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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口岸贸易与城市近代化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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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中国近代史上 ,长江口岸贸易与城市近代化有着密切的联系。长江口岸城市的

对外开放 ,推动了口岸城市近代化的进程。口岸贸易与城市近代化发展问题研究具有重大的

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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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近代史上 ,长江口岸贸易与城市近代化
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面向西方的通商口岸城市中 ,

长江口岸城市相对密集 ,它们凭借良好的地理位

置 ,以长江作为自己的黄金水道 ,积极发展对外贸
易。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商业经营方式的影响 ,

长江开埠城市逐渐走向近代化。长江口岸城市在
中国近代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并在一定程度上带

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随着国内外史学工作
的进一步深入 ,有关长江口岸贸易与城市近代化的

研究成果取得了重大进展。本文简要概述学术界
关于长江口岸贸易与城市近代化研究的主要成果 ,

以期有助于史学工作者了解前人的研究成果 ,并为
今后的研究提供一个平台。

　　一、口岸贸易与城市近代化研究的理论
意义和现实意义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 ,城市近代化是从工业化
开始的 ,然而 ,近代中国城市的近代化却是从商业

化开始。近代中国 ,由于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 ,被
迫打开国门 ,长江流域成为继东南沿海地区开放

后 ,中国较早开放的内河流域地区。长江通商口岸
城市相对集中 ,有着良好的地理优势和历史基础。

在积极发展国内外贸易的过程中 ,长江口岸城市迅
速成为国内乃至国际贸易的重要集散地 ,形成了有

助于城市近代化的经济动力 ,加快了城市自身近代
化发展的步伐 ,因此长江口岸的开放及其贸易的发

展构成了长江城市近代化的基本前提和重要内容。

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科学的
历史研究方法 ,对沿江城市近代化问题进行翔实、
具体的论证、分析。通过对沿江城市“口岸贸

易 ———城市近代化 ”发展道路的探寻 ,思考近代中
国沿江城市参与贸易竞争中的基本态势 ,并对当时

沿江城市在贸易竞争中所处的地位、所具有的经济
实力、所制定的方略等进行综合的评判。现实是历

史的延续 ,纵观近代沿江城市贸易的发展对城市近
代化的作用 ,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只有坚持独立

自主和对外开放 ,积极发展对外贸易 ,与世界广泛

开展经济文化交流 ,才能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

明的进步 ,反之 ,将会走向衰败。毋庸讳言 ,学习和

了解中国沿江城市贸易的发展与城市近代化的历

史 ,对今天沿江城市近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进

行深入研究 ,可以为今天沿江城市的建设 ,提供可

借鉴的历史经验和启示 ,其现实意义十分明确。

　　二、国内外关于贸易史的研究回顾
(一 )国内外关于贸易史的研究

在近代中国 ,口岸城市的贸易功能相当突出 ,

口岸开放构成了近代中外关系产生、发展的基本前

提和重要内容。通过口岸贸易 ,西方国家的工业产

品和先进技术进入了广大的中国内地 ,口岸城市自

身逐渐向近代化迈进。最早研究近代中国贸易的

西方学者是鸦片战争后来华的英国人马士 ,他的

《中朝制度 》(肯利 —威尔士有限公司 , 1913年 )一

书系统地研究了当时中国的对外贸易制度 ,其中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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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篇幅涉及了鸦片战争之后开放的沿海通商口岸 ,

勾勒了从传统“十三行 ”操纵控制的广州口岸到近

代条约口岸运作制度转变的粗略框架。只是因为

马士兼有历史当事人的身份 ,价值判断难免有失公

正 ,因此这本著作的学术性受到了削弱。[ 1 ]现代西

方研究中国近代贸易史 ,最具有影响效应的著作是

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的《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
(美国 :哈佛大学出版社 , 1953年 ) ,这本著作以“冲

击 ———回应 ”为理论模式 ,以近代中国最早开放的

沿海通商口岸城市为考察对象 ,从贸易与近代外交

的角度 ,揭示了“中华帝国 ”与西方从事商业贸易

往来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交往过程中所发生的近

代化 ,并强调 ,西方资本主义的挑战对中国是一种

刺激 ,为中国近代化发展提供了一种进步的机遇。

这一西方理论模式影响颇深 ,并成为美国众多对华

研究者沿循的思维路径之一。[ 2 ]随着在贸易史研

究领域的不断深入 ,广大史学工作者通过自己不懈

的努力和辛勤的耕耘 ,一批颇见功底的论著相继问

世。美国学者西 ·甫 ·里默著 ,卿汝楫译《中国对

外贸易 》(三联书店 , 1958年 ) ,为西方较早出版且

影响深远的专著 ,该书根据大量的西方文献 ,对中

国对外贸易进行了研究。[ 3 ]李必樟译编《上海近代

贸易经济发展概况 : 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

事贸易报告汇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 1993

年 )收录了这段时间上海英领事有关贸易的报告

与备忘录及函件 ,其中包括许多统计数字和汇总表

等重要经济资料。[ 4 ]此外 ,杨端方、杨厚培等编《六

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 》、[ 5 ]孙玉琴著《中国

对外贸易史 》(第 2册 )、[ 6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

外贸易史资料 》、[ 7 ]郑友揆著《中国的对外贸易和

工业发展 》[ 8 ]、何炳贤著《中国的国际贸易 》[ 9 ]、黄

苇著《上海开埠初期对外贸易研究 ( 1843—1863

年 ) 》[ 10 ]、游时敏著《四川近代贸易史料 》[ 11 ]等众

多关于贸易史的研究著作 ,为研究口岸贸易与城市

近代化过程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重要参考。
(二 )国内外关于长江口岸贸易史研究

近代中国沿江城市正是“因商兴起 ”,所以商

业贸易的发展为城市近代化提供了主要动力 ,促进

了近代中国沿江区域的整合 ,也促进了沿江城市近

代工业、金融、通讯、城市建设等经济部门的兴起 ,

并成为影响长江区域和沿江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

国内学者关于这方面的论著和学术论文国内主要

有 :王鹤鸣《芜湖海关 》(黄山书社 , 1994年 )通过

对芜湖海关自 1877年开关到 1937年抗日战争爆

发闭关整整 60年间进出口贸易发展情况的梳理 ,

说明了芜湖口岸贸易的发展客观上对芜湖商业的

繁荣 ,对安徽自然经济的分解、城乡商品经济的发

展和近代资本主义工矿业、邮电业、航运业的产生

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12 ]杨天宏《口岸开放与社会变

革 ———近代中国自开商埠研究 》(中华书局 , 2002

年 )对沿江自开商埠武昌、浦口、岳州的商业贸易

分别进行了探讨 ,认为武昌商埠口岸贸易不能开展

的原因在于其贸易活动的场域与一江之隔的汉口

形成了过多的交叉重合 ,而且武昌从事近代商业活

动的时间起步比较晚。浦口在一江之隔的南京已

经开埠的情况下 ,除了扮演货物转运站的角色之

外 ,发展也步履维艰。岳州商埠开埠之后 ,贸易逐

渐繁兴进出口货值呈上升之势 ;后来由于受长沙开

埠及国内政治形势等因素的影响 ,开始衰败下

去。[ 13 ]陈荣华、何友良著《九江通商口岸史略 》(江

西教育出版社 , 1985年 )认为九江口岸被迫开放通

商后 ,西方列强以九江作为市场 ,在“自由贸易 ”的

幌子下 ,大肆倾销西方工业商品、掠夺江西各地的

原料和其他物质财富 ,使江西的自然经济受到了严

重破坏 ,但是客观上却为江西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提供了条件。[ 14 ]唐巧天《论晚清上海作为全国外贸

中心的影响力 ( 1864—1904) ———以外贸埠际转远

为视角 》,认为晚清时期的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

心 ,其外贸埠际转运主要集中在华北沿海及长江流

域口岸 ,华南沿海口岸则主要为香港的外贸转运范

围 ,上海对之影响很小。上海与各口岸间大批货物

的流转输送 ,恰如管道将血液输送至全身。上海作

为第一批口岸对外开放以来 ,中国对外贸易正是在

这种以上海为中心的流转输送之中逐渐鲜活起来 ,

这突显了上海作为全国外贸中心的地位。[ 15 ]陈金

勇《近代芜湖关进出口贸易发展述论 》(《绥化学院

学报 》2005年第 1期 )把芜湖海关从 1877—1937

年的进出口贸易分为两个阶段 : 1877年至 1899年

为第一阶段 ,芜湖海关进出口贸易迅速发展 ,在长

江流域各商埠中地位逐渐上升 ; 1900年至 1937年

为第二阶段 ,芜湖海关进出口贸易继续发展 ,但是

起伏比较大 ,其在长江流域各商埠中的地位有所下

降。[ 16 ]孙玉琴《简述近代上海对外贸易中心地位的

形成 》(《中国经济史研究 》, 2004年第 4期 )考察

了鸦片战争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重

心 ,进而发展为中国乃至远东的经济、贸易中心的

历程 ,指出上海这一地位的形成既缘于其独特的区

位优势 ,同时又与其相对良好的制度创新环境密切

相关。[ 17 ]戴鞍钢《口岸贸易与晚清上海金融业的互

动 》(经济史 , 2003年第 4期 )认为上海自 1843年

开埠后迅速崛起 ,成为近代中国航运、经贸和金融

中心 ,并历久不衰 ,扬名中外。追溯其发展轨迹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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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贸易与金融业之间互为促进的双向关系 ,引人注
目。口岸贸易的繁盛 ,刺激了商业的兴旺 ,商业的
发展特别是埠际贸易的开展 ,有赖于金融业在资金

融通方面提供的便利 ,而金融业的发展因此也得到
有力的推动。[ 18 ]由此可见 ,这些著作、文章对研究
长江口岸贸易研究的深入发展。

　　三、国内外关于长江口岸城市史研究的
回顾

(一 )关于城市近代化的研究
城市是人类文明成果的集中体现和主要载体。

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因而
也是发展近代化的基地 ,同时城市也是一个国家的

窗口 ,透过这个窗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的近代
化的发展状况。中国城市的近代化的起步是在列

强入侵后才开始的 ,侵略成了不自觉的历史工具 ,

中国被迫或不自觉地采用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文明 ,刺激着中国城市的变化 ,开始了曲折的城市
近代化历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近年来大多数学
者都能客观地、辨证地看待中国城市近代化问题 ,

提出了西方资本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不管其目的
有多么卑鄙 ,但是它在刺激城市进步方面 ,客观上

毕竟起了一定的作用。在通论性著作中 ,隗瀛涛主
编的《中国近代不同类型城市综合研究 》(四川大

学出版 , 1998年 ) ,以城市转型为基本研究范式 ,书
中首先对中国城市化道路进行描述 ,指出市镇化是
近代以前中国城市化的独特道路 ,而近代以来城市
化道路出现了转变。接着从传统城市的继承与演

变、开埠通商与城市近代化、近代工业与城市发展、
新式交通与城市发展等四个方面阐述了近代中国

城市化的发展道路 [ 19 ]。向玉成《晚清乐山城市近
代化问题初探 》(《乐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

2000年第 1期 )认为 :鸦片战争前 ,乐山为长江上
游一个典型的封建性地政治、经济、交通和文化中

心城市 ,其近代化进程开始于 19世纪末期。在外
力和内力两种近代化的动力中 ,外来因素 ———传教
士及外国势力为这一进程启动阶段的直接动力 ,其
后内力的作用逐渐显示。至 20世纪初 ,乐山城市
的结构和功能逐渐发生变化 ,它开始向具有近代意

义的内陆中小城市转变。[ 20 ]李运华《中国城市近代
化和近代中国城市化之命脉 》(《近代史研究 》第 7

辑 )认为只有工业化才是中国城市近代化和城市
化之命脉所在。他强调中国工业化的发展也就是

城市近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 ,工业化的发展速
度和发展水平决定着城市近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

速度和发展水平 ,中国近代工业的性质和发展特点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城市近代化的性质及其

发展特点。[ 21 ]此外 ,谢本书《中国近代城市的发展

与近代化历程 》(《城市研究 》,第 3辑 ) [ 22 ]、何一民

《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 ( 1840—1949 ) 》
(科学出版社 , 2004年 ) [ 23 ]、宁越敏《中国城市发展

史 》(安徽科技出版社 , 1994年 ) [ 24 ]、曹洪涛《中国

近现代城市的发展 》(中国城市出版社 , 1998

年 ) [ 25 ]、虞和平《中国近代城市史 》(三联书店 ,

1995年 ) [ 26 ]等等 ,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城市

近代化和城市化城市发展模式做了比较系统的

论述。
(二 )国外关于长江口岸城市史研究

有许多探寻中国近代化变化因素的外国学者

都试图通过口岸城市这一社会单元 ,来认识和了解

中国。在马士、费正清等人开拓性研究的基础上 ,

西方学术界把研究重点转移到了中国内地的长江

口岸城市上 ,其中墨菲 (Rhoads Marphey)《上海 :开

启近代中国之门的钥匙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86

年 )向世人展示了上海在近代中国开放中地位和

角色。作者把地理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考察了 19

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到来后上海城市的发展模型、上

海在长江区域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以及上海都市对

其腹地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27 ]罗威廉
(W illiam T. Rowe)《汉口 :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
(1796—1889) 》(美国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 1984

年 )是一部关于汉口城市研究的佳作。作者大量

搜集地方文献 ,精密地考察了近一个世纪的汉口社

会 ,并对这个处于长江中游商业中心的重要城市在

中国历史上的角色地位进行了复原。书中强调 :汉

口人口由旅居此地的各地区行会人员共同组成 ,是

一个混合体 ,旅居此地的行会人员有强烈的身份认

同意识。这种认同不仅表现在行会与顾客角色身

份的高度一致上 ,而且还表现在行会之间的高度一

致上 ,更为重要的是 ,罗威廉力图证明清末汉口城

市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自治权 ,并且指出中国城市

的变革是自发的 ,是内在原因的作用 ,而不是一般

人所认为的那样 ,只有在西方势力进入中国后中国

城市变革才得到启动。[ 28 ]同时 ,他的另一著作《汉

口 :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会 ( 1796—1895 ) 》
(美国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 1984年 )集中地讨论了

市民社会问题。罗威廉认为 ,汉口像所有巨大的城

市集合体一样里面蕴藏着诸如自然灾害和社会冲

突的严重危机。但是 ,由于城市行会建立起来的社

会福利和公共事务组织形成了一个“公共领域 ”
(public sphere)。它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汉口城市

所潜藏的各种危险问题 ,使汉口成为社会冲突发生

频率比较低的城市。[ 29 ]尽管作者看问题的视角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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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同 ,但是在问题意识、资料运用等方面为我

们提供了借鉴。

综观国外学者有关对中国长江口岸城市史研

究 ,西方学者由于受到社会学和其他相关学科的影

响 ,对中国长江口岸城市史问题着重进行了宏观与

微观相结合研究 ,关注城市内部的社会团体、精英

阶层和特殊群体 ,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去透析城

市社会的结构、成分及其变迁轨迹方面的问题。一

大批特殊的社会群体或社会团体、商人组织、地方

精英成为他们着力考证的主题。在方法论上 ,西方

学者比较重视对城市进行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

这些理念和方法 ,构成了西方学者对中国长江口岸

城市史研究的主要特色。
(三 )国内关于长江口岸城市史研究

1. 长江口岸单体城市史研究

近代中国长江口岸城市史是从单体城市研究

起步 ,所取得的成绩令人瞩目。张仲礼主编的《近

代上海城市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0年版 )分

经济、政治与社会、文化三篇 ,以专题研究的形式论

证了上海城市发展的规律 ,即由商兴市、安定兴市、

开放兴市 ;归纳了近代上海城市的九个特点 ,即典

型的近代崛起的城市 ,受西方影响最大的城市 ,中

国近代化起步最早、程度最高的城市 ,中国最大的

港口城市 ,中国最大的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 ,全国

文化中心 ,移民城市 ,富有反帝反封建斗争传统 ,畸

形发展的城市。[ 30 ]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 》
(四川大学出版社 , 1991年版 )从近代化的视角出

发 ,将重庆城市近代化归结为以下三点 :一是开埠

通商的影响 ,包括开埠引起的城市经济结构的变

化、城市结构的变化、社会观念和社会心理的变化

等 ;二是商品贸易的发展 ;三是近代交通运输的发

展。[ 31 ]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 , 1993年版 )以近代都会文明的变化和

近代化发展作为主线展开讨论。将武汉城市的特

点归纳为四 :第一因商而兴 ;第二由内向型向内向

与外向结合型转变 ;第三城市由沿河型转向沿江

型 ;第四城市发展加速 ,但发展线路曲折。从资料

翔实、论述详细方面看 ,此书是研究武汉历史的带

有总结性的著作。[ 32 ]常宗虎著《南通现代化 : 1895

- 193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1998年版 )认为南

通的现代化有着自己的本身特点 ,一是在相对封闭

的环境下进行 ;二是以工业为基础在无意改变城乡

关系的情况下由点到面地顺序依次推进南通的现

代化建设 ;三是南通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以工带农启

动农业发展 ,以农养工拯救工业危机的道路。作者

还分析了南通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成功和失败 ,提

出了垄断是南通现代化失败的症结所在的

论点。[ 33 ]

以上学者的研究成果 ,一度在国内学术界引起

了强烈的反响 ,对于长江沿江城市史的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它们都以长江口岸城市的近代化历程为

主线 ,透视城市内部各方面的发展状况 ,展现了城

市发展的阶段性波动 ,总结了城市发展的特点 ,揭

示了长江城市的发展规律。

2、长江口岸城市史整体研究

90年代初部分学者开始进一步扩大长江口岸

城市研究的视野和范围 ,由单个城市研究层次提升

到同一个体系之中进行整体性、综合性的研究 ,以

进一步深入对近代长江口岸城市发展规律的把握

与认识。张仲礼等编著《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

代化 》(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2年版 )是学术界在研

究长江口岸城市这一领域的一部较有影响的著作。

这本著作主要以宜宾、重庆、万县、宜昌、沙市、岳

阳、武汉、九江、安庆、芜湖、南京、镇江、南通、上海

为研究对象。这些城市在中国近代化过程中 ,地位

重要 ,影响巨大。该书论述了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历

次重大事件对沿江城市发展的影响 ,及沿江城市在

近代中国对外开埠后所发生的城市结构和城市功

能的变化。作者阐明了通商口岸与各自腹地的关

系以及开放的沿江城市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作

用 ,进一步分析了从“沿海城市 ———内地城市 ———

农村 ”的辐射效应 ,以及在沿江城市之间是如何有

机联系的 ,从上海到沿江城市 ,从各个沿江城市到

各自腹地的贸易、资金、技术、人才、社会变革等等

方面都存在纵向和横向的集聚和辐射关系 ,这些关

系构成了长江流域近代化历史过程的全景图。[ 34 ]

茅家琦主编的《横看成岭侧成峰 ———长江下游城

市近代化的轨迹 》主要论述了鸦片战争之前 ,长江

下游城市虽然有了较大的发展 ,但是并没有跨入近

代。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是在列强侵略、传统势力

坚韧的条件下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城市近代化受

到了传统商业经济发展程度、地理环境、人的主观

能动作用以及地区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在长

江下游城市 ,许多因素发挥了大小不同的作用 ,相

互影响 ,形成了不同的合力。不同的合力推动了长

江下游城市沿着不同的轨迹走向近代化。[ 35 ]

此外 ,关于长江口岸城市综合研究论文发表也

比较多。郑忠《试论近代长江下游城市经济功能

结构的变迁 》(《安徽史学 》2002年第 1期 )认为近

代长江下游城市功能结构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

各方面都发生着重大的变化。其中 ,城市经济功能

的近代化是决定性的 ,并具体表现为生产加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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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贸易、金融控制等方面 ,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

轻工业城市群、商业市场网络体系及区域金融市场

体系。长江下游地区因此成为中国城市近代化程

度较高的地区。[ 36 ]王笛的《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

领域的发展 》(《历史研究 》1996年第 1期 )指出 ,

20世纪初期 ,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传统领域的演变 ,一是新领

域的产生。大多数商会和公立学堂属于前者 ,几乎

全部公共协会和其他社会经济组织都属于后者。

公共领域的发展已初步为市民社会的形成奠定了

基础 ,尽管这个基础的规模和深度都是很有限的。

在各主要城市 ,商会、各种法团、新学校、各种文化

教育组织等 ,都在这个社会中积极活动。在各个社

会层面 ,从士大夫、乡绅到普通百姓 ,都在其影响之

下。这些非官方的社会领域为地方士绅参与政治、

经济和社会活动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37 ]谢国权《近

代长江中下游沿岸中等城市商业研究 》(《安徽师

范大学学报 》1996年第 3期 )认为长江中下游沿岸

中等城市多“因商而兴 ”。在近代 ,口岸城市转口

贸易的功能突出 ,对外贸易依附于上海等大城市。

传统商业向新式的演变 ,或是吸收近代的积极因

素 ,或是转向依附于近代工业和对外贸易的经营。

同时 ,商人组织也逐渐近代化。近代长江中下游沿

岸中等城市的商业发展轨迹表明 :只有建立在自身

工业基础上的商业繁荣 ,才能带来城市稳定、持续

的发展 ;单纯建立在对外贸易基础上 ,则其发展必

然是不稳定的、暂时的。[ 38 ]朱月琴、郑忠《辛亥革命

前后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经济环境分析 》(《民

国档案 》2005年第 1期 )认为 :辛亥革命前后 ,长江

下游城市发生重大变化 ,其区域经济环境的优劣成

为影响城市向近代转型的最基础性因素。作者着

重对西方列强的经济侵略、国家政策、地方工业资

本投入以及市场发展及产业结构状况等方面进行

深入的探讨 ,认为辛亥革命前后长江下游区域经济

环境呈现出一种优劣并存、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

状态。[ 39 ]这些著作、文章将长江口岸城市按空间分

解为若干个较小的研究单位 ,在把各个研究单位作

为一个有机的城市群 ,采用多层次、多角度 ,多学科

相结合的立体交叉式研究方法考察其纵向发展和

横向联系 ,勾勒出每个城市的个性和沿江城市群体

的共性。对研究近代长江口岸城市的传统思路进

行了新的突破。

目前 ,国内学者对沿江城市史的研究更加注重

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全方位地展开 ,综合性、整体

感比较强 ,对城市社会的微观环境和层次的研究似

乎显得不足。在研究领域和选题方面主要集中在

少数大中城市 ,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研究还处于
薄弱或空白状态。同时 ,沿江城市史之间比较研究
方法还处于低层次的水平之上。到目前为止 ,尚未

出现有关的研究专著。伴随着中国沿江城市现代
化的进一步发展 ,迫切需要总结历史经验 ,寻找历

史规律 ,为今天沿江城市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因
此 ,长江城市史研究任重而道远 ,还有许多课题亟

待解决。

　　四、有关长江口岸贸易与城市近代化的
综合研究

有关长江口岸贸易与城市近代化关系的研究 ,

也颇具特色。田永秀《桐油贸易与万县城市近代

化 》(《文史杂志 》2000年第 1期 )认为 :桐油作为
万县最大的出口商品 ,导致了万县城市商业极为繁
盛 ,改变了万县城的空间功能结构 ,促进了万县金
融业、榨房业和炼油等其他相关行业的兴起和发

展 ,推动着万县城市迈开近代化的步伐。[ 40 ]徐凯希
《略论近代沙市社会经济的变迁 ———近代长江中
游通商口岸研究之一 》(《江汉论坛 》2003年第 7

期 )认为 :甲午战争后 ,在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本
国商品经济缓慢发展的双重刺激下 ,地处长江中游

的沙市经济开始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一方面 ,沙市
逐步丧失了原有的自然发展状态 ,被纳入半殖民地

半封建城市经济发展的轨道 ;另一方面 ,沙市摆脱
了以往发展的相对迟缓 ,增加了许多近代化的时代

特征。进出口贸易的迅速增长 ,成为近代沙市经济
发展的重要前提 ,随之而来的是商人在社会地位的

逐步提高 ,以及传统商人组织的不断发展。他总结
了近代沙市社会经济发展呈现出以下两个明显的

时代特征 :一是商业贸易的发展是近代沙市经济发
展演变的基本条件。二是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与

商业组织的发展。商会的成立对于打破地域界限 ,

减少封建积习 ,促进贸易的发展 ,都起到了一定的

作用。[ 41 ]马红霞 ,魏惠卿《晚清镇江对外贸易的发
展与传统工商业的演变 》(《江苏大学学报 》2005

年第 1期 )认为 :镇江由于地处于长江和大运河的

交汇处 ,水运交通便利 ,因而在 1856年签订的中英
《天津条约 》中被列为长江第一批通商口岸。镇江

被迫开埠通商后 ,对外贸易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对
外贸易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镇江传统商业格局的
变化 ,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相关工业的发
展。在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刺激和推动下 ,镇江城

市发生了深刻的演变 ,一方面促进了晚清镇江近代
化的进程 ,另一方面又影响和制约着城市近代化的

发展。作者还指出 ,如果单纯依靠对外贸易 ,不把
地理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不以工业发展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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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撑、其商业的繁荣、城市的发展 ,就缺乏发展后
劲。[ 42 ]周飞、许海泉《被迫开埠与九江城市近代化 》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1998年第 3期 )考察了九江

被迫开埠后 ,城市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市政建设
以及交通通讯和人们观念均发生了变化。九江在

成为资本帝国主义经济掠夺据点的同时 ,也在欧风
美雨的“孵化 ”下 ,开始迈向近代化。[ 43 ]陆远权《开

埠通商与重庆城市的近代化进程 》(《重庆三峡学
院学报 》2004年第 4期 )认为重庆开埠加快了重庆

城市的近代化进程。通商贸易产生的商业力量打
破了城市的内闭式结构 ,改变了城市的传统功能 ,

引发了城市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全新变化 ,城市建设
也逐渐步入一个新的平台。重庆因商而兴 ,外贸成

为城市变迁的重要支撑。工业滞后则在一定程度
上掣肘着城市的近代发展。[ 44 ]龚兴华《宜昌城市近

代化之进程 ———宜昌城市发展的历史考察之一 》
(《湖北三峡学院学报 》1997年第 2期 )在考察宜昌
古城发展历史的基础上 ,重点论述了宜昌城市近代

化的进程及其表现。以此作为今天宜昌城市继续
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参考。[ 45 ]

国内学术界在长江口岸贸易与城市近代化综
合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也

应该看到存在的问题 ,急需加以解决。从城市结构
的各层面看 ,经济方面的研究较多 ,而城市文化、城

市社会、城市管理的研究相对较少 ,并多停留在表
面的描述上。进一步拓宽城市各层面的研究领域 ,

特别是加强对城市社会、城市文化的研究在未来的
研究领域当中应予以充分重视。

　　五、结语 :问题与展望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 ,经过众多学者的辛勤努

力 ,目前国内外史学者对中国近代长江口岸城市的

研究工作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无论是研究方
法 ,还是研究领域都较之以往有了较大的拓展与提

高 ,成绩固然可喜 ,发现不足 ,改进不足 ,进一步加
强研究则更加重要。纵观长江口岸贸易与城市近

代化研究的状况 ,由于在国内从事历史研究相对困

难 (档案资料不确定 ,对新的、涉及当代史的档案
文献使用受到限制 ,且研究经费不足等 ) ,所以国

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历程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历
史研究相比 ,存在较大的差异。但是我们也应该看

到 ,近年来 ,中国史学界已经正视了这一差异 ,相当
多的一批学者正在努力地拓宽自己在这一方面的

研究视野 ,从政治事件研究转向对社会组织的研
究 ,然后再转到从整个城市为目标的沿江城市社会

史研究上来。这不仅仅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 ,从
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中国学者的历史研究开始走向

了中西相互融通的道路上来 ,彼此之间的文化传统
差异也越来越小 ,对话基础也正在逐步加强。

由于种种原因 ,长江口岸城市的研究迄今为止

仍属于薄弱环节 ,这就使我们在认识中国近代长江
口岸城市近代化发展规律时 ,带有不少的局限性。

从学术本身和社会现实的双重需要出发 ,我们不要
把研究目光仅限于上海、武汉、重庆等大的热点城

市 ,而是要把研究视野放置到更多的中小城市。以
历史学为主 ,同时吸收和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

法。通过考察长江口岸城市中外贸易产生的历史
根源、发展历程 ,探求其长江城市近代化的发展规

律 ,采用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诸多学科研究方
法 ,从而多视角、更全面、更立体地了解城市近代化

发展的脉络与本质。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理解沿江
城市之间发展的历史差距和强弱所在 ,前事不忘 ,

后事之师 ;只有这样 ,才能既体现学术的完整性 ,又
能为现代中国沿江城市化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与此相适应的是 ,我们必须加快长江口岸其他

城市相关资料的整理、出版速度。把长江口岸城市
置于中国和世界近代的历史背景之下 ,从新的层面

展示中国近代长江口岸贸易与城市近代化的特殊
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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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iew of the researches in to Yangtze R iver port c ities of trade and m odern iza tion

YE Dong, WANG J ia
( Sociology College, A nhui N orm al U niversity, Anhui W uhu 241003, China)

Abstract: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there is close relation between Yangtze R iver port trade and urban modernization. The

openness of Yangtze R iver port cities p romotes the modernization p rocess of port citie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oretical and real

significance of development researches into port trade and urban modernization, and briefly expounds the research situation of aca2
dem ic circle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Yangtze R iver port trade and urban modernization in order to help historic workers to under2
stand p revious research results and to p rovide a p latform for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the Yangtce R iver; port trade; city; moder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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