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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民国时期上海周边市镇的城市化演进∗

吴 俊 范

摘　 要：２０ 世纪上半叶，上海周边的市镇在大都市中心的吸引与辐射下，发生了明显的结构重组和功能演替。 先是

在上海近郊乡村兴起一批新市镇，暂时分担了城市的疏散功能，但很快就融入了中心城区。 其次是近郊地区的一

批老市镇也在短暂承担了疏散功能之后，相继出现人口密集和环境污染，并很快融入中心城区。 该时期自然形成

的卫星城角色不能持久延续，体现了工业城市“单中心摊大饼”式蔓延对周边地区的环境改造和强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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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关系一直是多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
其研究内容十分广泛，涵盖经济、人口、社会服务、住
宅建设、旅游功能、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等领域，研究

主要从经济地理、城市规划、社会学等角度展开，时
段则集中于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

期。 但目前的问题是，从历史学角度复原城市化早

期城乡关系动态变化的研究几付阙如。 这与中国近

代城市化开始较晚、发展历程较短有关。 城市发展

的早期过程可为后来出现的各种问题提供基因性的

答案，揭示现代城市问题的缘起和原初面貌。
在诸多城乡关系命题中，“卫星城”与中心城区

的联系及其变迁尤其受到关注，但同样也需要立足

于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基本情况，对其早期发展过程

和机制进行梳理。 现代大都市的卫星城，大部分是

由历史悠久并具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县城或市镇转化

而来，而在其成为卫星城之前，聚落形态和社会经济

角色也在大城市中心的辐射下经过了一段时期的演

化，因此十分有必要对该过程进行详实的复原。 上

海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中国卫星城规划及建设的

先行者，对上海周边卫星城的早期机制进行探索，具
有典型意义。 目前所见相关研究，主要是包树芳、忻

平《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上海卫星城战略形成的历史考

察》①一文。 但该文讨论的重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初期上海卫星城的规划及决策过程，对于这些

城镇在成为卫星城之前，在大都市影响下经过了怎

样的地理与人文变化，并不在该文讨论范围之内。
本文关注的正是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前上海周边市镇

在大城市辐射之下的兴替演化过程及其内在机制。
本文所涉及上海“周边市镇”的地理空间范围，

是一个变动的概念，这是因为自上海开埠至今，上海

城市中心区一直处在不断扩展之中，其周边市镇的

形态与功能也在大都市辐射下不断变化。 但是，基
于水陆交通条件对城镇发展的基础作用，本文所考

察的上海周边市镇的名单，以 １９３７ 年李书田编《太
湖流域现有航线图》所标出的太湖平原东部地区的

城镇聚落为主要依据②。 图中所示城镇皆为当时水

陆交通（包括干河、铁路、公路）干线所经过，具有局

域交通中心和经济中心的地位，代表着传统条件下

已经繁兴并在现代依然延续的市镇。 ２０ 世纪六七

十年代上海市政府规划下建成和发展的卫星城与近

郊工业区③，则与图中部分市镇相重合。 但也有一

部分在近代有过短暂繁荣的市镇， 以上两个条件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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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涵盖，也属于本文研究范围。 总之本文研究的空

间范围是：西南以松江县城为界，西北以宝山县城为

界，东南以金山县城为界，２０ 世纪上半期太湖平原

东部凡在此圈层内的传统市镇和新兴市镇，均为本

文考察对象。

图 １　 本文所考察的上海周边市镇分布图

一、近郊新市镇的勃兴与消失

上海城市化早期，在其中心城区边缘新兴起一

批市镇，其驱动因素和经济功能与传统江南市镇均

有区别。 传统江南市镇多依靠便捷的水路交通发展

起来，既作为周边乡村的经济中心地，吸引乡村腹地

的物流和人流在此交汇，同时又与高一级中心地保

持联系。 近代上海城市周边的新市镇，则在城市经

济的影响下，短时间内由乡村形态一变而为市镇形

态。 在功能上既作为周边腹地与上海经济联系的服

务区，又是疏散城市人口与产业压力的缓冲点。
在上海城市周边较早地由乡村演变而成的市

镇，比较典型的是西部边缘的徐家汇、静安寺、曹家

渡，以及北部边缘的天通庵、谈家桥等镇。 而 １９ 世

纪末上海英、法租界也正是向这两个方向发生了快

速的扩展。
租界西部边缘的徐家汇、静安寺与曹家渡，原为

太湖平原上的普通乡村，因其紧邻上海城区，成为乡

村向城市流动人口的必经之地，因而在短时间内蜕

去乡村面貌。 据清末所编《法华镇志》记：“自咸丰

庚申后，叠遭兵祸，景物全非，而（法华）东南之徐家

汇，（法华）北之静安寺、曹家渡，相继成市。”④由此

可知，上海近郊巨镇法华镇因遭到太平天国战争重

创而衰落，但附近的徐家汇等新市镇随即兴起。 据

史料载，徐家汇在清道光以前（上海在道光末年开

埠），“向为沪西荒僻地”⑤，仅仅只是位于上海县城

郊外的偏僻村落。 静安寺在成为市镇之前，原来

“本一大丛林，无所谓市也”⑥。 曹家渡在清光绪以

前是吴淞江南岸的一个小渡口，“地甚荒僻，绝少行

人”⑦。 以上几个乡村聚落，在咸丰、光绪年间开始

向市镇转变，短时间内产业和人口快速集聚，其商业

人口规模超过了一般性的江南市镇。 但这类市镇也

只是一个过渡形态，很快便消融在不断扩张的城市

空间之内。 民国《法华乡志》记载了徐家汇从乡村

到市镇、再到现代城市社区的演变过程：
　 　 咸丰间，徐景星在东生桥东堍建茅屋三间，
开一米铺，余则一片荒郊，绝无人迹。 粤匪时，
西乡避难于此者，男提女挈，蚁聚蜂屯，视为安

乐土。 于是天主堂购地数亩，及徐姓、张姓建平

房数十间，外则开设店肆，内则安插难民，遂成

小市集。 同治二年，天主堂将肇嘉浜改道移东，
又开辟马路，商贾辐辏，水陆交通。 光绪十年，
天主堂将市房翻建楼房，十九年九月，祝融为

灾，尽付一炬。 是年冬，重行建筑，焕然一新。
三十四年，马路东有巨商张士希购地建孝友里，
楼房百余幢，迤东程谨轩、顾象新各建店楼数十

间，市面大兴。 既而电车行驶矣，邮政设局矣，
电灯、路灯、德律风、自来水，次第装接矣。 马路

东为法租界，马路西为天主堂界，再西老屋为乡

民界，日新月异，宛似洋场风景。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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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引文字不难看到，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徐
家汇似乎具备江南市镇的一般形态（有市房、傍依

河道、人口聚集），到 ２０ 世纪初，它便进一步成为居

住与商业功能兼备、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社区，这时

它已经脱离了传统江南市镇形态。 在徐家汇的发展

过程中，现代城市因素起着首要驱动作用，如吸纳外

来人口和流民，马路交通及水电设施的兴建等，这显

然有别于传统江南市镇依水而兴、人口结构相对稳

定的特点。 即便是代表江南市镇景观特点的肇嘉浜

水道，也很快由于淤塞和城市发展的需要被填没筑

成了马路。
静安寺在晚清时由无市的乡村演变为市集，继

而再成为服务于城市的娱乐区，也不是依靠深通畅

达的水道。 因其旁边的“沸井浜”在当时已淤塞不

通，当地人也不再依照旧例对河道加以疏浚。 静安

寺赖以兴起的是租界越界修筑的城市马路———“静
安寺路”。 由于这条马路主干道的修建和其他城市

设施的完善，静安寺一带在光绪年间已成为城市人

“春郊走马，夏夜纳凉”⑨的都市游娱地，２０ 世纪初

则进一步成为英租界西区的多功能中心。
曹家渡的变化历程也体现了移民人口、工商业、

城市设施相互激发增长的现代性特征，而“市集”阶
段，只是其从乡村到城市快速演变中的过渡期：

　 　 同治二年，英商开筑马路，至梵王渡。 光绪

十八年，有人购地建筑油车，是为成市之始。 继

而西段开办缫丝厂，东段开办面粉厂，召集男女

工作，衣于斯，食于斯，聚居于斯者，不下数千

人。 由是马路两旁，造房开店，百工居肆而市成

矣。 面临吴淞江，帆樯云集，莫不挟其重资，设

厂经商，除缫丝、面粉两厂外，若洋纱厂、织布

厂、鸡毛厂、牛皮厂、榨油厂、电灯厂、不数年间

相继成立，市面大为发达。 东西长二里许，鳞次

栉比，烟户万家，火车站在其西，轮船埠在其东，
交通之便，本乡首屈一指焉。⑩

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曹家渡已发展成为上海市

西部最大的工业区，“工厂林立，市尘栉比”，“男
女工人寄居于此者，日增月盛”。 城市马路、自来

水、电车等线路延伸至此，又吸引了更多人口和工厂

在此落户。

上海市区北部边缘乡村聚落的城市化过程，同
前述徐家汇等聚落的演化路径基本雷同，可以天通

庵、谈家桥等镇为例来说明。 天通庵原来只是跨芦

泾浦河道的一个小村集，后来“以毗连商埠，设有丝

厂、染织厂等，市面日盛”，至 １９ 世纪 ２０ 年代，已经

“几乎与上海商场无异，迥非曩时村集气象矣”。 谈

家桥原亦为小村庄，１９１６ 年有人在此开设同茂丝

厂，并建市房三四十幢，随后铺户居民渐见繁盛。
１９１７ 年租界开辟的主干道新闸马路筑通至此，于是

厂栈益增。

以上所论是上海城市化早期其周边乡村聚落向

城市融入的一些个案，代表着现代化的城市扩张对

近郊环境、经济与聚落形态发生影响和改变的某些

方面。 这些村庄在并入城市之前，借助交通便利、位
置适中等优势，经历过一段短暂的市镇形态，成为外

来流动人口的落脚地和新建工厂的集中地，因此被

史书所记载。 而实际上，在城市扩张中不断消失的

多数城周村庄，可能都曾经被具有类似疏解城市压

力和服务城市的功能，也经历过介于城乡之间的过

渡性形态（可借鉴今天城市化中的“城中村”），只是

史料不见记载而已。 但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现代

工商业城市扩张的强劲势头，而且看到一种规划缺

位的乡村融入城市类型。 在城市势力居于强势的城

乡交锋过程中，要基于乡村基础而自然形成一个城

市压力的缓冲地带并长期稳定地保持，几乎是不可

能的。

二、近郊老市镇向“卫星城”转型

上海市郊区与新市镇同时勃兴的是一批历史悠

久的老市镇，但在承纳城市产业和服务城市方面起

了比新兴市镇更大的作用。 这类老市镇本来就有良

好的水路交通和商业基础，在城市化时期又加入了

现代交通优势，一般都是早期铁路、公路线经过的重

要站点，因此成为城市产业和人口扩张的理想场域。
此外，这些市镇的作用还表现在向中心城市提供农

副产品、住宅、游览休闲等服务方面，在疏解大城市

经济压力和精神压力上都起到过重要作用。
先以沪西漕河泾镇在现代城市发展时期的各种

变化为例。 漕河泾镇是清代上海县治西南 １８ 里处

的一个商业中心，其兴起于明代中叶，以布米渐聚成

市，水路交通依赖漕河泾港。 该河为上海西南重要

漕运河道，也是连接上海与松江府城的交通要道。
清乾嘉时期，已成为巨商云集的大镇。 １９０９ 年建

成的沪杭铁路经过漕河泾镇之东，交通地位进一步

提升。１９１５ 年，本地士绅唐尊玮仿租界马路制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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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筑了漕溪、龙华两马路，是为现代陆路交通之缘

起。１９１５ 年后，龙漕路、沪闵路、淞沪路、上松路等

区间公路和长途公路相继建成，均通过该镇，火车、
汽车、轮船等交通线路交织成网，漕河泾与上海市区

和周边城市的联系都更加便捷。光绪六年（１８８０），
有商人在此开办机器轧花厂，为现代工业之始。 到

１９ 世纪 ３０ 年代，该镇有轧花厂、碾米厂、面粉厂等

大型工厂 ９ 家，商店 ５０ 余家，并建有新式学校。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漕河泾镇已俨然一派城

市气象，而其周边农村也从单纯的粮食产地，转而种

植经济作物，服务于上海大都市和本区的市镇。
１９３４ 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对漕河泾地区的农村

经济实地调查如下：
　 　 本区农民大半均种植棉花，豆类，麦子等，
种稻者则居极少数。 盖农民拥地不多，戽水不

便，而谷价低落，当亦一大原因。 漕河泾镇以北

一带地方，以接近市廛，农民都种植蔬菜，以青

菜、卷心菜等为大宗，获利颇厚。 近年来本区农

民都种植花卉，如康乃馨花、洋牡丹、蔷薇花等，
每晨运往上海花场，再售给沪地居民。 一家如

有花棚二三间，一家生计即可维持。 大有夺掉

农田正业的趋势。

此时的漕河泾镇，因距离上海市区距离适中，汽
车交通来往快速便捷，镇区生活和服务设施齐全，同
时周边农村还保留着一派田园风光，成为都市人周

末休憩和游览的理想之地。 １９４８ 年《金声》杂志载

有一篇《漕河泾纪游》，记录了作者到漕河泾冠生园

农场的一次游览。 他们在上海老西门乘上公共汽

车，不到一小时就到了漕河泾镇，时间抓紧的话中午

即可返回市区。

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都市人短途郊游的目

的地，多为乘坐各种交通工具在一日内可轻松往返

的周边市镇（乘坐汽车单程时间为 １—２ 小时），上
述漕河泾镇只是其中一例。 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场、
罗店古镇，这时都成为沪太长途汽车沿线的旅游点，
乘坐沪太线汽车在半日之内游览两个市镇亦可轻松

地完成。当时环绕于上海市区周围的有历史底蕴

而又经济实力雄厚的市镇，大多被城市人视为短途

郊游之地，对此一位游记作者总结道：“在事变以

前，每星期假日，必作当日可以来回之短程旅行。 昆

山、南翔、漕河泾、龙华、真如、江湾、吴淞、青阳港等

处，皆为吾等小游之目的地。”

都市人到周边市镇郊游和休闲的图景，说明大

都市与郊区市镇的关系不仅体现在物资和经济流通

方面，也体现在精神疏解方面。 这些古老市镇成为

身心忙碌的都市人暂时休憩的后花园。 １９３５ 年一

篇描写闵行一日游的文章写道：“闵行是离开上海

六十余里的一个市镇，因为商业的繁盛，交通的发

达，所以有许多人称之为‘小上海’。 每当炎炎夏令

的时候，上海的高等华人，以及外国人等，趋车而至

闵行游览者，颇不乏人。 尤其是星期假日，游人更是

络绎于途。 自从沪杭公路完成以后，闵行更成为一

个交通的要道，而游人之多，较之以前尤为猛晋。”

１９４６ 年另一篇游记的作者，仍然把闵行视为缓解身

心压力的理想场所：“凡是喜欢吸些新鲜空气的人

们，长住在烟、煤、汽油弥漫下的大都会里，总觉得不

甚舒适吧？”“为了舒适一下久压着的身心，我便在

一个星期日的早晨，约了几个同伴，踏上沪闵汽车，
到离沪不远的闵行镇去游春。”

２０ 世纪前半叶上海郊区的古老市镇，从景观来

看，既具有城市的消费环境与商业氛围，便利的生活

设施，其周边乡村又保留着田园风光的恬静，因此对

都市人放松身心有着一定的吸引力。 在一位曾经于

真如镇居住过较长时间的作者记忆中，真如既有大

学的科学馆和大礼堂的尖顶，街市上的弹子房和咖

啡馆，火车站呜呜的汽笛，也有碧绿的原野，青葱的

树木，以及淙淙的流水，因此每当忆起，总有一种迷

恋和陶醉的感觉。

真如距离上海市中心 ２０ 里，铁路交通尤其便

利，又具有较完善的生活基础设施，因此一部分在上

海工作的人，出于改善居住环境和降低成本的考虑，
选择居住在真如镇上。 京沪铁路部门 １９３５ 年的调

查报告记录了真如房地产业的城市化倾向：
　 　 本路自开驶沪翔短程区间专车以来，上海

人士以其班次众多，票价低廉，颇有转向沿线真

如地方赁屋居住者。 据查，该地建有不少出租

房屋，二楼单幢，月租只十七八元，前有阳台，构
造较上海普通租屋为佳。 平房除客堂卧室厨房

外，后有园地一方，可植菜蔬。 每幢月租仅五

元。 本路同人享有减价乘车利益，每日来往所

费，实至有限，在上海办公者并可回家午餐。 较

之赁居都市，经济多矣。

总之，２０ 世纪上半叶上海周边的古老市镇，由
于享有水运与陆运交通之双重便利，长期集聚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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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业实力，再加上靠近大城市的优势，相继由传统

型的商业中心地，转变为主要服务于中心城市的工

商业中心，同时在交通、市政基础设施和文化、教育

等多方面也逐渐具备城市特征。 在这些综合功能基

础上，这批市镇暂时充当了上海城市扩张中经济和

人口的缓冲带。
上述近郊古老市镇角色的转变，实际上相当于

向现代大城市“卫星城”的转型。 民国后期源自欧

美国家的卫星城理念在上海、重庆等城市规划中已

有体现。 １９４６ 年上海市政府制定的“大上海都市计

划”，就已明确提出建立“卫星市镇”，作为疏散市区

人口、“限制中区过分发展”的有效途径。文件设

定的卫星城，既有居住区也有工作区，居民居住地点

距离工作地点在半小时步行时间之内，其他城市配

套设施将渐次完善。时任上海市工务局局长的赵

祖康在《申报》发表了对上海未来卫星城初步规划

的文章，指出：５０ 年后上海城市人口可能达到 １０００
万，其中 ３００ 万人须居住于市区之外的卫星城市。
对于这批卫星城市的范围，该文以交通为核心提出

了大致框架：“如杨行、大场、真如，自须仍属市区，
庶易配置；他如沪南之龙华、闵行，沪西之虹桥、七
宝、莘庄，浦东之周浦等处，或为机场所在，或为铁路

所经，或为公路所通达，均系交通冲要之区，自应仍

属于上海市区以内。”文章中提到的这些分布于未

来上海中心城区周边的新的交通枢纽，正是要作为

卫星城来发展的古老市镇。 而在现实中，这些市镇

实际上已经开始充当卫星城的角色。
社会上对“卫星城”之含义也有所认同，并将其

与周边古老市镇的变化联系起来。 １９４６ 年《青年生

活》杂志一篇文章写道：“真如这儿离上海二十里，
有火车有汽车可通，像江湾、吴淞、龙华、高桥。”“一
样是上海的卫星市镇。”如果说政府规划是理性

的，社会认知是偏于感性的，两方面结合起来则能够

充分说明，当时上海大都市的产业和人口压力已经

达到相当程度，确实需要向周边疏散，卫星城的建设

迫在眉睫。

三、近郊老市镇的市区化与环境污染

根据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卫星城与主城区之间

应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具备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基

础设施，具有一定的产业和人口集聚，才能长期稳定

地发挥疏解大城市压力的作用。由前文考证，上海

周边一批古老市镇曾经具备上述功能，成为宜居宜

游之地。 并且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后期政府亦对其未来

发展做出了规划，将其作为“卫星城”的意图十分明

确。 然而从后来的事实看，这种“卫星城”角色很快

在都市快速扩张中被改变，或者说在政府正式规划

做出之前，该角色已经开始转变。 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

代起，随着上海城市工业黄金发展期的到来，这些市

镇在显示出有别于市中心区环境优势的同时，也相

继出现了环境污染和人口压力，并逐渐加重，以至于

后来在空间和环境上与主城区连成一片，失去疏解

都市压力的作用。 原来在距离和外在景观方面作为

大都市人休憩闲游之地的角色也终结了。
由相关史料可知，随着城市工业和人口不断向

周边市镇扩散，河流、空气发生严重污染，不仅使水

乡田园风光消失殆尽，而且影响到民众生活和身体

健康，市镇失去了原来的宜居性。
以作为沪西工业区延伸部分的北新泾镇为例。

北新泾镇沿苏州河一带布满工厂。 早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苏州河主流就出现了严重的环境问题，使货物

运输和人员流动不能正常进行，乃至出现十余里的

交通梗阻：“河道因淤浅未浚，交春雨水稀少，河水

愈浅，河面愈窄，加之春令货船拥挤，致该处一段河

道，竟于八日梗阻，延长十余里，迄昨四日，不通商

运。 其间尤以北市米业最受影响。 而吴淞口小客轮

在本埠者，无从开出，内地来者亦梗滞中途。”与苏

州河相交的新泾港河道，是贯穿该镇的市河，也因工

厂排放大量污水的污染，水质黑臭，加上城市马路交

通对水道运输的冲击，年久不修，日渐淤塞，造成居

民饮水危机。 １９２８ 年《申报》专文报道本镇的饮水

困难：
　 　 沪西北新泾镇及迤南一带居民，专恃新泾

港水为饮料。 此水北通吴淞江（即苏州河），南
接蒲汇塘河，本为舟楫往来要道。 自外人越界

筑路后，人民载物往来，改行陆道，此港逐渐淤

塞，不加修葺，港面之阔，不及丈余。 居民汲取

饮料，已觉艰难，不料东边之曹家渡、周家桥等

处各工厂所积污水，因外人不许东泄，必候潮来

放出，故现在新泾港潮落时，港水干涸，无不可

汲。 潮涨水发黑，色墨不可闻，居民汲至家中，
虽用种种方法滤清，终不能去其臭气。 兹因天

时渐热，饮此臭水，易生疫疠，居民大起恐慌。

１９３０ 年太湖流域水利局在对吴淞江水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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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时，对北新泾一带的水环境污染和航行功能的

消退印象深刻：“安浪渡以下，河身狭浅，航行滞缓，
两岸浅滩，历历在目。 十二时抵北新泾桥午餐，十二

时半再行，微觉水臭触鼻，厌不堪耐。”

上海市与宝山县交界处的大镇江湾，由于排放

污水的制革厂、印染厂等密集分布，“厂中秽水皆泄

于河中”，在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也出现了饮用水危机。
居民因河水污染饮之有害，而多次向淞沪警厅投诉。
官方请同济大学进行水质检验，其结果是，“证明此

河之水因受该厂泄水之污，全不可为饮料，虽在河流

极远之处，仍蒙其害。 此水不独生饮不宜，即煎沸食

之，亦依然有害康健”。 在当时自来水尚未通达的

情况下，江湾地方团体设法改善水环境的办法，是通

过接通被市区马路所阻断的河道，并深挖疏浚使河

水流通，来加快污水的排泄。

真如镇水环境也较早受到现代工业的污染，以
致影响居民正常生活。 据 １９２９ 年社会调查报告，贯
穿真如镇的主干河道梨辕浜的水质已经成为居民生

活之危害：“吴淞江两旁有硝皮厂、丝厂、纱厂、造纸

厂，所有污水，每乘潮来时放出，由潭子湾流入梨辕

浜，水秽且臭，色黑如墨，饮之最足为赤痢、窒扶斯、
虎列拉等病之媒介。 在通自来水之前，须开凿自流

井数个，以期饮料之清洁。”由于水乡平原的河流

相互联通，在市镇经济快速发展的态势下又疏于维

护，其他干支河道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淤断和污染。
据该调查显示，桃树浦本为商运及农田灌溉之要道，
这时因有吴淞江秽水流入，已不适合作为饮用水；界
浜只有在水涨时可行小舟，余多淤塞；大场浦已经淤

塞，运输灌溉均受影响；潭子江受到工业废水污染，
水质黑臭。

位于上海通往青浦、松江要道上的漕河泾镇，在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已出现空气污染严重的重工业工

厂，所排放的烟雾不仅有害呼吸，农作物也受到危

害。 据 １９３５ 年一则新闻报道，新开办的一家焦炭

厂，因昼夜燃烧烟煤，火光接天，烟雾遍野，致使“四
周数十亩之木棉，俱遭枯萎”。 该镇农民联名向漕

泾区市政委员办事处投诉，请求设法取缔。

沪西巨镇法华镇缘起于明中期，号为上海首镇，
上海开埠后渐成外来人口高度密集之地。 市河李漎

泾，本来就因大量人口和工厂排放污水而出现严重

的水质污染，为改善卫生，法租界当局将部分河段填

平筑成马路。战争期间又因难民大量涌入，在河岸

上搭建房屋，致使剩余河段渐成平地，几至完全消

失。而在当时市区自来水管网尚未通达该镇的情

况下，居民饮水只好使用受到河水污染的浅井水来

解决。

上述市镇的河道与空气污染，及其与此相关的

民生健康和饮水问题，是在其作为上海大都市之卫

星市镇的过程中出现的。 可以看到，在其成长过程

中，人居环境的不适宜与其经济的繁荣和人口集聚

不相协调，这一点与卫星城所应具备的对中心城区

过于紧张的居住和经济压力的舒缓功能是悖离的。
当然，在这种矛盾的背后，是工业化大都市快速扩张

的推力，其在短时间内把大量乡村和市镇变为城市。
上海是 ２０ 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工业企

业的兴建伸向四郊，现代交通载体也以上海为中心

向四面发散，由此导致周边乡村和市镇在环境、景观

和经济方面不断向城市演化。 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

谓工业化驱动下“单中心摊大饼”城市模式的环境

效应。
１９４６ 年上海市政府在做出卫星城规划之时，主

要考虑周边一批大中型市镇的经济基础和已经具备

的城市压力缓解性，而对其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的

适应性并未多加考虑。 其时，近郊市镇被大都市同

化的非宜居环境已经显露。

四、结语

通过对 ２０ 世纪上半叶上海周边市镇与中心城

区关系演变过程及驱动因素的考察，可以看出近代

以来上海大都市的空间扩展模式主要是工业化驱动

下的“单中心摊大饼”模式。 这种模式使人口和工

商业活动高度集中于狭小的建成区内，市中心区人

口密度过高和工业企业过多，既导致城市交通、住房

和基础设施拥挤，又产生了一系列的城市环境问

题。因此，如果新建卫星城能分别承担文化、教育、
工业等不同职能，每一卫星城市以一种主体功能为

主，互相联结成功能齐全的大都市外围地带，并同时

关注重视卫星城镇的环境问题，则可以实现城市是

一个区域系统的现代城市建设理念。

注释

①包树芳、忻平：《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上海卫星城战略形成的历史考

察》，《史林》２０１９ 年第 １ 期。 ②《太湖流域现有航线图》，李书田等

著：《中国水利问题》（下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２７ 年，第 ３７８ 页。 ③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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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初，上海建成闵行、吴泾、嘉定、安亭、松江 ５ 个卫星

城和一批近郊工业区；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以后，又开始建设金山

卫、宝钢两个卫星城。 在此之前，上海卫星城的规划处于持续调整的

状态。 笔者认为，近郊工业区和远郊卫星城均起到疏散大都市人口

和产业压力的作用，而且政府对其定位也一度在探索之中，本文均纳

入卫星城发展过程的考察范围。 这一范围内除少数县城外，传统江

南市镇是其主体部分。 ④⑥⑨金祥凤抄补，许洪新标点：《法华镇

志》卷一，《沿革》，《上海乡镇旧志丛书（１２）》，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４、４ 页。 ⑤⑧⑩胡人凤续辑，许洪新标点：《法华乡

志》卷一，《沿革》，《上海乡镇旧志丛书（１２）》，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３、３、４ 页。 ⑦《吴淞江水利工程局十一年度报告书》，
苏州市档案馆藏，档案号：Ｉ１４－００１－０５２４－０２０，１９２２ 年。 《沪西浜

北市民呈请改善饮料卫生，因未接通自来水管》，《申报》 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４ 日。 《本市各区农村概况调查摘要（续）》，《申报》１９２８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沪西浜北市民呈请改善饮料卫生，因未接通自来水

管》，《申报》１９３６ 年 １２ 月 ４ 日。 钱淦总纂，颜小忠标点：《江湾里

志》卷一，《舆地志》，《上海乡镇旧志丛书（１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

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２—３ 页。 唐锡瑞辑，张剑光标点：《二十六保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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