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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 皮纳氏在三年前曾建

议在上海召开一次意大利博览

会，遭人反对，故而此次向中国

总商会提议希望借助全上海力

量召开一次世界博览会。 此提

议遭到了部分反对， 理由是上

海财力匮乏， 但从长远的利益

来看， 召开博览会对于促进外

国制造商对国人需求的了解 ，

促进中外商人的意见与知识交

流具有重大作用， 似可开辟中

外商业的新纪元 。 并且此时

“大上海” 计划也在讨论之中，

上海世界博览会的召开则能成

为该计划最好的开幕式。 关于

会议的筹划， 报道中坦言日本

的京都召开一两个月的博览会

筹划两年之久， 在中国召开博

览会不能急速， 须认真搜集陈

列物品， 至少需要三至五年的

筹备期。 博览会的召开将带来

促进商业活动、 增加收益等良

好成效。 （《申报》，1923年5月24

日）一年之后，皮纳氏再次提议

在上海召开博览会， 认为博览

会使世界各地人士都能汇聚于

此，西方的科学家 、艺术家 、哲

学家等来华能碰撞新的思想火

花，对于华人来说，西式先进的

展销能促进文化和经济的发

展， 并且博览会的召开会促进

上海商务、 海港的发展， 而闭

会之后的场馆也可以留作博物

馆、 图书馆等用途。 （《申报》，

1924年4月23日）对于皮纳氏的

建议， 反对者以为中国时局不

稳，应该暂缓召开博览会，支持

者则认为恰是一个机会， 使得

中外认识能相互赞助， 酝酿将

来的进步。 随后还在西商总会

讨论召开博览会的可能性 ，认

为上海所处地势与众不同 ，上

海港的服务量代表着全世界人

口的十分之一， 上海召开博览

会会促进租界的扩展和城市的

发展。当然，会议认为召开博览

会不能操之过急，需谨慎讨论，

一时间关于上海举行世界博览

会的讨论十分热烈。 （《申报》，

1924年5月18日、5月31日）

总体而言， 整个20世纪20

年代， 对于上海世界博览会的

讨论可以用 “纸上谈兵 ”来形

容———虽然讨论热烈 ，但一直

停留于闭门造车阶段 。 直到

1936年 ，上海举办博览会这件

大事 ， 才终于正式提上了议

程 。 当年元月 ，各种筹备工作

紧锣密鼓地展开。 此次博览会

“包括农工商教四项 ， 集万国

之精华 ，供市民之观摩 ，其范

围直达 ，征求之广 ，及意旨之

宏 ， 实为万国空前所未有 ” 。

会址则选定在当时公共租界

东区杨树浦中段 ， 滨江三新

纱厂旧址 ， 因该地北出马路 ，

南沿黄浦江滨 ， 交通较为便

利 。 场馆面积大约二百余亩 ，

建筑委托华人启明建筑事务

所与英商裕和洋行两家负责

设计绘图 ， 由土木工程师鲍

维尔负责监造 。 同时在静安

寺路 （南京西路 ） 马霍路附

近二百五十六号设立筹备委

员会 。 当时暂定会场三月间

开工 ， 六七月初开幕 ， 展期

两个月 ， 如果展览社会反响

良好 ， 有延期的可能 。 与此

同时 ， 博览会筹备委员会表

示已与工部局接洽 ， 工部局

也十分赞成该计划 。 工部局

的工务处 、 卫生处 、 救火处

都表示愿意给予相关的配合 。

博览会的场馆建设费用约需二

十万元， 工部局可对该产业收

取捐费， 每月约三千元， 执照

费若干。 博览会则分为陈列工

商业与教育等板块， 同时展出

中国各地以及海外物品。 会场

另设大型的游园会，并设戏剧、

电影、跳舞等娱乐项目，门票预

定为两角或者两角五分。 （《申

报》，1936年1月19日）

2月，《申报》 再次报告，称

博览会的会场已经在建设中，4

月外部建筑可竣工， 而后为内

部布置 ， 预订7月初可以开幕

（1936年2月7日）。 1936年2月16

日《申报》确定上海万国博览会

于7月1日开幕，会期两个月。会

场的地址也确定下来， 原先只

定于杨树浦路中段， 现已确定

在杨树浦路1690号， 杨树浦路

与广信路 （广德路 ）路口 ，该处

沿杨树浦路一千八百万丈 ，沿

浦江一千二百五十尺， 空地有

二百万丈，足够建设会场之用。

博览会筹备委员会对于场馆周

边的基础建设也有十分周详之

考虑，因会场处公共租界东区，

恐交通不便， 故而与公共租界

电车公司商定， 会展期间增加

车辆及公共汽车。 并且会场临

江而建，渡轮也相应配套，保障

水路交通方便。另外，场外还划

一区域，以供参观者停车之用。

会场基建配套设施齐全， 公共

交通与私人交通并重 ， 陆路

与 水 路 相 辅 。 相 隔 数 日 ，

《申报 》 再次报道博览会的筹

备工作 ， 除去场馆建设 、 国

货陈列等常规信息之外 ， 场

馆设置又添新内容 ， 除去此

前提及文化 、 商业 、 艺术各

类陈设外 ， 还计划在场内设

立动物园 ， 搜罗全世界各种

禽兽 ，以供来宾参观 ，并创办

六日长途自由车比赛 ，并建造

人造冰场 。博览会之设施可谓

包罗万象 。 除硬件设施之外 ，

筹备会为吸引观众简直使出

浑身解数 ，建议在场内设立武

术比赛 ，邀请中外拳术家参加

比赛 。由于中国拳术与东西各

国迥异 ，所以当时计划聘请法

国及东印度拳术家比赛 。因法

国与东印度拳术与中国拳术

相同 ，比赛时候方便裁判 。 筹

备会认为该举措不仅能提倡

尚武精神 ， 又可以为来宾助

兴 ，一举两得 。

3月，上海万国博览会更名

为上海国际博览

会 ， 国际贸易局

局长郭秉文为此

发表特别谈话 ，

除表达对博览会

的支持外 ， 还希

望全国国货界能

将精良出品送往

上海陈列 ， 使得

国人对国货有更

深切的认识 。 郭

氏对中央社记者

的谈话如下 ：“我

国工商之不振 ，

半固由于国民购

买力之缺乏 ，半

亦由于中上阶级

之爱用舶来品之

心理所致 ， 即如

化妆品与衣饰等

物 ， 国货中仅有

精良之品 ， 但每

年进口 ， 尚占极

大数字 ， 近经屡

次举办国货展览

会，此种心理 ，渐

已稍稍变更 。 今

悉中外人士在沪

筹备上海国际博

览会 ， 一方可使

制造者因观摩与

比较而知改进 ，

一方亦可使外国观众， 对于优

良之中华货品，有相当之认识，

而知所采购 。 故如该会办理

得宜 ， 而厂商所陈列之出品 ，

又均能精加选择 ， 则于振兴

国货前途 ， 自可不无裨益云

云 。” （《申报 》， 1936年3月7

日 ） 郭氏分析国内工商业颓

败乃因国民购买力欠缺， 而中

上阶级更喜爱外国物品所致 ，

所以希望借召开国际博览会

之际 ，一方面可以打造国货之

精品 ，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西人

对国货的认识。

3月中旬 ， 上海国际博览

会的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

筹备事业分头推进。 国货厂商

如美亚丝厂要求参加展览 ，利

用展会的时机 ，提升货物的影

响力。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等各

机关对于该会筹备均已表示

支持 ，认为博览会不仅能挽救

市面之衰落 ，而且能促使市民

增加购用国货之热心。 上海各

界前后致函表示支持该博览

会 ，杜月笙 、林康侯等致函 ，允

任该会赞助者。 除去社会的支

持之外 ， 场馆建设也顺利推

进 ，并且开始店基招租 ，招租

广告如下：

近来沪地百业衰落，民生凋

敝，欲谋打破难关必须努力推销

产品， 尤以扩展对外贸易为首

要。 昔年美国芝加哥博览会时，

我国因限于经费，仅有少数物品

陈列， 然已获得各国人士之认

识，出口贸易，因以稍振，当时若

有大规模之参加，其成绩当不仅

此而止。 敝会现定本年七八两

月，在本埠杨树浦开会，陈列中外

物品，公开展览，用意在为各种商

品作介绍推销之先锋 ，兼为磋磨

改进之资料，同时并设各种高尚

之娱乐，以助观众之兴趣，已蒙中

西各报注意提倡， 届时参观者当

逾数百万人，素知贵国出口精良，

想必愿意利用敝会尽量宣传，加

增销路，敝会所定陈列之店基，约

十四尺见方，九英尺高，有一百枝

电灯三盏，两个月之租费，连水电

在内，计法币四百三十元，其在路

角之店基，则增加一百元，如蒙贵

处订租，极所欢迎。 （《申报》，1936

年3月15日）

如火如荼建设中的场馆 ，

诚意招租的厂商……这一切 ，

竟突然间没有后话了。 笔者检

索当时中外报纸 ，关于此次博

览会 ，再无后续报道 。 原本的

上海第一次国际博览会 ，为何

最终胎死腹中 ，给人留下了各

种猜测 ，很可能是与当时混乱

之时局密切相关。

转眼之间 ，80多年光阴流

过 ，今年 ，我们迎来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 ，上

海也延续了 2018年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成功举办的

经验 ，正在续写第二届进博会

的精彩故事 ，这一切无不彰显

着 ， 日益提升的综合国力 、稳

定的政治经济局势 ，对于举办

世界性的大型活动而言 ，是多

么必要的后盾。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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