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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第一次随父亲到朱家角郊游是1965年的秋天，那一年我六岁。
父亲说：“你马上要读书了，应该让你多看一些东西。
”对于一个在城市里出生、长大的孩子来说，朱家角的一切都是新奇、好玩的：宽阔的漕港河，往来
如织的船舶，好象有着运不完的货物；高耸的放生桥，赶集的乡脚，行色匆匆，脸上带着知足和安详
。
幽长的北大街，店铺一间挨着一间，林林总总的货物引人驻足，诱人的糕饼又让你唾涎欲滴，一路逛
去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头；临水的河滩边，有张网捕鱼的渔夫，有淘米洗衣裳的阿婆；喧闹的茶馆里，
坐着“茄山河”（聊天）的茶客；还有那城隍庙里飘荡的香火、娘娘庙里清晰的晚钟⋯⋯那一次的朱
家角之行，是我父亲为我上的一堂生动的中国传统文化课程。
此后每逢暑假、寒假，我与几个最亲密的同学最喜欢去郊游的地方就是朱家角。
整个文革期间，相比城市单调乏味的生活，未家角的生活是鲜活、多彩的，每次我们到朱家角游玩都
是尽兴而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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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一个在城市里出生、长大的孩子来说，朱家角的一切都是新奇、好玩的：宽阔的漕港河，往
来如织的船舶，好象有着运不完的货物；高耸的放生桥，赶集的乡脚，行色匆匆，脸上带着知足和安
详。
幽长的北大街，店铺一间挨着一间，林林总总的货物引人驻足，诱人的糕饼又让你唾涎欲滴，一路逛
去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头；临水的河滩边，有张网捕鱼的渔夫，有淘米洗衣裳的阿婆；喧闹的茶馆里，
坐着&ldquo;茄山河&rdquo;（聊天）的茶客；还有那城隍庙里飘荡的香火、娘娘庙里清晰的晚
钟&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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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尔冬强，从事专业摄影30多年，曾任记者和编輯，以捕捉和记录文化变迁而见长，是中国最早具有独
立精神的自由摄影家，也是最早在中国提出视觉文献概念的人，是迹遍布中国各省和世界各地，为这
个多变的时代拍摄了大量的视觉文献，并独立出版《最后瞥》、《上海法租界》、《上海装饰艺术派
》本。
长期以来致力于上海史、中国近代史、西域史、欧州草原史和南洋史的摄影考察和学术研究，在专题
摄影和建筑摄影的领域成就突出，曾获美国建筑师协会等专业机构颁发的奖项，被西方媒体称之为学
者型的摄影家。
尔冬强的摄影成就曾被美国《时代周刊》等西方主流媒体多次报导。
特别是尔冬强的丝绸之路视觉文献拍摄计划以其宽广的文化视野、涉足的广泛地域和长达15年的深厚
积累，受到欧亚之间众多国家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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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水林《德昌染坊》成继芳《童天和药号》杨炳生《酿造厂里做酱菜》吴玉泉《“做散周”与“卖五
香豆”》张伯兴《南北杂货业》杨秋刚《祥和公腌腊号》舒明浩《银楼蜡烛坊》俞壬海《永和福烛号
》张人豪《我是打铁的》陈小四《生铁补镬子》蒋子侨《蒋氏兽医》蒋根新《蒋兴隆杀牛作》吴明球
《寅胜协孵坊》茅飞龙《手工杀猪猡》郁延芬《郁祥兴竹行》耿昌林《竹篾匠》沈森木《做棕绳与做
草帽》陆燮明《九成陶瓷店》张立群《雕花木匠》倪俊祁《倪时茂锡作店》董雪其《漆城隍老爷》钟
其林《钟大顺农具店》朱伯顺《圆作功夫》陈根龙《圆作过程》钟惠民《老木匠·石牌楼》单金贵《
单裕隆船厂》王竟伯《织渔网》沈福民《刻字社》黄二官《理发匠·酿造师》胡德龙《学剃头》王迪
平《修钟表》陶良雄《鞘鞋子》徐敏华《画照片》柴云娟《倒马桶》李瑛《浴室擦背工》朱万国《脚
班》王学忠《“脚班”号子》方维明《磨剪刀》诸克昌《柴主人》陆荣昌《棺材铺》赵福良《赵信兴
纸扎店》倪家康《邮差》杨秋刚《珠溪救火会》金克文《珠浦电灯厂》吴开泰《义茂善元号》顾志刚
《同业公会》陈玉明《井亭港私塾·苏北同乡会》夏世珍《一隅小学堂》吴新钧《一隅小学堂的几首
老歌》包志喻《扫盲班与戒毒所》王学泰《约光中学轶事》程度《济青中学》王竞伯《健行读书会》
王永良《多次更名的朱家角中学》汪一飞《陆家弄里众生相》王学忠《井亭港印象》王祖粱《十间头
》周本民《古镇民居一瞥》汪一飞《蓝坊场·火烧场》夏春涛《隐身滩渡·“坑三姑娘”》盛土方《
船拳和扎香》朱志高《做社与待佛》盛友初《佛会》马志芳《做礼拜》蔡永刚《拜城隍》俞秀锦《水
仙庙》竺燕芳《“茶担舞”与“行街”》顾长明《正月十五出花灯》龚昌辉《做道场》张烨文《未家
角“老报纸”》周晓根《京剧票友》周玉秋《“书码头”与“老耳朵”》宋又龄《评弹学艺》张兆君
《听“戤壁书”》孙耀佐《田歌缘》江玲《朱家角的故事队》朱招娣《从“珠井体育会”说起》陆贞
雄《伟大的预言家：陆士谔》蔡祖根《我的父亲蔡用之》李宗煦《沈名昶其人》陆宗畿《一隅小学校
长：陆逢鼎》陆宗畿《奉祀和“留租饭”》朱上林《名医术青畴》王学忠《王承禹二三事》杨绍平《
爱书如命》钱千帆《我的“地下”工作》周善明《参加志愿军》周陀星《我的万卷藏书》杨淑君《合
会》张继辉《乐在“杂藏”》金超《话说票证》朱华生《主编镇志二三事》俞寿山《比武砸表传佳话
》李溪溪《朱家角电影院的浪漫记忆》后记与谢词鸣谢附录：朱家角镇地图朱家角镇建置朱家角镇人
口1930－1940私营商业行业分布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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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我是创建村村民，是一名天主教教徒，信天主教是祖上传下来的，我家信教前后已有五代，是
信仰入教。
我们创建村有二十六户入天主教，占到全村总户数的四分之一。
天主虽无形无象，但天主是全能的、万能的。
求天主，什么事情都能办成，但并非立竿见影。
世办上的一切都是由天主造成和安排的，没有天主，科学家们不能搞创造发明。
天主教是洋教，是世界性的，有的外国元首也信天主，朱家角工业园区有一洋老板是天主教徒，每个
星期日都去朱家角天主堂“做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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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编写和出版此书缘起于我童年时代的一段美好记忆，在经历文革时期的动乱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后
，这些记忆愈发显得弥足珍贵。
岁月无情，今天，我们周遭的一切都改变了，一些充满温情的美丽物事永远消失在我们的视野里，这
不仅仅是物理景观在发生变迁，还有那充满田园诗意的传统生活方式也与我们渐行渐远。
本书于2009年秋天开始策划，笔者找来几位长年在古镇生活并对家乡文化怀有深厚感情的老同志进行
交流和讨论，确定以口述历史的方式完成这本《口述历史：尔冬强和108位茶客》。
参与采访和录音整理工作的人员有吴玉泉、张烨文、王永良、周本民、李克刚、李溪溪、朱上林等。
在此，我要对这几位古镇上的文化人表示由衷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在近一年的并肩工作中，我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一个文化人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文化良知，你们不抱怨
、不空谈，脚踏实地为古镇文化的复兴倾注了心血，你们丰沛的工作热情，令我印象深刻。
没有你们的参与和全情的投入，我们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此书。
我们沉醉在古镇已经消逝的生活片断里，共同度过了这段难忘的日子，但愿这种工作中建立起来的友
谊能够恒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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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口述历史:尔冬强和108个茶客》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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