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连开埠建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大连开埠建市>>

13位ISBN编号：9787550504875

10位ISBN编号：7550504873

出版时间：2013-7

出版时间：大连出版社

作者：蒋耀辉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大连开埠建市>>

前言

你从哪里来（代序）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这常常被认为是思想家、哲学家探究的古老课题。
其实不然，它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搞清了自己的身世，了解了自己家族的荣辱兴衰，也许在自己今后的人生旅途上会走得更踏实、更从
容。
    一座城市也是如此。
为什么要建这座城市，怎样建的这座城市，要建成什么样的城市，是生活在这座城市的每个人都关注
的话题。
搞清了城市的“身世”，揭开了城市诞生之时的DNA图谱，这座城市也许会在今后的发展征途上走得
更坚定、更顺坦，其生命的密码也许会点亮一个更加辉煌的未来。
    这，就是人类文明传承不息的原因之一吧。
而担当这一伟大使命的就是真实记录了生命中每一个瞬间的原始档案。
读懂了档案，也就读懂了历史，自然为读懂现在积蓄了力量，亦为读懂未来奠定了殷殷之基。
    多少人、多少次试图打开大连这座现代城市的档案，欲在字里行间寻觅这座城市行进的足迹，并进
而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倾其全力，结果却大多令人失望：我们生活的这座城市，110多年前诞生之时的原
始档案几乎是空白，即使我们遍寻国内各大档案馆，往往也是空手而归。
    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了我们和所有热爱这座城市的人们面前：这座活力四射、中国北方最开放的城
市之一，许许多多海内外游客、商贾、名流向往的城市，仅仅走过了110多个春秋的城市，竟然没有自
己诞生之初的原始记录，致使许多历史事件、故事、人物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遗憾。
    没有档案的历史，是缺乏说服力的，甚至是苍白的。
    每每深思这座城市，既感熟悉又觉陌生。
那日夜忙碌的大连港、那穿城而过的有轨电车、那聚散大街小巷的圆形广场、那造型别致的洋房小楼
⋯⋯不仅诠释着这座城市的繁荣，也静静地诉说着这座城市的往昔，更似乎在焦急地期待着揭开她“
身世”之谜的一瞬。
    于是，我们将寻找这座城市档案的目光转向了她那酸楚而又跌宕起伏的过去，投向了与她有着无限
纠结的异国。
    近代以来，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哪座城市像大连一样，从诞生之始，就遭受了刀光剑影、血雨腥
风。
先是两次鸦片战争之时，英国人的军舰打破了半岛的宁静；继而在甲午之年，日本人凭着海战取胜的
淫威在这片土地上大肆杀戮；再继而是沙皇俄国的军舰打着保护大清国利益的幌子，于1897年的冬天
闯入旅顺口，并强凭零租金的条约在大连湾开埠建市；接着在1904年，日本殖民者发动日俄战争赶走
俄国人，统治大连地区40年；最后是1945年8月苏联红军解放大连，直至1955年5月撤离。
    从硝烟与战火中一路走来的大连，从侵略者、统治者野心勃勃的欲望中一路走来的大连，在隐隐的
阵痛中饮尝着你方唱罢我登场的苦涩，就连自己用屈辱和血泪写就的档案也被裹挟而去，给生活在这
座城市的主人留下了无限的惆怅⋯⋯    沉寂了鼓角铮呜，远去了烽火边城。
世事沧桑，岁月悠悠，一切皆成过眼烟云，唯有档案留下了这座城市无尽的诉说。
于是，一种巨大的责任感驱使我们于2009年深秋的一个早晨，首次登上飞往俄罗斯的航班，跨越亚欧
大陆，去寻找一个多世纪前大连诞生之时的原始印记。
之后的四年多时光里，又多次踏上前往俄罗斯的征集之路；2011年11月，层林尽染的时节，首次东渡
日本，搜寻大连失去的记忆。
    辛苦奔波，终获硕果。
随着寻找回来的那一幅幅陈旧的地图、一页页泛黄的文件、一张张黑白照片、一段段电影胶片被一一
打开，一个多世纪前那个叫做“达里尼”的城市的真容显露出来，一个远东自由港和世界贸易中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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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跃然纸上，并在工程师和建设者的手里已露端倪。
那热火朝天的建设场面、紧张忙碌的港口贸易、车水马龙的繁华市景仿佛就在昨天。
尽管为永久霸占这块美丽的土地，殖民者也曾费尽心机地“打扮”她，尽管那些精心的设计和规划归
根结底服务于入侵者的别有用心，但来自异乡的规划师和建设者们运用那个时代世界先进的规划理念
设计和建造这座港口和城市，并将港口、城市、铁路连为一体，横跨欧亚大陆，贯通大西洋和太平洋
，将其纳入全球化视野之中，这在客观上造就了100多年来这座城市的基本走向。
    如今，每天穿梭于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历史好像早已逝去，但历史却从未走远，而是如影随形。
当年闻一多先生的《七子之歌》犹在耳畔回响，“暴徒脚下的两团烂泥”遭“两个强邻来回蹴蹋”的
屈辱早已被荡涤。
以史为鉴，而非历史虚无，奋起直追，才能真正记取“落后就要挨打”的铁训。
时下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正阔步行进在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宽广征途上，我们拥有足够
的自信，以更加理性、更加思辨、更加深邃的目光审视这段饱经沧桑的城市历史。
    诚然，一座城市的岁月留痕，总是历史长河中纵横坐标交互冲刷的结果。
在与同类的横向比较中理清思路，定格前行的方位，走向未来；在对往昔的纵向回望中，汲取感同身
受的力量，延续城市肌理，累积城市文脉，一路抛洒下让后人品读不尽的岁月感怀。
时光荏苒间，这种横向打磨的短暂一瞬似乎仅仅是为了纵向的深刻雕琢，而后者则显得更有价值、更
为久远、更耐人寻味。
    于是，《大连开埠建市》一书，将这些历史的印记和曾经演绎过的故事，进行认真的梳理、分析、
挖掘、解读，穿越时空，力争构建起大连港口和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史演变的清晰脉络，全面
再现110多年前大连从一个小渔村向远东自由港和全世界贸易中心推进的曲折历程，深刻揭示人们一直
以来关心的这座城市因何而建、为何建成这般模样等对大连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性问题，为今
天和未来城市化之路提供一份可资借鉴的参考，也为工作生活在这座城市、关心这座城市的人们提供
一个深入了解大连真实往昔的机缘。
        作者    2013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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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近代以来，在中国的历史上，没有哪座城市像大连一样，从诞生之始，就遭受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
。
先是两次鸦片战争之时，英国人的军舰打破了半岛的宁静；继而在甲午之年，日本人凭着海战取胜的
淫威在这片土地上大肆杀戮；再继而是沙皇俄国的军舰打着保护大清国利益的幌子，于1897年的冬天
闯入旅顺口，并强凭零租金的条约在大连湾开埠建市；接着在1904年，日本殖民者发动日俄战争赶走
俄国人，统治大连地区40年；最后是1945年8月苏联红军解放大连，直至1955年5月撤离。

多少人、多少次试图打开大连这座现代城市的档案，结果却大多令人失望——这座城市，110多年前诞
生之时的原始档案几乎是空白，即使遍寻国内各大档案馆，往往也是空手而归。

于是，大连档案馆从2009年至2011年，几次奔赴俄罗斯与日本，终于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大连开埠建市》一书，将这些历史的印记和曾经演绎过的故事，进行认真的梳理、分析、挖掘、解
读，力争穿越时空，构建起大连港口和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历史演变的清晰脉络，全面再现110多
年前大连从一个小渔村向远东自由港和全世界贸易中心推进的曲折历程，深刻揭示人们一直以来关心
的这座城市因何而建、为何建成这般模样等对大连建设和发展至关重要的基础性问题，为今天和未来
城市化之路提供一份可资借鉴的参考，也为工作生活在这座城市、关心这座城市的人们提供一个深入
了解大连真实往昔的机缘。

参看CCTV—4纪录片《大连密档》：
http://tv.cntv.cn/video/C10352/62b58542f30942309d88164783cda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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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大连市档案局,(馆)副局(馆)长    2009年以来，多次参与组织和带队远赴俄罗斯、日本查找征集大连历
史档案资料，并以此为基础，致力于大连开埠建市等城市发展脉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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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沙俄军队占领旅顺、大连    沙俄租借旅顺、大连，是继德国强占胶州湾后的又一重大事件，进一步
改变了列强在远东、尤其是在中国的利益格局，必然引起强烈反响。
    早在《旅大租地条约》签订之前的1898年3月7日，英国《泰晤士报》就以“列强与中国：俄国的要
求”为题，率先报道了俄国要求租借旅顺和大连的消息，引起一片哗然。
英国的军舰游弋在大连、旅顺海域，要求确保其利益不得受损。
日本则深感“愤懑”。
因此，为了平衡列强的利益，尽量照顾其“情绪”，沙俄极力营造和平相处、利益共沾的氛围。
    就在1898年3月27日，《旅大租地条约》签订的当天，沙俄外交大臣向俄驻外机构发出通电：“俄
历3月15日（公历3月27日），俄国代表与（中国）总理衙门全权代理人员签约规定：中国政府将旅顺
港和大连湾及其附属领域借予沙俄政府使用。
兹请你们将上述事宜通报所驻国家政府，并请补充说明，我圣主皇帝陛下的部队将立即占领上述港口
和区域。
占领区内，除了悬挂中国国旗之外，还将升起俄国国旗。
同时，你们可知会所在国的外交大臣：大连湾港口将开放通商，所有各友好国家的船只抵达后将受到
最热烈的欢迎。
”并在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即3月29日沙俄《政府公报》第60期中通告：    “此次签约是两个幅员辽
阔、毗邻而居的帝国之间友好关系自然而然（发展）的直接结果。
两国都竭尽所能保障广大边境地区的安宁和稳定，以造福两国人民。
    俄国海军根据协议的内容，于3月15日顺利地和平占领友国的这一港口和领土，这充分说明：清政府
完全明白双方所签协议的重要意义。
    该协议确保了中国的最高利益神圣不受侵犯，满足了与其相邻的海上强国俄国的根本需求，同时也
绝对没有损害任何其他国家的利益。
    相反，这一协议可使世界各国在不久的将来有机会进入黄海之滨这一闭塞之地：向所有外国商业船
只开放大连湾港口，可借助于经中俄两国友好协商、将旧世界的两个大陆连接起来的西伯利亚大铁路
，在太平洋为各国工商企业建立一个新的商业圈。
    因此，北京条约（《旅大租地条约》）对俄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也理应受到珍视世界和平及各
国友好交往的人士的热烈欢迎。
”。
    这份欺世盗名的通告，充分体现了沙俄做贼心虚的心态，也赤裸裸地暴露了侵略者厚颜无耻的嘴脸
。
    1898年3月27日，《旅大租地条约》签订的当天，沙俄军队便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占领旅顺、大连湾的
交接行动。
3月28日，沙俄太平洋舰队驻旅顺分舰队司令杜巴索夫向远在圣彼得堡的沙俄海军代理大臣推尔托夫发
去了电报，汇报了占领时的情景：“已占领旅顺和大连湾。
诸事顺利。
中国军队3月15日（公历3月27日）开始退出，到晚上12点多最后一支部队撤出。
有两个军营因为当时中国部队撤出而发生抢劫，这迫使我占领剩余军事设施，从15日（公历27目）傍
晚开始就肃清中国人员。
3月16日（公历3月28日）早晨6时，所有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全部登陆，之后迅速占领城市及指定地点。
早晨7时许，所有部队都已到位。
早晨8时，黄金山炮台上的俄、华两面军旗就己与舰尾旗一同徐徐升起，舰队鸣放了21响礼炮表示致敬
。
之后，炮台向我旗帜鸣放礼炮致敬，要塞对其回放礼炮表示敬意。
早晨9时，海军陆战队从‘德米特里。
顿斯科伊’号巡洋舰和‘朝鲜人’号舰船下船，占领大连湾，中国人撤出后我方旗帜就立即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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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秩序井然。
”沙皇则在此电报上手写批语：“顺利登陆并占领太平洋上的不冻港，我对此甚感欣慰。
”。
侵略者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从此，沙俄开始了对辽东半岛长达7年的统治，大连地区开始了被殖民被奴役的历史。
沙俄军队占领旅顺、大连湾之时，原本担心的老百姓大规模反抗的情形并未出现。
对此，1911年4月，满铁调查课所作的《沙俄占领前后的大连和旅顺》一书作了记述：登陆的时候，沙
俄军队的陆战队员都穿着华美的制服，严肃而又威仪堂堂，在伴随着朗朗的乐曲登陆以后，当地居民
⋯⋯    P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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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9年，在大连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通过国家档案局和俄罗斯国家档案署的协调，市档案
局组成工作组赴国外征集大连的历史档案。
当年深秋，第一次带队远赴俄罗斯查寻大连失落的记忆，竟然使我渐渐对档案产生了不同以往的深刻
认识。
随着工作的深入，一个让人深感不安的事实呈现在面前——那就是由于国内历史档案的缺失，特别是
开埠建市档案的空白，大连这个仅有100多年历史的城市的过去竟然没有一个清晰、准确、全面的概念
。
这对于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大连，不能不令人遗憾！
这也吸引了在这座城市已经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我的目光：这座城市从何而来？
她为何这般模样？
她的往昔对现在和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于是，一种责任感和探求的欲望油然而生。
    查找档案是一件非常辛苦的工作。
位于圣彼得堡市的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国家海军档案馆、圣彼得堡大学，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联
邦国家档案馆、军事历史档案馆、影片照片档案馆、经济档案馆等见证了我们的劳作；日本东京的国
立公文书馆、外交史料馆、防卫研究所、亚洲经济研究所、早稻田大学、东京大学，以及北海道大学
等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找回来本就属于这座城市的档案，也就找回了这座城市曾经失落的记忆。
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是第一步。
而要在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中去粗取精地获得研究成果，廓清城市肌理，接续城市文脉，探究发展规
律，服务现实和未来，难度就更大了，要求也就更高了。
好在这件事苦中有乐。
那一页页发黄的文件，一幅幅黑白照片，一张张规划图纸，分明就是价值连城的“真金白银”。
只是要有人将这些“真金”精心地擦拭出来，方能使其闪闪发光。
于是，我就偶然做了回挖“宝”者，紧紧抓住当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城市化发展为突破口这一主
线，将这些看似普通的纸张和图片承载的历史印记一个个有序地贯穿起来，使死档案变成活资料，加
上自己的“拙见”，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写就了这部《大连开埠建市》，呈献给那些关心和
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
至于其他大量档案资料的发掘工作则只好留待以后了。
    亲历这项填补大连档案历史空白，唤回大连遗失记忆，为城市现在和未来的建设与发展提供基础参
考的寻找之旅，见证一个个奇迹的发生，感受一次次惊喜的出现，体验一幕幕发掘研究的乐趣，是一
件值得回味的事情。
人的一生能够做成一件真正对历史有价值、于社会有益之事实属不易，而有机会为自己生活的这座城
市贡献绵薄之力，深感荣幸。
感谢生活给了我这个不期而至的难得机遇！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之紧迫，书中恐有一些瑕疵，恳请读者谅解并提出宝贵意见。
    在写作的过程中，市委常委、秘书长张世坤给予热情的关心和积极的鼓励，牟桂云局长予以大力支
持，王学毅带领的档案征集处的同事们分担了部分资料的翻译、照片的拍摄、图纸的修补等基础工作
，王璐、刘华荣、周磊、张丹等分别翻译了大量的俄文与日文档案资料，陆伟教授、刘连岗等均给予
了大力帮助，恕不一一列出。
在此，一并深表谢意！
    作者    2013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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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在大连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通过国家档案局和俄罗斯国家档案署的协调，市档案
局组成工作组赴国外征集大连的历史档案。
当年深秋，第一次带队远赴俄罗斯查寻大连失落的记忆，竟然使作者蒋耀辉渐渐对档案产生了不同以
往的深刻认识。
随着工作的深入，一个让人深感不安的事实呈现在面前——那就是由于国内历史档案的缺失，特别是
开埠建市档案的空白，大连这个仅有100多年历史的城市的过去竟然没有一个清晰、准确、全面的概念
。
这对于建设现代化国际性城市的大连，不能不令人遗憾！
这也吸引了在这座城市已经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他的目光：这座城市从何而来？
她为何这般模样？
她的往昔对现在和未来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于是，一种责任感和探求的欲望油然而生。
    于是，作者就偶然做了回挖“宝”者，紧紧抓住当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城市化发展为突破口这
一主线，将这些看似普通的纸张和图片承载的历史印记一个个有序地贯穿起来，使死档案变成活资料
，加上自己的“拙见”，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写就了这部《大连开埠建市》，呈献给那些关
心和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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