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印度孟买， 有一句广

为人知的揶揄， 即模仿孟买人

口气说的 ： “我们再不努力 ，

就要被上海超越了。” 确实， 作

为中印两个大国的重要城市 ，

上海和孟买有着诸多共同点 ：

经济、 贸易、 金融中心， 也都

是沿海城市。 所以， 许多人爱

将这两个城市做一番比较。

置身于繁华古典和人文气

息浓厚的 Nariman Point， 许多

没到过中国的印度人， 可能真

的以为 ， 上海没有孟买发达 ，

没有孟买那样令人艳羡的世界

级影响力。 孟买的宝莱坞风靡

全球 ， 沙米尔·汗等影星在中

国有着强大的市场号召力。 维

多利亚时期哥特式风格的文化

遗产也得到世界认可。 漫步孟

买的滨海大道上， 人们能切实

感受到全球城市的氛围。 而一

些到过印度的中国人， 则会为

上海现代化的基础设施和治理

水平沾沾自喜， 甚至觉得孟买

基本没有可供上海借鉴和学习

的地方。

双方认知上的反差 ， 说

明这两个缔结为 “国际友好

城市 ” 的世界级城市之间存

在深刻的认知鸿沟 ， 心理感

知上仍然关山重洋 、 遥远模

糊 。 双方似乎并不在一个频

道 ， 也从未睁眼全面客观地

认知过对方 。 然而 ， 从历史

交往和关联来看 ， 上海和孟

买其实并不遥远 。

注定的相遇

近代以来， 上海在西方文

明和中华文明的相互作用下发

展， 而作为大英帝国向东方扩

张殖民势力的关键跳板， 孟买

其实对上海的变化并不陌生。

印度和中国一样， 都曾被

迫打开国门。 总部设于伦敦利

德贺街的东印度公司， 起初只

是想和印度做生意， 以挑战荷

兰和葡萄牙对香料贸易的垄断

地位。 不想， 后来竟直接统治

了整个印度。

17 世纪， 孟买在印度连接

世界的维度上并不具备突出作

用。 作为王室婚嫁的礼物， 孟

买在 1661 年到 1665 年被葡萄

牙赠与了英国 ， 1668 年又被

英国政府以 10 英镑价格转租

给了东印度公司。 然而， 彼时

孟买和印度内陆联系并不通

畅。 与邻近的达曼 （Daman）、

苏拉特 （Surat） 甚至遥远的加

尔各答 （Calcutta） 相比， 对外

贸易方面并不具有多少优势。

进入 18 世纪晚期和 19 世

纪， 殖民者给孟买带来先进填

海造陆技术、 造船技术， 孟买

的造船和运输业发展迅猛， 和

世界各地联系日益紧密。 在东

印度公司和政府关税出口制度

改革推进下， 孟买与周边城市

相比， 逐步显现出巨大的竞争

优势。 城市内部市场氛围日益

浓厚， 商贾云集。

英国给孟买带来了世界级

的贸易地位， 它成为大英帝国

王冠上最耀眼的明珠。 定居在

孟买的犹太人、 帕西人以孟买

为基地建立洋行， 与澳门、 广

州发生贸易往来， 货物包括茶

叶、 香料、 瓷器、 丝绸， 还有

鸦片， 且鸦片的比重和利润大

幅上升。 这样， 英、 印、 中之

间独特的 “三角贸易” 逐渐形

成： 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 棉

花； 中国向印度出口茶叶、 丝

绸； 印度将茶叶和丝绸销往英

国， 再从英国进口制成品。 鸦

片使中国从巨大的贸易顺差 ，

逐步转变成巨大的贸易逆差 ，

并且造成白银大量外流， 而印

度的这一顺差 ， 抵补了对英

贸易逆差 。 据记载 ， 1806 年

到 1809 年间 ， 每年约有白银

700 万两因鸦片贸易从广州运

向印度 。 到 1830、 1831 年 ，

印度商人走私的鸦片达到近 2

万箱， 1836 年增加到 3 万箱。

从孟买运出的 Malwa 鸦片 ，

要比加尔各答运出的 Bengal

鸦片获利丰厚 。 孟买当时集

聚了大批大小鸦片商贩 ， 因

鸦片而兴 ， 被称呼为 “鸦片

之城 ” （Opium City） 。 到 19

世纪 30、 40 年代 ， 孟买已成

功成为连接印度和世界经济

的贸易枢纽 。 美国南北战争

时期 ， 印度棉花成为英国工

业革命最需要的原材料 ， 孟

买又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棉花

贸易市场 ， 上海华商也逐步

参与孟买的棉花投机业务 。

随着苏伊士运河开通 ， 孟买

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进一步

提升 ， 成为英殖民体系内仅

次 于 大 英 帝 国 首 都 伦 敦 的

“全球城市”。

也正是在这个阶段， 那些

极具抱负和敏锐洞察力的族群

纷纷崛起， 包括来自巴格达的

沙逊家族、 早先就定居到印度

的帕西人等等。 孟买人口数量

快速增加， 且日益多元化， 各

种宗教 、 肤色 、 种姓杂居共

处， 呈现出明显的世界主义氛

围。 这些商人也和英国殖民者

一道， 将这座原本资源贫乏的

半岛变为印度次大陆沿岸的一

座庞大都市， 用石头开始建设

一座 “热带伦敦 ”， 一座 “具

有维多利亚时期哥特式建筑风

格的国际大都市”。

为 了 制 止 白 银 外 流 ，

1839 年 ， 清廷授权林则徐虎

门销烟 ， 被销毁的 2 万箱鸦

片主要属于渣甸 、 沙逊等的

孟买商人 。 在渣甸 、 沙逊以

及帕西人的强烈要求下 ， 鸦

片 战 争 爆 发 ， 清 朝 战 败 ，

1842 年 《中英南京条约 》 签

署 ， 香港被割让 ， 1843 年 ，

上海被迫开放为中国五个对

外通商口岸之一 。 此时的上

海 ， 和孟买曾经的七个岛屿

一样， 只是沼泽和湿地。

孟买帕西人最先赶到上

海， 怡和洋行和沙逊洋行也陆

续达到 。 1847 年洋行增至 24

家， 1852 年增至 41 家 ， 1875

年增至 161 家， 其中许多是来

自孟买的商人。 鸦片贸易急剧

上升， 仅沙逊家族每年运入上

海的就有 5000 箱 。 洋行的丝

绸、 纺织、 茶叶等等其他业务

也迅猛扩展 。 1865 年 ， 上海

作为国内外贸易的首要地位已

稳固确立， 在世界贸易体系中

的地位也超过香港和广州， 成

为远东 “首屈一指 ” 的城市 。

沙逊家族甚至以上海为基地在

日本横滨和神户开办分支机

构。 伴随孟买与上海商贸联系

的加深， 两地金融联系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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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上海在西方文明和中华文明相互作用下发展，而作为大英

帝国向东方扩张殖民势力的关键跳板， 孟买其实对上海的变化并不

陌生。作为“国际友好城市”，孟买和上海之间经久漫长的交往却不为

公众所知。我们现在极少讨论 19、20世纪两个城市之间的历史纽带，

及其背后的宏大历史和国家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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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与孟买：不应忽视的交往史
汤伟

上海目前积极对标伦敦、 纽约、 东京

等世界顶尖城市 ， 追求全球资源配置能

力、 经济密度和投入产出效率。 孟买也在

追求成为世界级城市， 着眼点是世界一流

的基础设施、 高质量生活水准和有活力的

经济。

上海外滩

孟买海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