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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1840 年至 1900 年大事表 

 

本表係筆者參考下列資料編纂而成，特詳於上海部分。因附錄一至三已詳載同時

期上海戲園之新編劇目，故於「劇場」欄僅開列少數關鍵事件與作品。 

 

參考資料（依重要性排序）： 

1. 馬學新等主編《上海文化源流辭典》（上海：上海社科院，1992）。 

2. 熊月之主編《上海通史》第三至六卷（上海：上海人民：1999）。 

3. 蒯世勛〈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公共租界史稿》（上海：上海人民，1984）。 

4. 沈渭濱主編《中國歷史大事年表》近代卷（上海：上海辭書，1999）。 

5. 閻崇年、田珏、韓恒煜編著《中國歷史大事編年》第五卷（北京：北京出版

社，1987）。 

 

上海大事 時間 國家大事 

軍政 經濟 文化 劇場 

1840 

道光

二十 

鴉片戰爭     

1842 

道光

廿二 

簽訂《中英南

京條約》、《中

英五口通商

章程》、《中英

虎門條約》 

中英吳淞戰

役，江南提

督陳化成陣

亡，英軍佔

領上海。 

   

1843 

道光

洪秀全創立

「拜上帝會」 

 上海開埠 1. 英籍傳教

士麥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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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三 創辦「墨

海書

館」，為中

國第一家

外資出版

機構。 

2. 英籍傳教

士雒頡

（Revs. 

Lockhart）

開設醫

院，為上

海第一所

近代醫

院，今「仁

濟醫院」

前身。 

1844 

道光

廿四 

簽訂《中美望

廈條約》、《中

法黃埔條約》 

 美商「旗昌

洋行」設立

上海分行 

  

1845 

道光

廿五 

 1. 公布《上

海土地

章程》1

2. 英租界

   

                                                           
1 Land Regulations，亦稱《土地章程》或《地皮章程》，後雖屢經修改易名，但始終為租界根本

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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闢設 

1846 

道光 

廿六 

 首任美國領

事就任 

   

1847 

道光 

廿七 

 首任法國領

事就任 

第一家近代

化旅館「維

多利飯店」

已然營業。2

法國耶穌會

創建「徐家匯

天主堂」、「徐

家匯藏書

樓」。 

 

1848 

道光 

廿八 

「大英輪船

公司」首先開

闢「倫敦—香

港」遠洋航線 

 英國設立東

方銀行上海

分行，為首

家進入中國

之外商銀行

1. 青浦教案 

2. 建造首座

英國聖公

會教堂

「聖三一

教堂」 

3. 外僑社團

創辦「上

海圖書總

會」，後改

「上海圖

書館」。 

 

1849 

道光 

廿九 

 法租界劃定  「聖依納爵

公學」（「徐匯

公學」前身）

 

                                                           
2 即後來之「匯中飯店」，在今和平飯店南樓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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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校，為天主

教會在華創

辦的第一所

學校。 

1850

年代 

（道

光三

十至

咸豐

九年） 

  上海貿易進

口總額超越

廣州 

  

1850 

道光 

三十 

1. 五月，洪

秀全號召

「拜上帝

會」會員

至廣西桂

平金田村

「團營 

2. 九月，向

榮由陝西

提督調為

廣西提

督。 

 「大英輪船

公司」首先

開闢「倫

敦—香港—

上海」遠洋

航線。 

1. 英籍傳教

士創辦中

國本土首

家近代報

紙《北華

捷報》

（North 

China 

Herald） 

2. 美籍格蘭

德女士設

立「裨文

女塾」。 

3. 闢建首座

崑班戲園「三

雅園」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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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馬場 

1851 

咸豐 

元年 

1. 一月，洪

秀全於金

田建號太

平天國。 

2. 三月，洪

秀全自號

天王，封

楊秀清、

蕭朝貴、

馮雲山、

韋昌輝、

石達開為

五軍主

將。 

3. 十二月，

太平天國

於廣西永

安封五軍

主將為五

王，建

制。 

 1. 「老大

房食品

店」於今

南京東

路開

業。3 

2. 「萬有

全食品

店」於十

六舖開

業。4 

1. 「徐家匯

天主堂」

竣工開

堂。 

2. 美籍傳教

士瓊斯女

士於虹口

創辦「文

紀女

塾」。 

 

1852 

咸豐 

1. 馮雲山死

於廣西全

虹口美租界

形成 

1. 約從本

年起，清

  

                                                           
3 專營茶食。 
4 專營火腿等腌臘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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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州 

2. 蕭朝貴死

於湖南長

沙 

3. 張樂行、

龔得樹於

安徽聚眾

反清，號

為「捻

軍」。 

4. 魏源《海

國圖志》

定稿刊

行。 

軍與太

平天國

連年作

戰，致使

1850 與

60 年代

不斷有

大量外

地人士

進入上

海。 

2. 「老鳳

祥銀樓」

於今南

京東路

開業。5 

3. 「邵萬

生南貨

店」於今

南京東

路開

業。6 

1853 

咸豐

1. 向榮任欽

差大臣。 

1. 「小刀

會」聚眾

英美領事片

面宣

  

                                                                                                                                                                      
5 為上海規模最大的自產自銷金銀首飾店。 
6 專營糟醉食品，以醉蟹最為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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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 太平天國

定都南

京，改名

天京。 

3. 向榮於南

京城東建

江南大

營。 

4. 琦善、勝

保於揚州

建江北大

營。 

4. 太平天國

北上直

隸，一度

逼近天

津。 

反清，佔

領縣

城，搗毀

海關。 

2. 英美領

事決議

成立「上

海商團」

7，為上

海首支

外國民

間武

力。 

布：代徵

中國海

關關

稅，清軍

未收復

上海

前，不能

於租界

徵稅，亦

不能於

租界外

另設海

關。 

為避小刀會

之亂，大

批城鄉

居民進

入租

界，打破

租界華

洋分居

之例

禁，租界

華人由

                                                                                                                                                                      
7 Shanghai Local Volunteer Cor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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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百驟

增至二

萬，近代

房地產

業迅速

興起，房

地產價

格暴漲。

1854 

咸豐

四 

曾國藩練成

「湘軍」。 

英美法領事

片面以《上

海英美法租

界土地章

程》8取代

《上海土地

章程》，華人

居住租界合

法化；英租

界設立工部

局、巡捕

房，清廷於

租界內喪失

行政權、警

1. 成立「江

海關」，

取代毀

於小刀

會之中

國海

關，由

英、美、

法人組

成「海關

稅務管

理委員

會」共

管。 

  

                                                           
8 亦稱《1854 年土地章程》。 
9 「軍路」係當時用以指稱為對抗小刀會、太平天國等軍事目的而修築之道路，皆越出租界範圍

之外，但其後英租界內陸續修築南京路（當時俗稱大馬路，今南京東路）以南的四條東西向幹道：

九江路（俗稱二馬路）、漢口路（俗稱三馬路）、福州路（俗稱四馬路）、廣東路；並在界路（今

河南路）以西修築南北向的廟街（今山東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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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權、稅捐

稽徵權，租

界成為「國

中之國」。 

2. 由越界

修築「軍

路」開

始，工部

局陸續

建設英

租界內

道路。9 

1855 

咸豐

五 

捻軍勢盛 平定「小刀

會」之亂 

「三陽南貨

店」於今南

京東路開

業。10 

  

1856 

咸豐

六 

1. 太平天國

破清軍江

北、江南

大營，向

榮自縊於

丹陽。 

2. 德興阿重

建江北大

營 

3. 太平天國

內訌，韋

昌輝殺楊

法租界設立

巡捕房 

首座近代化

公共商品市

場「史密斯

商場」開

業。11 

  

                                                           
10 專營南北貨與寧式糕點。 
11 建於界路（今河南路）與廟街（今山東路）一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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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清，洪

秀全殺韋

昌輝。 

1857 

咸豐

七 

1. 太平天國

分裂，石

達開出

走。 

2. 第一次英

法聯軍之

役 

 「杏花樓」

於今福州路

開業。12 

「墨海書館」

出版《六合叢

談》月刊，為

近代上海第

一份中文雜

誌。 

 

1858 

咸豐

八 

1. 張國樑

（家祥）

重建清軍

江南大

營。 

2. 簽訂《中

俄璦琿條

約》 

3. 湘軍於九

江大破太

平軍，江

西一帶自

此平定 

4. 簽訂《中

 「五芳齋點

心店」於今

南京東路開

業。13 

  

                                                           
12 專營粵菜。 
13 專營蘇式糕點，初名「姑蘇五芳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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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天津條

約》、《中

美天津條

約》、《中

英天津條

約》、《中

法天津條

約》 

1859

咸豐

九 

洪秀全封陳

玉成為英

王、李秀成為

忠王。 

  基督教設立

出版機構「美

華書館」 

 

1860

年代 

（咸

豐十

至同

治八

年） 

  上海成為東

南沿海航運

中心，機器

輪船逐漸取

代傳統風力

帆船與人力

夾板船。 

  

1860 

咸豐 

十 

1. 五月，太

平天國再

破清軍江

南大營，

張國樑

1. 外籍人

士領導

之「洋槍

隊」成

軍。 

1. 「寶順

洋行」虹

口碼

頭、「旗

昌洋行」

  

                                                           
14 實即「南洋通商大臣」，簡稱「南洋大臣」或「上海欽差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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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祥）

死於丹

陽。 

2. 十月，第

二次英法

聯軍之

役，北京

淪陷。 

3. 簽訂《中

英北京條

約》、《中

法北京條

約》、《中

俄北京條

約》 

2. 李秀成

第一次

進攻上

海，至徐

家匯（距

縣城九

公里），

與英法

軍交戰

而退。 

3. 清廷「五

口通商

大臣」14

由廣州

移設上

海，並成

為兩江

總督必

兼之

職。 

虹口碼

頭先後

建成15。

2. 「理查

飯店」落

成，為今

浦江飯

店前身。

3. 「雷允

上國藥

公司」於

城隍廟

開業。16

4. 「老介

福呢絨

綢緞商

店」於今

南京東

路開業。

1861 

咸豐

十一 

1. 設「總理

各國事務

衙門」職

司外交，

 1. 英人李

泰國受

命為江

海關總

1. 馮桂芬完

成《校邠

廬抗

議》，各處

 

                                                                                                                                                                      
15 1862 至 1865 年間，怡和洋行等外商於虹口陸續建成專屬碼頭。 
16 為上海四大著名中藥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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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國開始

於北京設

立使館 

2. 咸豐帝病

逝熱河。 

3. 慈禧聯合

恭親王亦

訢發動

「辛酉政

變」，開始

垂簾聽

政，恭親

王封「議

政王」，掌

軍機處。 

5. 李鴻章擴

編安徽團

練，組成

「淮軍」 

6. 曾國藩於

安慶創建

軍械所，

製造洋槍

洋炮，為

「洋務

稅務司。

2. 美商「瓊

記洋行」

貨輪首

開先

例，由上

海往返

漢口、九

江，外商

開始介

入長江

內河航

運。 

傳抄。 

2. 《北華捷

報》出刊

中文版

《上海新

報》，為上

海第一份

中文報

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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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實際

從事「洋

務」之

始。 

1862 

同治

元年 

1. 北京設

「同文

館」，培養

外語人

才。 

2. 陳玉成死

於河南。 

3. 陝甘回民

開始反

清。 

1. 李秀成

二次進

攻上

海，駐滬

中英法

軍聯合

作戰，雙

方僵持

五個月

後達成

協議，不

再進犯

上海，李

秀成撤

軍。 

2. 英美租

界宣布

合併。 

3. 法租界

公董局

1. 李鴻章

創建洋

炮局。 

2. 首家專

業船運

公司美

商「旗昌

輪船公

司」17成

立，並於

十六鋪

建成本

時期最

大碼頭

「金利

源」。 

3. 法商「法

蘭西火

輪公司」

18開闢

  

                                                           
17 Shanghai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 
18 Massagers Mariti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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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立。 「巴

黎—香

港—上

海」遠洋

航線。 

1863 

同治

二 

1. 僧格林沁

於山東大

破捻軍。 

2. 石達開於

成都被

殺。 

3. 被迫取消

對本國航

運業之保

護條款。 

英美租界正

式劃定界

址，改稱公

共租界。 

1. 英人赫

德繼任

江海關

總稅務

司，任職

達四十

五年。 

2. 外籍航

商迅速

成為北

洋航線

主力。19

1. 設「廣方

言館」，亦

稱「上海

同文

館」，聘英

籍傳教士

傅蘭雅、

美籍傳教

士林樂知

為教習。 

2. 公共租界

設立「上

海工部局

書信

館」，為外

人在華設

立的第一

個第一個

郵局。 

 

                                                           
19 「北洋航線」係指船舶由上海開往北方天津、營口、牛莊等港口之國內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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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 

同治

三 

洪秀全病死

南京，清軍收

復南京，太平

天國覆亡，.

李秀成投降

後被殺。 

成立「洋涇

濱北首理事

衙門」，由華

官主審、英

國副領事陪

審。 

1. 英商成

立「上海

自來火

公司」20

2. 英商創

辦「正廣

和公

司」，專

營酒類

製造與

販賣。 

3. 英國於

香港設

立匯豐

銀行。 

英文報紙《字

林西報》創

刊，《北華捷

報》改為該報

每週增刊。 

 

1865 

同治

四 

1. 慈禧格恭

親王奕訢

「議政

王」職。 

2. 僧格林沁

為捻軍所

敗，死於

李鴻章擴充

「上海洋炮

局」為「江

南製造總

局」，製造軍

火船艦，為

規模最大之

1. 租界區

內首度

使用煤

氣路

燈。21 

2. 租界區

內二十

1. 法租界公

董局屋頂

設置首座

公共大自

鳴鐘 

2. 英籍傳教

士傅蘭雅

 

                                                           
20 Shanghai Gas Company Ltd.。 
21 地點在花園弄（今南京東路一部份）。 
22 南北向、東西向各十三條，南北向僅存揚子路（今中山東一路）、圓明園路、四川路、泥城路

（今西藏路的一部份）等少數幾條，東西向幹道北起蘇州路（今南蘇州路）、南至松江路（約在

今肇家濱路北側）則幾乎都留存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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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 

3. 李鴻章於

南京設金

陵製造

局。 

4. 清廷向英

國借款一

百四十三

萬英鎊，

為借外債

之始。 

5. 新疆回亂

起。 

官辦軍事企

業。 

六條主

要幹道

修築完

成。22 

3. 匯豐銀

行設立

上海分

行 

4. 公共租

界舉行

人口普

查，華人

人口數

已逾九

萬。 

創設「英

華書館」

專授英

語。 

3. 「中央菜

市場」於

今寧海東

路開業，

為上海最

早的菜市

場。 

1866 

同治

五 

1. 左宗棠於

福州馬尾

設立船政

局。 

2. 左宗棠調

任陝甘總

督，率湘

軍往平回

亂。  

 1. 英商太

古洋行

成立。 

2. 德國設

立科發

藥房。 

3. 法商開

設繅絲

局、自來

 「蘭心戲院」

落成23 

                                                           
23 位於圓明園路，華人稱之為「西戲園」、「西人戲園」，初為外籍人士業餘劇團演出場所，後成

為外籍職業藝術表演者來滬演出的重要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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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捻軍分東

西二股，

東捻盤流

竄於黃河

流域，西

捻進入陝

甘，與回

民合流。 

火公司。

4. 鍛鐵作

坊「發昌

號」成

立，為中

國最早

私營機

器製造

廠「發昌

機器廠」

前身。 

5. 太平天

國覆

滅，大批

旅滬人

士返

鄉，房地

產價格

暴跌。 

1867 

同治

六 

崇厚於天津

設機器製造

局 

  1. 《晚差

報》創

刊，為上

海第一份

英文晚

報。 

英籍華人羅

逸卿開設「滿

庭芳茶園」，

京劇正式被

引進上海。 



 

 601

2. 江南製造

局設立翻

譯館，聘

請傳教士

翻譯西方

科技書

籍。 

1868 

同治

七 

1. 東西二捻

完全平

定。 

2. 台灣教案 

3. 揚州教案 

江南機器製

造局造成中

國第一艘輪

船「恬吉號」

 1. 美籍傳教

士林樂知

創辦《中

國教會新

報》，簡稱

《教會新

報》。 

2. 首座公共

公園「外

灘公園」

建成24 

3. 自行車被

引進上海 

 

1869 

同治

八 

1. 四川酉陽

教案 

2. 遵義教案 

1. 《上海

洋涇濱

北首租

 福祐路清真

寺落成 

 

                                                           
24 Public Park，亦稱「公家花園」，位於黃浦江與蘇州河交會處之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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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安慶教案 

4. 英美法領

事簽字批

准《上海

洋涇濱北

首租界章

程》、《上

海法租界

公董局組

織章

程》。 

5. 張文祥刺

殺兩江總

督馬新

貽。 

界章程》

25取代

《上海

英美法

租界土

地章

程》，賦

予工部

局立法

權。 

2. 公布《上

海洋涇

濱設官

會審章

程》26、

《上海

法租界

公董局

組織章

程》27。

3. 成立公

共租界

會審公

                                                                                                                                                                      
25 亦稱《1869 年土地章程》。 
26 簡稱《會審章程》。 
27 簡稱《公董局組織章程》或《公董局章程》。公董局實際於 1862 年便已成立，但當時係由法

國駐滬領事全權任命董事，組織並不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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廨、法租

界會審

公廨。 

1870 

同治

九 

1. 天津教案 

2. 李鴻章大

幅擴充天

津機器製

造局 

    

1871 

同治 

十 

  丹麥「大北

電報公司」

完成上海與

香港、長崎

間海底電報

電纜之鋪

設，為中國

電報業之

始。 

容閎設立留

美學生預備

學堂 

 

1872 

同治 

十一 

1. 曾國藩病

逝，李鴻

章成為洋

務派首

領。 

2. 第一批官

費留學生

  1. 英商美查

（E. 

Major）創

辦《申報》 

2. 英國路透

社於上海

設遠東分

 

                                                           
28 名「興仁里」，位於今北京東路與寧波路之間，河南路東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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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天佑等

三十人由

上海赴美

求學。 

3. 左宗棠創

辦蘭州機

器局。 

4. 僑商陳啟

源（沅）

於廣東南

海建立繼

昌隆繅絲

廠，為中

國首度出

現之民族

資本家與

機器工

業。 

5. 同治帝大

婚。 

社，為中

國第一個

外國通訊

社之分支

機構。 

3. 申報館發

行《瀛寰

瑣記》月

刊，為中

國第一份

文學雜

誌。 

4. 江南製造

局出版徐

壽與英籍

傳教士傅

蘭雅合譯

之《化學

鑑原》，書

中所定之

化學元素

譯名大多

沿用至

今。 

5. 最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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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庫

門」建築

群建成。

28 

1873 

同治

十二 

1. 慈禧歸

政，同治

帝親政。 

2. 左宗棠平

定陝甘回

亂。 

3. 第二批官

費留學生

三十人由

上海赴

美。 

 1. 輪船招

商局」成

立，官督

商辦，為

第一家

中資輪

船公司。

2. 「發昌

號」轉型

為近代

工業企

業，改稱

「發昌

號銅鐵

機器車

房」。 

  

1874 

同治 

十三 

1. 沈葆楨開

辦台灣基

隆煤礦工

業。 

2. 第三批官

法租界發生

第一次四明

公所血案 

「亨得利鐘

錶店」於今

南京東路開

業，為第一

家中資鐘錶

1. 《教會新

聞》改名

《萬國公

報》，仍由

美籍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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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留學生

三十人由

上海赴

美。 

店。 士林樂知

主編。 

2. 日本人力

車輸入上

海。 

3. 容閎集資

興辦《匯

報》，後更

名為《彙

報》、《益

報》。 

1875 

光緒

元年 

1. 同治帝病

逝，慈禧

立光緒

帝，繼續

垂簾聽

政。 

2. 郭嵩「壽

火」出使

英國，為

正式派遣

駐外使節

之始。 

3. 第四批官

費留學生

 「王星記扇

莊」於今南

京東路開業

1. 《萬國公

報》第340

卷介紹三

權分立

制、民主

選舉制。 

2. 文學月刊

《四溟瑣

記》創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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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人由

上海赴

美。 

4. 福建延平

（今南

平）教

案。 

1876 

光緒

二 

1. 川東教案 

2. 皖南教案 

3. 簽訂《中

英煙台條

約》 

4. 李鴻章於

天津設立

開平礦物

局 

 英商修建的

淞滬鐵路於

七月通車，

為中國第一

條商業鐵

路，十月由

清政府買

下，逕予拆

除。 

1. 《格致月

刊》創

刊，英籍

傳教士傅

蘭雅主

編，為中

國第一份

科學雜

誌。 

2. 文學月刊

《寰宇瑣

記》、《侯

鯖新錄》

創刊。 

3. 《申報》

發行通俗

增刊《民

報》，中國

 



 

 608

為第一份

白話文報

紙。 

4. 上海道台

馮焌光以

官費創辦

《新報》 

5. 英人美查

開設「點

石齋印書

局」。 

1877 

光緒

三 

1. 左宗棠平

定新疆回

亂，於蘭

州設立織

呢局。 

2. 嚴復等二

十餘人以

公費分赴

英法留

學。 

 市內實驗性

有線電報線

路鋪設完

成，開始通

訊。 

1. 在華基督

教傳教士

大會於上

海舉行。 

2. 申報館發

行《瀛寰

畫報》，為

中國第一

份畫報。 

 

1878 

光緒

四 

 成立海關郵

政辦事處，

開辦郵政業

務。 

 張煥綸創辦

「正蒙書

院」，為第一

所國人自辦

崑曲演員周

鳳林組織「大

雅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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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式小學 

1879 

光緒 

五 

1. 日本進佔

琉球，改

名沖繩

縣。 

2. 開平礦務

局籌建唐

山至胥各

莊運煤鐵

路，為中

國自辦鐵

路之始。 

3. 福州延平

（今南

平）教案 

  1. 英文《文

匯報》創

刊，開始

使用煤氣

引擎輪轉

印刷機。 

2. 聖約翰書

院成立。 

3. 美華書館

印行《英

字指

南》，為中

國最早的

英語教科

書。 

4. 外僑組成

「公共樂

團」，後改

名「上海

工部局交

響樂

團」，為今

上海交響

樂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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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1880 

光緒

六 

1. 李鴻章於

天津設立

電報總

局。 

2. 法國於中

越邊境時

生事端。 

  蘇州知名印

書局「掃葉山

房」於上海設

立分號，業務

重心移至上

海。 

 

1881 

光緒

七 

1. 《中俄伊

犁條約》 

2. 慈安太后

猝逝。 

3. 唐山至胥

各莊鐵路

建成。 

4. 濟南教案 

5. 官費赴美

留學生奉

命全體撤

回，抵達

上海。 

 1. 英商創

辦「上海

自來水

公司」。

2. 上海天

津間電

報線鋪

設完

成，開始

通訊，為

中國內

地第一

條電報

線路。 

3. 租界區

電話線

路鋪設

1. 「聖瑪利

亞女校」

成立。 

2. 美籍傳教

士林樂知

籌建「中

西書

院」。 

3. 「同仁醫

院」開

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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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開

始通訊。

4. 民族資

本家黃

佐卿創

辦公和

永繅絲

廠（一說

1882

年）。 

1882 

光緒

八 

  1. 設立「上

海織布

局」，鄭

觀應任

其事。 

2. 英商創

辦「上海

電氣公

司」，上

海開始

使用電

燈。 

3. 盛宣懷

創設「電

報商

1. 《申報》

首先採用

國內電報

通訊。 

2. 《字林西

報》中文

版《滬報》

創刊，後

售與日

商，改稱

《字林滬

報》。 

3. 徐鴻復等

創辦「同

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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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開

辦上海

至浙、

閩、粵各

省電報

業務。 

4. 「蔡同

德堂」於

今河南

中路南

京東路

口開業。

局」，石印

出版《古

今圖書集

成》、《二

十四史》

等古籍。 

1883 

光緒

九 

雲南浪穹教

案 

 1. 祝蘭舫

開設「源

昌機器

五金

廠」，祝

氏晚年

任上海

總商會

董事。 

2. 自來水

管線鋪

設完

成，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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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 

3. 供電線

路鋪設

完成，煤

氣燈逐

漸被電

燈取代。

4. 開始使

用電話 

1884 

光緒 

十 

中法戰爭 俄國駐滬領

事代管法租

界。 

 

 電報總局由

天津遷至上

海 

1. 日人創辦

「東洋學

館」。 

2. 《點石齋

畫報》創

刊 

 

1885 

光緒

十一 

1. 簽訂《中

法天津條

約》、《中

日天津條

約》 

2. 設立總理

海軍事務

衙門 

中法戰爭結

束，法租界

仍由法國管

理 

 1. 英籍傳教

士傅蘭雅

成立格致

書院 

2. 法文日報

《上海回

聲報》創

刊 

3. 網球運動

引進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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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 

光緒

十二 

1. 重慶教案 

2. 簽訂《中

英會議緬

甸條

款》，承認

英國佔領

緬甸。 

3. 天津英商

創辦《時

報》，英籍

傳教士李

提摩太為

主筆。 

4. 張之洞設

廣東繅絲

局。 

  1. 王韜任格

致書院院

長 

2. 公董局創

辦「法華

書塾」，教

授法語。 

3. 在華傳教

士醫生組

織「中華

博醫

會」，出版

醫學季刊

《博醫公

報》。 

 

1887 

光緒 

十三 

1. 光緒帝親

政，慈禧

訓政。 

2. 簽訂《中

葡北京條

約》割讓

澳門。 

3. 台灣建省 

  英傳教士成

立「同文書

會」，後改名

「廣學會」，

為基督教在

華最大出版

機構。 

丹桂茶園《火

燒第一樓》開

時事新戲先

例，首演前夕

被禁，後經改

名始得推

出。 

1888 北洋艦隊建   凌佩卿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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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

十四 

軍 「鴻文書局」 

1889 

光緒 

十五 

  1. 德華銀

行設立 

2. 機器織

布局建

成，官商

合辦。 

「聖約翰書

院」舉辦運動

會，為上海第

一次運動會 

 

1890 

光緒 

十六 

1. 簽訂《中

英會議藏

印條

約》，承認

哲孟雄

（今錫

金）歸英

國保護。 

2. 張之洞籌

設湖北槍

炮廠、湖

北織布

局。 

3. 四川大足

教案 

 1. 江南製

造局二

千餘工

人因反

對延長

工時而

罷工。 

2. 上海織

布局建

成開

工，俗稱

「老洋

布局」，

為華盛

紡織總

廠前身。

1. 吳友如脫

離申報

館，創辦

《飛影閣

畫報》。 

2. 林樂知與

海淑德籌

建中西女

塾。 

3. 《上海新

報》創

刊，為中

國最早的

日文報

紙。 

 

                                                           
29 專營本幫菜（上海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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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興

館」在今

真如路

開業。29

1891 

光緒 

十七 

1. 揚州教案 

2. 蕪湖教案 

3. 江蘇丹陽

教案 

4. 湖北武穴

教案 

5. 湖北宜昌

教案 

 1. 華新紡

織新局

開辦，官

商合辦。

2. 美商華

章造紙

廠轉由

華商經

營，改名

倫章造

紙局，為

中國最

早民營

機器造

紙廠。 

「徐家匯聖

母院聾啞學

校」創校，為

上海第一所

聾啞學校。 

 

1892 

光緒 

十八 

  日本橫濱正

金銀行設立

上海分行 

1. 韓邦慶創

辦文學半

月刊《海

上奇

書》，連載

《海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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列傳》，該

刊為中國

最早圖文

並茂之文

學刊物。 

2. 鄭觀應完

成《盛世

危言》 

3. 上海第一

座游泳池

落成，位

於跑馬廳

內。 

1893 

光緒 

十九 

1. 解除華僑

海禁，自

此華僑可

歸國謀生

置產，並

聽任經商

出洋。 

2. 簽訂《中

英藏印續

約》，英國

勢力進入

西藏。 

1. 美租界

擴張 

2. 公共租

界舉辦

上海開

埠五十

週年慶

祝活動 

 1. 英人丹福

士（A. W. 

Danforth）

與張叔和

創辦《新

聞報》，蔡

爾康任主

筆。 

2. 《盛世危

言》出

版。 

十二月《鐵公

雞》面世，次

年十二月全

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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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 

光緒 

二十 

1. 中日甲午

戰爭。為

支應軍

費，開借

內債先

例。 

2. 興中會於

檀香山成

立 

3. 湖北槍炮

廠建成，

為漢陽兵

工廠前

身。 

4. 簽訂《中

美華工條

約》 

 朱鴻度創辦

裕源紗廠。

  

1895 

光緒 

廿一 

1. 裁撤總理

海軍事務

衙門 

2. 簽訂《中

日馬關條

約》，割讓

台灣與澎

湖列島，

公共租界要

求擴張 

列強紛紛依

據《馬關條

約》在華開

設工廠，本

國企業面臨

巨大危機。

1. 法文報紙

《中法匯

報》創刊 

2. 英人立德

夫組織

「中國婦

女天足

會」。 

三月，天儀茶

園《左公平

西》面世，七

月被禁，十一

月更名續

演，次年八月

初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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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許列強

於中國通

商口岸設

廠，從事

各項工業

製造。 

3. 康有為集

十八省一

千二百餘

在京應試

舉人上書

光緒帝，

要求拒

和、遷

都、變

法，史稱

「公車上

書」 

4. 成都教案 

5. 福建古田

教案 

6. 光緒帝印

發二千部

《盛世危

言》予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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僚。 

7. 康有為、

文廷式、

梁啟超於

北京成立

「強學

會」，發行

《中外紀

聞》。 

8. 興中會廣

州起義失

敗 

1896 

光緒 

廿二 

1. 徐州教案 

2. 嚴復譯畢

《天演

論》。 

3. 張之洞奏

派二人赴

日留學，

為往日本

派遣留學

生之始。 

4. 創立鐵路

總公司，

盛宣懷任

 華俄道勝銀

行設立上海

分行 

1. 康有為南

下上海，

成立「上

海強學

會」，機關

報《強學

報》旋被

禁，改《時

務報》，極

力宣傳變

法。 

2. 盛宣懷創

辦「南洋

 



 

 621

督辦。 

5. 江浙廣東

等地陸續

開設華資

紗廠與麵

粉廠。 

公學」，為

今上海交

通大學前

身。 

3. 「大清郵

政總局」

開辦 

4. 羅振玉等

人創辦

「農學

會」 

1897 

光緒

廿三 

1. 嚴復於天

津創辦

《國聞

報》，與

《時務

報》南北

呼應。 

2. 山東「鉅

野教

案」，德國

強佔膠州

灣，俄國

佔據旅順

灣、大連

 1. 美商創

辦鴻源

紗廠。 

2. 英商創

辦老公

茂紗廠。

3. 中國通

商銀行

成立，為

中國第

一家中

資銀行。

4. 「沈大

成點心

1. 商務印書

館成立。 

2. 《時務

報》發行

量躍居當

時報刊第

一。 

3. 《通學

報》創

刊，為中

國第一份

專研外文

之刊物。 

4. 《遊戲

 



 

 622

灣。 

3. 張謇於南

通創辦紗

廠官商合

辦，後改

大生紗廠 

店」在今

南京東

路開業。

報》創

刊，李伯

元主編。 

5. 《實學

報》創

刊，章太

炎主編。 

6. 《演義白

話報》、

《蒙學

報》創

刊，為中

國最早的

一批白話

文刊物。 

7. 經元善創

辦「經正

女學」，為

第一所華

人創辦的

女校。 

1898 

光緒 

廿四 

1. 維新派於

北京成立

粵、閩、

關、蜀、

1. 英人幫

助康有

為出亡

香港、日

1. 清政府

所築之

淞滬鐵

路落成

1. 光緒命印

一千部馮

桂芬《校

邠廬抗

十二月，丹桂

茶園《湘軍平

逆傳》面世，

次年一月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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陝等各省

學會。 

2. 長江流域

成為英國

勢力範

圍。 

3. 簽訂《中

德膠澳租

界條

約》，山東

成為德國

勢力範圍 

4. 簽訂《中

俄旅順大

連灣租地

條約》，東

北成為俄

國勢力範

圍。 

5. 滇桂粵三

省成為法

國勢力範

圍。 

6. 福建成為

日本勢力

人幫助

黃遵憲

出亡日

本。 

2. 上海道

蔡鈞拒

絕公共

租界擴

張，後被

解職。 

3. 法租界

發生第

二次四

明公所

血案 

通車。 

2. 「綸華

絲廠」女

工二百

人因反

對削減

工資而

罷工 

議》送軍

機處轉各

衙門細心

閱讀，逐

條論說。 

2. 光緒命

《時務

報》改官

報，康有

為任督

辦。汪康

年因改

《時務

報》為《昌

言報》，維

持民營性

質。 

3. 《時務

報》停

刊。 

4. 康廣仁之

妻黃謹娛

創立女學

會，發行

《女學

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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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7. 六月十一

日至九月

二十日，

百日維

新，九月

廿一日，

戊戌政

變，光緒

被囚於瀛

臺。 

8. 天津《國

聞報》被

迫停刊，

售予日

人。 

9. 梁啟超於

橫濱創辦

《清議

報》。 

10. 盛宣懷籌

辦江西萍

鄉煤礦

局。 

報》，為中

國第一份

婦女雜

誌。 

5. 孫玉聲撰

寫小說

《海上繁

華夢》 

6. 美國人於

租界發行

「呂宋

票」（又稱

「白鴿

票」），為

上海發行

彩票之

始。 

1899 1. 山東義和 1. 公共租 法國東方匯 「文益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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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

廿五 

團以「扶

清滅洋」

之名成為

合法團

體。 

2. 康有為於

加拿大成

立保皇

會，宣傳

君主立

憲。 

3. 美國對列

強提出

「門戶開

放」政

策。 

4. 河南殷墟

發現甲骨

文。 

5. 甘肅敦煌

莫高窟發

現藏經

洞。（一說

次年） 

界擴

張，改稱

「上海

國際租

界」。 

2. 唐才常

創立「正

氣會」，

預備武

裝勤

王，後改

「自立

會」，結

合哥老

會勢力

組「自立

軍」 

理銀行設立

上海分行 

出版朱芝軒

繪製之《三國

志》，為中國

第一本石印

連環畫。 

1900 1. 一月廿四 1. 一月廿 1. 孫多森 1. 李叔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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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 

廿六 

日，「已亥

建儲」。 

2. 義和團進

入直隸。 

3. 六月，八

國聯軍開

戰，八

月，北京

失陷。 

4. 十月，俄

國佔領東

三省，「海

蘭泡慘

案」、「江

東六十四

屯血

案」。 

5. 十月，興

中會惠州

起義失

敗。 

六日，電

報局總

辦經元

善聯合

上海仕

紳千餘

人致電

北京反

對建

儲，事遂

不成。 

2. 六月，盛

宣懷策

動東南

互保，議

定《東南

保護約

款》與

《保護

上海城

廂內外

章程》。

30 

開設「埠

豐麵粉

公司」，

為中國

第一家

民營機

製麵粉

企業。 

2. 英國「卜

內門洋

碱有限

公司」設

上海分

公司，為

化工原

料業巨

頭。 

3. 「朵雲

軒」於今

南京東

路開

業。31 

 
 

黃宗仰等

組織「上

海書畫公

會」，出版

《書畫

報》。 

2. 李伯元始

於《繁華

報》發表

《庚子國

變彈

詞》，首次

以彈詞形

式演繹當

代重大政

治事件。 

3. 耶穌會於

佘山建造

天文台 

                                                           
30 出席會議者除各國駐滬領事外，中方代表為沈瑜慶（兩江總督劉坤一代表）、陶森甲（湖廣總

督張之洞代表），無官職的盛宣懷則以「兩江總督、湖廣總督共同聘請幫辦」之名義出席。 
31 專營名人字畫、文房四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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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七月，

「自立

會」於愚

園集

會，成立

「中國

國會」，

八月唐

才常被

捕，次日

遇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