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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企业而论， 荣氏兄弟既在

上海设厂，也在无锡设厂，两地技

术相通，人才互动。近代苏州最著

名的苏纶纱厂管理者严裕棠，既

在苏州办厂，也在上海办厂，在苏

州有苏纶厂、苏纶二厂和织布厂，

在上海有隆茂纱厂， 他还投资过

常州民丰纱厂、 戚墅堰通成毛纺

厂。近代无锡首家纱厂业勤纱厂，

其创办人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本

来就是在上海办纺织厂的。 刘国

钧在常州创办的大纶机器织布

厂， 赵锦清在常州开设的锦纶二

厂，其技术也均与上海有关。

至于上海对江南各地文化与

社会风气方面的辐射， 几如浓雾

罩地，无处不在。 从照相机、留声

机、自行车、电灯、电话，到西装、

西餐、电影、跳舞，几乎都是先从

西洋传入上海， 再由上海传到江

南各地。 1919 年 6 月 23 日，《申

报》 有文章评论说， 中国人群当

中，上海人在吸收外来之新思想、

湔除中国之旧污染方面， 最为敏

捷。 “以人民之活动现象而言，惟

上海之人士，其有创导之功能，而

足为各省州县所效法也。”细察北

京、杭州、武昌、济南等城市，从娱

乐设施、城市建筑、报纸版式，到

商店招牌、广告用语，随处都能看

到效法上海的痕迹，“无往而不以

上海为准绳也”。

对于这类 “无往而不以上海

为准绳”的社会现象，时人创造了

一个特别的词汇：“上海化”。1925

年，《新上海》 发表 《内地的上海

化》，对此有所描述：

上海好似近水楼台， 世界的

新潮流，总比内地先受一刻儿，因

此上海便成了内地企慕倾向的目

标， 凡是上海有一件什么较为新

奇的事，内地总要尤而效之，这就

是新名词唤做上海化了。

时论认为，苏州、杭州、南京、

无锡等地都是“上海化”严重的地

方。 苏州社会风气日趋放荡，是

“上海化”的结果。 杭州西湖在改

造方面， 环湖修筑马路， 通行汽

车，均以上海为榜样，使得西湖边

“格外像黄浦滩”，是将“西湖上海

化”，“顿把西湖没在上海化的空

气里”。南京商家以廉价、贱卖、放

尺、赠品、大减价为名，行推销货

物之实，这是典型的“上海化”。无

锡因为在工业、交通、商业、娱乐

业、文化诸方面全面仿效上海，被

人们干脆称为“小上海”。

上海是移民文
化的特大熔炉 ，创造

出海派文化

城市本是移民文化的熔炉 ，

上海作为特大城市则是移民文化

的特大熔炉， 各种不同的地域文

化在这里会面，交流，融合。 经过

交流与融合以后形成的上海城市

文化， 自然不等同于各地移民文

化的简单相加， 而是创造出一种

新的城市文化， 即我们今天所称

的海派文化。 对于这种交流与融

合，上世纪 20 年代便有文章予以

讨论：

上海仿佛是一只镕化人的洪

炉，一切风俗习惯，便是这洪炉中

的木材煤炭，最会镕化人的。但瞧

无论那一省那一府那一县的人，

到了上海不须一年， 就会被上海

的风俗习惯所镕化， 化成了一个

上海式的人，言与行二大条件，都

会变成了上海式。 至于一衣一履

之微，那更不用说了。 说也奇怪，

不但是本国人容易上海化， 连碧

眼虬髯的外国人，也容易上海化，

他们远迢迢的到了上海， 不多时

自会变成一个上海式的外人 。

（《上海观察谈 》，《新上海 》，1925

年第一期）

对于这种交流与融合， 留学

法国、 日后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

曾觉之的论述尤其值得重视 。

1934 年，他在文章《上海的将来》

中，从不同文化的并存、融合和新

文化产生的角度， 认为上海这一

特殊的城市， 将成为新文明的中

心之一。他描述了上海不论美丑、

不论好坏兼容并包的特点： 上海

破坏了中国的一切， 吞噬了中国

的一切，什么文化、道德、礼教、法

律，在上海都不算事。上海是一座

五花八门、无所不具的娱乐场，内

地的人固受其诱惑， 外国人士亦

被其摄引，源源而来，甘心迷醉。

他认为，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不捐

细滴、不让壤土的博大胸怀，上海

才能成为 “一座火力强烈无比的

洪炉，投入其中，无有不化，即坚

如金刚钻，经一度的鼓铸，亦不能

不蒙上上海的彩色”。也正因为如

此， 上海才能成就其非凡的历史

业绩：“将来的上海可以歌赞，因

为上海将产生一种新的文明，吐

放奇灿的花朵， 不单全中国蒙其

光辉，也许全世界沾其余泽，上海

在不远的将来要为文明中心之

一。 ”曾觉之辩证地认为：

上海亦接受一切的美善 ，也

许这里所谓为美善的， 不是平常

的美善，因为平常所谓为美善的，

都被上海改变了。 上海自身要造

出这些美善来， 投到上海去的一

切，经过上海的陶冶与精炼，化腐

臭为神奇，人们称为罪恶的，不久

将要被称为美善了。而且，美丑善

恶又何常之有， 这不过是事物的

两面，美善可为丑恶，犹之丑恶可

为美善，人若不信，试看将来！

曾觉之预言， 异质文化经过

会面、交流、交融，将会产生新的

文化， 而上海就具有这种异质文

化会面、交流、交融、化合的容受

力与消化力。 这种容受力与消化

力的存在， 便使得上海成为催生

新文明的“洪炉”。

曾觉之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以后全世界国家与种族界限逐渐

淡薄、 全人类文化联系日益密切

的趋势， 亦即今人所说的全球化

趋势， 认为上海城市的这种无所

不容的独特性，看似离奇，恰恰成

了孕育新文明的温床。

近代上海城市

的创新能力特别强

城市人口规模越大， 人们互

动 、交流的机会便越多 ，创造与

创新也越多。 产业、人口、资金高

度集聚， 在市场经济作用下，必

然刺激分工细密、技术创新与产

品卓越 。 创造与创新的增长速

率， 通常远高于人口增长速率。

这是大城市较小城市特别能创

新的社会原因。 城市人口异质程

度越高，不同文化相互之间差异

越大 ， 相互取长补短的概率越

高，创新速率越大。 近代上海不

光是中国特大城市，还是人口异

质程度特别高的城市，这两个特

点，导致了近代上海城市的创新

能力特别强。

上海创新方面可以举出很多

生动的例证。 商务印书馆能够长

期执中国出版业之牛耳， 很重要

一点就是不断创新， 出版内容与

时俱进，印刷设备持续翻新，管理

制度不断革新。 荣家企业能够繁

荣发达，关键也在于创新，荣宗敬

曾将其企业发达的秘诀归之于设

备力求更新。 一些从事生产替代

进口出品的民族企业， 持续不断

地从国外引进先进设备、 先进技

术以改进国货生产。 上世纪二三

十年代， 江海关曾对上海 270 家

经营较好的工厂进行调查， 结果

发现其中有 146 家工厂拥有从国

外进口的机器， 还有 8 家工厂置

备了由上海仿制的中外机器设

备，只有 39 家工厂仍只采用中国

的旧式设备。与外埠相比，上海企

业的设备往往较新也较先进。 争

优创新的结果，必然是优胜劣汰。

1912 年至 1927 年， 上海新开设

的工厂企业至少有 1194 家，但到

1927 年底， 实在开工的只有 795

家，仅占这 15 年间新开工厂数的

66.6%。 也就是说，这些新开设的

工厂， 至少已有三分之一已经在

激烈的竞争中停工歇业。

穆藕初从美国留学归来 ，在

不到十年的时间里， 由一介书生

成为中国首屈一指的棉纺织业巨

子，很关键一点，在于他创新。 他

将泰罗的科学管理方法引进企

业，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作为

近代中国最成功的银行家之一，

陈光甫的成功之道也在于创新。

他在 1915 年创办的上海商业储

蓄银行， 特别注重吸收不为其他

银行所重视的小额存款。结果，从

区区七八万元资本、 人员仅七人

的规模起家， 不数年间就声誉鹊

起，到 1935 年已成为拥有 500 万

元资本、40 多家分支行的中国第

一大私人商业银行。

近代上海优秀企业得益于创

新 ，文艺方面 （绘画 、戏曲 、音乐

等）、饮食方面、服饰方面无不如

此。任伯年、吴昌硕等海上画派之

所以获得成功， 海派京剧之所以

风靡全国， 越剧之所以是在上海

而不是嵊县唱红的， 上海电影之

所以称雄域中，一品香、杏花楼、

功德林、 红房子等各种中西菜肴

之所以饮誉海内，海派旗袍、培罗

蒙西装之所以长盛不衰， 都在于

其市场定位准确、品质优越、服务

周到，都在于善于创新。

近代上海人将
爱乡观念升华为爱

国主义

近代上海在思想方面的创

新，很突出一点，是将爱乡观念升

华为爱国主义。

各地来沪移民大多与移出地

保持着广泛、持久而密切的联系。

福建人经营的茶叶、 木材大多来

自福建， 山东人经营的豆饼主要

来自山东。 虞洽卿发起组织的宁

绍轮船公司与三北轮船公司，主

要经营宁波与上海之间的运输业

务。 上海很多企业优先录用本乡

人。 广东中山人开办的先施、永

安、新新、大新等四大公司，其中

层以上管理人员全部来自广东。

荣宗敬、荣德生创办的荣家企业，

不光是管理人员， 普通员工亦多

为无锡人。湖南籍的聂缉椝、聂云

台父子主持的恒丰纱厂， 员工多

为湖南人。安徽籍的孙多鑫、孙多

森兄弟在上海办的阜丰面粉厂，

员工多为安徽人。 这类情况在上

海极为普遍。这使得上海的市场，

犹如全国各地人共同开办的大超

市，各占一摊，各销其货，各营其

业。 这也使得上海与全国各地保

持着千丝万缕的血肉联系， 使得

全国各地发生的事情都与上海有

关， 使得上海人对发生在全国各

地的事件特别关心， 极易将爱乡

情怀升华为爱国主义。 近代上海

人早已习惯于将全国之事视为己

事，在赈灾活动、拒俄运动、抵制

美货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

抗日救亡运动中一马当先。 上海

这个城市有自己的公共空间、报

纸、 电台，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团

体，当其他地方发生了事情以后，

上海行动起来就跟其他地方很不

一样。比如说最著名的抗日歌曲、

剧目，如《大刀进行曲》《放下你的

鞭子》等，大多是在上海产生，而

不是在东北产生的， 原因就是上

海当时是全国抗日救亡的中心。

早在 1930 年，徐国桢已经清晰地

论述过 “上海社会确有一种领导

其他各地社会的潜势力” 的社会

根源。 （《上海生活》，上海世界书

局 1930 年版）

近代上海一市三治的政治格

局， 对于上海人爱国主义情感的

产生，具有特别的刺激作用。一方

面，日常生活中，西方人主导的租

界市政建设先进、整洁、卫生，中

国人集聚的华界落后、 逼仄、肮

脏， 这极易刺激中国人的耻感文

化， 刺激中国人见贤思齐的爱国

情感。 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即由此

兴起。 租界众多场所禁止华人入

内，四大公园（外滩公园、法国公

园、虹口公园、兆丰公园）在 1928

年以前都禁止华人入内。 日常生

活中，华人备受歧视。 比如，马车

在道路上行驶，租界明确规定华

人车辆不能从后面超越前面的西

洋人马车。 租界华人长期只有纳

税义务，没有参政权。 诸如此类，

都强烈刺激华人的爱国主义情

感。 另一方面，1932 年的一·二八

与 1937 年的八·一三两次日本侵

沪战争，直接轰炸、破坏的都主要

是华界地区，而租界则基本完好。

华界与租界，没有天然屏障，只是

一路之隔、一河之隔。日本帝国主

义的野蛮轰炸、屠杀，就发生在国

人眼皮底下， 近在咫尺。 这种被

辱、挨打、惨遭屠戮的在场效应，

对于爱国情感的刺激， 是任何远

距离的纸质、 广播宣传都无法比

拟的。

近代上海人所体现的独立 、

自由、务实、自强、法治、爱国等特

点，海派文化对江南文化的继承、

集聚、融合、创新，使得海派文化

变得更为突出、耀眼，更具近代特

性。 所以，我们可以说，作为近代

上海城市文化概称的海派文化，

是以江南文化为底蕴， 以江南人

口为主体， 吸纳了众多其他地域

文化（包括岭南文化、八闽文化）

因素， 吸收了近代西方文化某些

元素而形成的、 代表中国文化前

进方向的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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