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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旋转的舞场——上海的如烟往事》，是陆其国先生继《畸形的繁荣——租界时期的上海》、《
风起大漠——敦煌纪事》、《千年不败——中山陵纪事》和《老上海风情》后的一本散文随笔集。
全书由二十四篇文章组成，以老上海的社会风情为题材，讲述诸如咖啡馆、舞场、典当业以及“大世
界”、“老介福”、“荣昌祥”、“童涵春”、“杏花楼”、“鸿祥”、三大“祥”的故事；同时，
还有一辑是回忆他童年时发生在“老虎灶”、“烟杂店”、“小人书摊”等市井社会的所见所闻。
书中配有许多老照片，这些照片反映了当年的社会风情，在今天是不多见的，弥足珍贵。
可谓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最近几年书店里出现了许多散文随笔类的图书，有人说现在是随笔时代。
作家写随笔，史学家写随笔，艺术家写随笔，科学家写随笔，真是“家”、“家”写随笔。
这当然是一种好现象，反映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局面。
随笔，《辞海》说它是散文的一种，短小精悍，不拘一格。
这也许是人们热衷于写随笔的原因。
不过，随笔的作者所表达的内容却是不尽相同的。
依我看，作家的随笔大多是借事或借景抒情的；史家的随笔则偏重于史事结合，说古谈今。
各有各的特色，两者都注重思想性，给读者一些有益的启示。
其国的这本书，写的是老上海的社会风情，或叙事，或写人，或感怀述说，既有作家的细腻的笔调，
刻画描写，文字生动，新鲜活泼；又有史家严谨的态度，钩沉史料，注重史实，有的还细加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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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旋转的舞场：上海的如烟往事》是一本以上海社会历史风情为题材的文化散文随笔集。
全书分三辑，有上海老字号的故事，有旧上海的社会风情故事；有上海市井社会故事，图文并茂，可
看性强，其中有许多作者多年搜集并珍藏的图片。
 《旋转的舞场：上海的如烟往事》以历史为坐标，用文学的笔触、文化的视角来写上海，故事精彩又
颇有新意，读来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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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陆其国，1954年7月出生于上海。
发表作品有中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
出版有《旋砖的舞场——上海的如烟往事》、《风起大漠——敦煌纪事》、《千年不败——中山陵纪
事》，及散文随笔集《老上海风情》等。
平生喜好淘书、读书、写书。
近年侧重历史文化随笔写作，作品发表于《书屋》、《寻根》、《历史学家茶座》、《文学自由谈》
等杂志，及《解放日报》“朝花”、《文汇报》“笔会”、《新民晚报》“夜光杯”等副刊，随笔《
另一种背叛》选入《2008年中国随笔精选》，杂文《由“狱中报告”想到的》选入（2008年中国杂文
年选》。
藏书逾万，多为近代和民国史料。
现供职于《档案春秋》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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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辑从“杏华楼”到“杏花楼”“老介福”的命名与扩店“童涵春”的药是苦是香三大“祥”上
演“龙虎斗“荣昌祥”的“才运”和中山装“鸿祥”的前世今生第二辑外滩公园旧事魅力“江南”走
近书隐楼掩隐在闹市中的徐家汇藏书楼警钟楼烽火回眸淮海中路20世纪40年代的都市时尚咖啡馆风情
成为幻想的“大上海计划”高高的典当柜白相“大世界”旋转的舞场城市的“音符”第三辑一块佛手
牌味精老广告牌远逝的烟杂店盎然有趣的老虎灶小人书的“细节”沪上民间档案资料收藏纪事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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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协大祥”与“宝大祥”竞争如此，与“信大祥”的竞争亦然，“信大祥”经理丁大富是孙琢璋
的学生、“协大祥”的高级职员，而且又是丁丕山、柴宝怀的亲戚。
1928年，开在“协大祥”对街的同业慎泰昌棉布店歇业招盘，丁大富得到“协大祥”的一位股东陈维
贤的支持，集股盘进，开设了“信大祥”。
此前，丁大富向孙琢璋要求投资入股，开始时遭到婉言拒绝，因为孙琢璋估计凭丁大富的资历，不一
定能拉到资本；而没有“协大祥”投资，他要开张也难，孙琢璋当然不愿扶持一个竞争对手。
但我们前面说过，孙琢璋是个精明人，他转念一想，丁大富即已有心，“信大祥”开张是早晚的事，
与其看着他走到那一步，还不如把他控制起来。
这样既避免树立对手，又可在与“宝大祥”的竞争中多一份力量。
这样，“协大祥”遂投资六分之一，成为“信大祥”的大股东。
后来果然因为这层因素，“信大祥”处处受到“协大祥”钳制。
　　1930年，孙琢璋去世以后，终于引发“协大祥”第二次拆股改组。
不过这次的焦点主要是围绕继任经理人选而展开。
争夺战的结果是孙琢璋的儿子孙照明子承父业继位“协大祥”经理。
　　抗战爆发，终于引发了“信大祥”对“协大祥”强烈的反控制情绪，前者遂瞒着“协大祥”，盘
进南京路大沪银行原址五开间的店面作为第一分店开始营业，渐渐在南京路上崛起。
以后又在南京路开出第二分店。
见了这阵势，“协大祥”、“宝大祥”焉能甘心，不久也相继立足南京路，竞争态势愈演愈烈。
　　笔者年少时因居住的关系，常到毗邻“大世界”的一家协大祥绸布店玩耍，以至初时以为旧上海
的“协大祥”即发端于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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