 、 小绍兴 、 小金陵 、 大壶

春 、鲜得来等等 ，各色品牌一

路排开 。 美食街的大气 ，还体

现在一种包容的腔调 ，街边小

吃如肺头汤 、羊肉串 、爷叔奶

茶和阿宝猪排 ，同样有机会跻

身老牌店家中间 ，招呼来客 。

不过 ，此文要是只能触及

美食本身 ，而不提与云南路十

字相交的宁海东路， 即 150 年

前，这方地块与美食、食材的历

史瓜葛， 则笔者自诩的上海老

饕名号， 还是不要顶在头上为

妙了。 作为生于沪、长于斯、熟

悉这一方水土的上海人， 聊美

食之余， 理应谈谈这枚沪上现

代化进程中的关键标杆。

上海自近代开埠以来 ，西

医东渐随即相伴其整个对外开

放的过程。在西方，有关人体健

康的内容， 包括病从口入的彼

时最新认知， 不断更新着医学

理论与技术， 同时融会贯通于

大都市的管理细则。比如伦敦、

巴黎等欧洲城市的文明化 、科

学化改造过程中， 都及时引入

公共卫生措施。

在东方， 上海旧城外围的

夷场， 即被外国冒险家看重的

租界地区， 也因华夷杂居的现

实和人口密度的递增， 使得管

理当局将如何改善卫生状况列

为工作重点。 首先需要解决的

市政难点是， 食品在街市上买

卖，货物质量参差不齐，垃圾成

堆四季发臭， 潜藏着引起群体

性疾病爆发的可能性。 有效解

决此类问题的办法， 就是借鉴

西方城市的成功手段， 注重市

政运行管理细节。

1871 年起，晚清海关与租

界当局颁布文件， 实施有关传

染病出、 入口的检验、 检疫措

施，剔除潜在的危险因素，以免

造成大规模疾病流行。继而，在

租界地带推行有效的市场监管

措施。 国境线上和国内管理的

二道措施，切实有效，稍晚便先

后被上海等开放城市的地方当

局逐步模仿、采纳，成为常规管

理内容。

19 世纪中叶，国内政治局

势影响了洋泾浜以北包括租界

地区的经济发展。 以往人烟稀

少的夷场，不过几年时间，就变

得拥挤， 或称繁华。 1853 年 3

月， 太平军攻克南京并在此建

都后， 李秀成先后三次率部进

攻上海，江浙地区的难民，大批

涌入租界，躲避战乱。

据 1844?1855 年的统计

数据，沪上租界的外国人从 50

名 ，持续上升到 265 人 （朗格

著 ，高俊译 《上海社会概况 》，

载《上海故事》，三联书店）。 截

至 1854 年 ，英 、美租界内 ，中

外居民迅速达到 2 万余人 ，到

1865 年（同治四年），人口增至

77500 余人。 与此同时，法租界

人口也增加到 4 万余人。 人口

急遽增加的后果是，居住、治安

和主副食品供应受到影响 ，沪

郊农民送货上门， 这条传统的

食材流通路径逐渐发生变化。

以往 ，城厢居民日常所需

副食品 ，每日清晨由近郊农民

或常年摊贩沿城隍庙周围临

街出售 ， 或走街串巷叫卖 ，适

合城内小脚女主人 ，或者后厨

娘姨们???无须出远门 ，就近

采购时鲜 。 租界人口陡增后 ，

法租界的公馆马路 （今金陵东

路 ）、 孔子路 （今延安东路南

侧）等处日趋繁荣 ，洋泾浜 （填

土筑路后的延安东路 ）南岸的

宁兴街 （今宁海东路 ）逐渐有

菜市成形 （葛红兵 、许峰 《租界

时期上海菜场的文化规训与

视觉整饬》）。

1864 年，沪上地产商托马

斯·汉璧礼 （Thomas Hanbury）

分析， 如果给流动菜贩们提供

遮风避雨的室内营业场所 ，不

仅能从中收取租金，产生营利，

更重要的是， 围绕菜场的消费

人流集聚， 会大幅带动地产升

值。 ·可 ·见， ·上 ·海 ·最 ·早 ·的 ·菜 ·市 ·场 ·设

·想， ·是 ·出 ·自 ·个 ·人 ·的 ·商 ·业 ·规 ·划， ·并

·非 ·租 ·界 ·当 ·局 ·着 ·眼 ·整 ·治 ·市 ·容 ， ·满

·足 ·食 ·品 ·供 ·需 ·的 ·市 ·政 ·考 ·虑。

汉璧礼与当局商定， 在宁

兴街到公馆马路、洋泾浜路、公

董局 、敏尼特路 （今西藏南路 ）

的空地上，搭建若干大棚，名为

“中央菜市场”，并张贴告示，自

1865 年 1 月 1 日起，必须在中

央菜市场出售货物， 不得流动

设摊。

然而， 菜贩们拒绝入场经

营。进场要缴纳租金，小本经营

不堪负担。同时，居民们也普遍

抱怨买菜麻烦， 更担心菜贩多

缴纳的租金， 最终涨落在顾客

头上。 开张 3 个多月后， 中央

菜市场便黯然落幕， 粗糙的经

济手段，对传统的食品市场，难

以形成规范约束。

但是 ， 仅仅过了 5 年 ，公

共租界上便有室内菜市面世 ，

它融合经营功能和市容整治 、

方便日常生活等服务功能 ，更

为重要的是 ， 当局意识到 ，上

至达官贵人 ， 下至平民百姓 ，

菜市关乎民生 ，每天涉及成千

上万居民的口腹健康 、生命安

全以及社会稳定。 粮油、蔬果、

禽蛋 、鱼肉等供应 ，应属于严

格监管的市政内容 ，社会效益

的权重理应胜过对经济效益

的追求。

由此所见 ，公共租界上食

材市场的修建 ， 针对社会公

益 ，着眼改善民生 ，出发点无

关营利 。 比起汉璧礼 ，同样作

为富商的本地人杨子京捐资

修建的菜市场实行免费进驻 ，

确实让摊贩们免受风雨之苦 ，

免遭拘罚之痛 ，商家们自然乐

于接受配合 。

与此同时 ，管理当局也没

有乘机敛财。 1872 年，木质结

构的室内菜场 ， 每摊月捐一

元 ， 与 1865 年时的露天集市

摊位费相等。 1877 年，石柱铅

皮结构的菜场竣工使用 ，每摊

月捐两元 ， 继又增为三元 ，此

后再未增加 。 就这样循序渐

进 ，改变了传统街头集市的交

易行为 ， 自然祛除了阻碍交

通 、影响市容 、破坏卫生的城

市治理顽疾。

1892 年，当局出资修建虹

口菜场 （俗称三角地菜场 ），标

志着上海菜市场的设立 ，已从

初创期 “中央菜市场 ”式的谋

利性质 ，完全发展为由公权力

出面运营的管理模式 ，即一开

始就由法租界工部局 ，或公共

租界公董局负责投资兴建 ，管

理税收 （彭善民 ：公共卫生与

上海都市文明 （1898-1948）上

海人民出版社）。

保证菜场内的食品卫生

安全 ，实施卫生检查制度 ，并

不断修订完善 ， 成为工部局

和公董局对菜场进行管理的

工作重点 。 早在 1868 年 ，工

部局巡捕房任命 E.米尔斯为

首任肉类稽查员 ， 专职检查

菜场 、肉店销售的肉类食品 ，

发现病畜肉 、 死畜肉和不新

鲜的肉食 ， 立即将情况报告

捕房总巡 ，上呈工部局总办 ，

同时对这些不合格食品予以

没收销毁 ， 对出售者处以罚

款 。 牛奶掺水与否是另一项

重点检查内容 ， 为了预防与

杜绝霍乱传播 ， 有时每周要

对奶场检查卫生三次 。

肉类稽查员制度逐步完

善后 ，菜场售卖的食用肉品 ，

分别盖有头等与二等戳记 ，

前者紫色 ，二等为蓝印 ，均由

工 部 局 屠 宰 场 检 验 之 后 加

盖 ，并随时抽样送检 。夏季肉

类食品不得隔夜出售 ， 其他

季节的肉类食品 ， 存放两天

以上者 ，不得出售 。这样的质

量要求 ，最终成为了 1933 年

工部局在今虹口沙泾路处大

举 兴 建 现 代 化 宰 牲 场 （今

1933 老场坊 ）的理念基础 。

到了 1897 年 ， 上海的清

政府地方当局吸收了租界历

年的管理细则 ，并扩展运用到

城市管理的更多领域 。 当年 5

月颁布的 《清道示谕 》称 ： “钦

加盐运使衔在任选道 ，江苏松

江府上海县正堂黄 ，钦加同知

衔办城乡内外保甲总巡兼清

道事宜 ，即补县正堂钟 ，为晓

谕劝募事……清除污秽 ，衔消

疠疫 ，保卫民生 ，莫善于是 ，自

宜严加整顿……自四月份起 ，

遵照原捐经费二成 ， 交局济

用 ，俾襄善举 ，各宜遵照办理

毋违 ，切切特示 。 ”

华夏历史上， 终于出现了

以公共卫生为目标的衙门管理

内容，直面整个 19 世纪危害上

海的伤寒、霍乱、虐疾、鼠疫、天

花、 流行性猩红热等传染病宿

主与病源。 到了清末宣统三年

（1911 年），市售药品的质量管

理也成为衙门的执法内容之

一， 上海中医药大学博物馆收

藏的 “消炎半夏止咳制品”（如

图）处置公告，恐怕是目前所知

最早的物证。

（作者为上海健康医学院

奥斯勒医学人文与西医东渐学

术中心教授）

■

“消炎半夏止咳制品”

处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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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城厢居民日常所需副食品，每日清晨由近郊农民或常年摊贩沿城隍庙周围临街出售，或走街串

巷叫卖，适合城内小脚女主人，或者后厨娘姨们———无须出远门，就近采购时鲜。租界人口陡增后，法

租界的公馆马路（今金陵东路）、孔子路（今延安东路南侧）等处日趋繁荣，洋泾浜（填土筑路后的延安

东路）南岸的宁兴街（今宁海东路）逐渐有菜市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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