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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引言　　上海文化的研究意义　　区域文化研究的兴起，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学界的独特景观。
不多几年间，有关齐鲁、中原、三晋、燕赵、荆楚、吴越、巴蜀、关中以至岭峤、闽台、东北、海南
各地区的文化资源都得到人们垂顾，开展了活跃的探讨，出版了大量著述，氛围之炽烈前所罕见。
出现这样的情况，当与改革、开放形势下地区市场经济发展的推动分不开，于此足以肯定其强劲而持
久的生命力，亦可说明此中经常杂有的某种急功近利的心态。
　　在这股热潮中间，不时会听到“振兴海派文化”、“重塑上海文化形象，，的热切呼声，这也应
该是上海经济腾飞的产物，尤其在浦东开发和确立上海“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经济地位之后，上
海文化研究热更形升级，从“怀旧”到“追新”有着全方位的展开，实在是很可喜的现象。
不过要看到，上海文化研究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开发上海，也不仅仅在于为区域文化研究提供一个新的
样板，因为上海不单纯是上海人的上海，它更是全中国的上海，某种意义上讲还是整个亚洲和世界的
上海。
离开了这一宏大的背景，就不可能深入上海文化的底蕴。
　　1953年，一位名叫罗兹-墨菲的美国人发表了他研究上海的专著，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上海，连
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
就在这个城市，中国第一次接受和吸取了19世纪欧洲的治外法权、炮舰外交、外国租界和侵略精神的
经验教训。
就在这个城市，胜于任何其他地方，理性的、重视法规的、科学的、工业发达的、效率高的、扩张主
义的西方和因袭传统的、全凭直觉的、人文主义的、以农业为主的、效率低的、闭关自守的中国——
两种文明走到一起来了。
两者接触的结果和中国的反响，首先在上海出现，现代中国就在这里诞生。
”①他的结论是：“上海提供了用以说明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物的锁钥。
”②而他这本著作也就题名为《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
　　罗兹·墨菲的观点颇有启发性。
大家知道，近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正处在历史大转变的关头。
转变的实质，是由一个建基于古老农业文明之上的传统社会，逐步朝向以高度发达的工业文明为标志
的现代社会过渡，这一过程迄今尚在继续之中。
而上海作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排头兵，说它体现了中国社会前进运动的方向，开启了中国的现代文明
，应该是不为过的。
从另一方面看，历史的变革本来就包含各种矛盾与震荡，加以中国之走向现代化并非纯然自发，很大
程度上带有应付外来挑战的成分，酝酿不足，匆忙上阵，形势峻迫，步履蹒跚，更增添了变革的艰巨
性。
时至今日，虽说已取得重大进展，也暴露出众多的问题和弱点。
这些成就与局限、经验与教训、矛盾与困惑、障碍与突破，不能不集中反映到全国经济中心城市和国
际性都会上海身上，致使上海的演变成为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
上海文化作为上海人特有的精神生活的表征，以其丰富多彩的姿容，展现着这一新兴都市生态环境里
人们复杂的心理感受与行为方式，便也从一个侧面勾画出中国在东西方世界碰撞与交汇下走向现代化
变革的历史轨迹，预示着它的文明发展的前景。
这或许是我们必须超越区域文化的眼界和急功近利的心态，给予上海文化研究以更深一层关注的缘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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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展现着新兴都市生态环境里人们复杂的心理感受与行为方式，从一个侧面勾画出中国在东西方世
界碰撞与交汇下走向现代化变革的历史轨迹，并预示着其文明发展的前景。
近年来，随着上海城市地位的日益提高，上海历史、上海文化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的这部《上海文化通史》规模宏大，涵盖面广，资料丰富，脉络清晰，称得上是
一部具有开创性和较高学术质量的上海文化百科全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上海文化通史（上下卷）>>

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篇 城市 建筑 园林第二篇 饮食 服饰 器用第三篇 语言第四篇 礼仪 习俗第五篇 新闻第六章 出版
第七篇 广播 电视第八篇 图书 博物第九篇 教育第十篇 学术第十一篇 宗教第十二篇 文学第十三篇 美术 
书法第十四篇 音乐第十五篇 舞蹈第十六篇 戏剧第十七篇 电影第十八篇 城乡社区文化第十九篇 企业文
化 商业文化第二十篇 文化产业 文化市场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上海文化通史（上下卷）>>

章节摘录

　　在结婚庆典活动中，最为明显地体现了近代上海人的那种追求自由、崇尚开放、文明的特点。
青年男女商定结婚日子以后，或以第宅客厅为礼堂，或借公共会所、旅馆为礼堂，请一些当地较有声
望或辈分较高的人做证婚人，请学校教师或一些亲友来担任纠仪赞礼。
婚礼开始后，现有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然后新婚夫妇行鞠躬礼，亲朋好友则在旁致词祝贺。
这是大厅中奏起歌颂婚姻美满的音乐，还有一班少男少女在一边唱着祝贺新婚快乐的歌曲。
很显然，这种轻松、自由、具有西方情调的文明婚姻礼仪形式，与中国封建社会中那种受着严格的血
缘宗亲制度约束的婚姻礼仪形式是很不相同的，它们实质上是反应了传统婚姻和文明婚姻之间十分图
同的婚姻性质。
与中国分拣社会相适应的传统婚姻行为，是家族宗法制度的产物，它所施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宗
接代，繁荣家族，因此伴随着这种婚姻行为而发展起来的礼仪形式叶显得特别地繁缛。
而在上海首先风行起来的文明婚姻，反映的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行者们所竭力推崇的自由、平等、民
主思想，它体现了人的个性意识的各种礼仪形式，叶往往具有较为明显的反传统色彩，充满了轻松、
自由、欢乐的情调。
近代的上海是一个商品经济发达，民主主义思想较早得到推广的地区，因此这种就有较为鲜明的民主
、自由色彩的婚姻礼俗首先在上海出现便也是理所当然的了。
　　⋯⋯　　　　书摘1　　二、娱乐性建筑与其他公共建筑　　随着近代上海城市的经济发展，日
渐庞大的市民阶层取代了传统的城镇居民。
租界的开发，又使上海增添了许多具有外国特点的文化娱乐形式，各类新型的文化娱乐建筑应运而生
。
中西文化的杂处、碰撞、交流形成了近代上海繁杂多样的都市文化形态。
既传播西方文化，也显现出都市文化的标新与灵活。
所谓的“海派文化”实际上就是体现出这两个方面的特点。
　　咸丰十二年（1862年），外国殖民者的跑马总会在今日的人民公园、人民广场范围里，用低价强
购农田，建立起新的跑马厅，这是租界开辟后，外商在沪设立的最大的跑马娱乐场所。
占地430亩。
许多外商利用赛马这种娱乐体育活动进行赌博，通过发行跑马彩票吸吮市民的财富。
仅从1920年至1939年，出售的跑马票的总收人达一亿五千余万元。
许多市民为博头彩马票而倾家荡产，流落街头。
而不少外国冒险家却靠此大发横财，从一个穷光蛋摇身一变成为百万富翁。
赛马活动失去了原有的娱乐性与体育性，成了赌博的代名词。
新中国成立后，跑马厅于1951年被市人民政府接管，并在次年改建为人民公园与人民广场。
原来属于赛马总会的跑马厅大楼改建为上海博物馆与上海图书馆，附属建筑改建为体育宫。
其中跑马厅大楼以其精美的设计，有特色的外形，被评为上海市近代优秀建筑，列为保护对象。
与跑马厅相似，位于陕西南　　路上的跑狗场，在建国后被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并改建成文化广场
，可以进行文艺演出与大型会议。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提到娱乐场所，马上就想到了“大世界”。
上海的市民也将“白相大世界”当成一种主要的娱乐活动。
玩大世界与玩大上海成为等同的娱乐观念。
大世界游乐场的建筑也属于近代上海的代表性建筑。
它始建于1917年7月，坐落在繁华的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与西藏路口，是中国近代最早开设的综合
娱乐场所。
创办人黄楚九。
大世界是一座中西风格结合的塔楼式建筑，楼高5层，笔直高耸的塔形屋顶突出而醒目，是大世界的
标志。
昔日建筑物外观一直保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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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设书场、剧场、杂耍场、电影院、商场、餐馆等，体现了独特的综合性，游人可终日在内娱乐消闲
。
后来更吸引各地民间艺人纷纷前来献艺，大世界可谓盛极一时。
这种综合性娱乐场所，带有浓厚的市民性，反映出一种俗文化的特点。
这种俗文化也是海派文化的一个种类。
黄楚九死后，大世界被大亨黄金荣所接收，不久即成为一些地痞流氓云集的地方，一时乌烟瘴气。
以后大世界历经沧桑：抗战时期成了难民收容所；解放后的1954年重新开放，改称人民游乐场；1958
年恢复大世界旧名；1966年“文革”时又被封存，改作外贸仓库；1974年又改作青年宫；直到80年代
末才定名为“大世界游乐中心”。
经过装饰、改造的大世界兼有传统与现代的娱乐项目，成为老少咸宜的大众化活动场所。
　　坐落在南京西路、黄河路口的大光明电影院，是沪上家喻户晓的电影院。
1928年由潮州商人高永清吸收部分外资建立。
当时称大光明影戏院，上下2层共有1400余个座位。
1931年由香港的英籍华人卢学典经营的联合电影公司投资、德国建筑师乌达克设计重建。
外观主体采用玻璃结构，院内拥有冷暖气设备，座位增至1961个，观众休息厅有3处，还有3处喷水池
。
1933年6月14日重建落成，改名为大光明大戏院。
解放后的1953年改今名，并于次年改建成沪上第一座宽银幕立体声电影院。
1985年后又经重新装修，改建成宽银幕四声道立体声特级电影院。
设有1913个座位。
除放电影外，还兼有咖啡厅、酒吧、快餐厅以及多功能娱乐厅。
整个影院的设计风格采用了美国近代商业建筑的手法，在音响效果、灯光设备、空调系统等方面当属
国际先进水平，是上海最优质的电影院。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上海市民把去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当成一种高档次的文化享受。
大光明电影院也就成了上海的文化形象。
　　开风气之先，也体现在传统舞台、剧院的改良上。
20世纪初兴建了一大批舞台，如新舞台、天蟾舞台等，都改传统京剧的方形舞台为半圆形，改观众的
方桌座椅为编号连排，改舞台虚拟背景为真实逼真，或舞台转动，或灯光变换，或池涌泉喷，或风云
雷电，传统戏曲的舞台形式在改良中成为大众娱乐的新形式。
与新型的电影院一样，日渐普及流行。
　　上海门户开放后，外国的思想文化观念大量涌入。
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的传人使得教堂大量出现。
这些西式建筑体现了西方的宗教观念与信仰。
在市区范围内具有代表性的建筑有：徐家汇天主教堂、西藏中路上的基督沐恩堂、襄阳路上的东正教
堂等。
这些建筑风格呈多样性，与中国的佛教寺庙大异其趣。
　　位于徐汇区漕溪北路上的徐家汇天主教堂，是上海最大的教堂。
建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哥特建筑又叫高直建筑，流行于12至15世纪的欧洲。
徐汇天主教堂左右两边各有一座高耸雄伟的尖塔钟楼，楼均高达50米。
塔顶基座的四角另外又造了一些小尖塔，显现出哥特式建筑的特点。
进到教堂里面，抬头向上观望，只见堂内狭长而高直的空间比例差别非常之大，天花板上的拱顶一个
个彼此相交，线条乍看繁杂，其实却有一种内在的韵律与张力，这种视觉效果的本意是要营造一种向
上升华的氛围，以寓意至高无上的“天堂国度”。
大堂的进深有70米，并有19座祭台，可容纳2500人。
　　玉佛寺是上海近代著名的佛教寺庙。
位于普陀区安远路、江宁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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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建设，1928年竣工。
寺庙的殿宇为仿宋代样式，中轴线上贯穿了天王殿、大雄宝殿、玉佛楼等殿阁群落。
中轴线东西两侧建有卧佛堂、禅堂等堂室。
其结构精美、雄浑壮丽。
玉佛楼内供奉的玉佛坐像高为1．9米，用整块白玉雕成，色泽晶丽、神态庄重。
卧佛堂内供奉着玉雕释迦涅架像，其身长96厘米，形象自然，姿态生动。
这2尊玉佛是清代光绪初年，普陀山僧人慧根从缅甸迎回的5座玉佛中的2座。
玉佛寺的建筑是优秀的传统建筑，在近代上海的出现，尤为难能可贵。
它以传统的形式美感吸引着众多的国内外人士前来观光、朝拜。
　　上海的新式学校，在20世纪前主要由外国人，特别是传教士开办。
1906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后，华人学校数量激增，成为近代上海新式教育的主角。
其中著名的学校有徐汇公学、格致公学、圣约翰大学、震旦大学、南洋公学、复旦大学等。
教会学校强调西文重于中文，注重传授近代西方科学知识，采用新的实验教学法，体现出鲜明的现代
性，华人学校皆为仿效，蔚然成风，在全社会与全中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这些新型学校的校舍设计，大都是西洋近代风格，体现出西式教育的特点，如震旦大学、圣约翰大学
等校舍。
少量的学校在校舍建设上也融人了一些中国特点的装修。
　　1931年建造，中国近代著名建筑师董大酉设计的上海市政府办公楼（今上海体育学院），位于江
湾恒仁路。
在设计手法上采用了古建筑中的宫殿大屋顶来体现中国传统，而在墙体结构、平面布置、砖石承重方
面则完全是西式建筑的形态。
设计者虽然想将中西建筑艺术之优点综合起来应用于现代设计中，但也暴露出一些不谐调的地方，如
通风、采光上的不合理等。
然而，它仍然不失为中国建筑师探索民族形式“古为今用”的一次尝试。
当时在全国建起了一批带有复古倾向的公共建筑，如北京图书馆、南京国民党中央研究院等。
而在西方建筑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大上海建造外观为民族形式的大型公共建筑，称得上是一种勇敢的行
动。
当然，由于战争等原因，大上海新的市中心最终半途而废，这些建筑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但设想如果历史稍稍作些改动，这一中心按规划得以完成，则肯定将成为上海近代的一个新的建筑重
心和新景观。
　　三、住宅建筑　　近代上海的住宅是伴随着租界的开拓而发展起来的。
存在着鲜明的不平衡性，一方面是华丽的高楼大厦与花园洋房组成的环境幽雅的高级住宅区，另一方
面则是密集的里弄与破烂的贫民窟棚户区。
在租界开发的过程中，住宅区的布局沿着上海主要商业街道的两侧顺次向西拓展，越往西住宅质量越
高，环境也越好。
在跑马厅以东的早期住宅，大多都是建筑质量不高的旧式里弄，而在西区的复兴路、武康路、衡山路
、华山路、岳阳路、愚园路、虹桥路等地都是兴建高级住宅的区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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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位美国人曾说：“上海，连同它在近百年来成长发展的格局，一直是现代中国的缩影。
”“上海提供了用以说明中国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物的锁匙。
”本书分上下卷，带你领略大上海优美的自然风光以及人文景观、风俗习惯，探索上海文化的发展足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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