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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代以来，上海的城市区划不断演变，上海的地图与文化格局也不断嬗变更新。
从远东第一城市到国际一线城市，这些记载着上海光荣历史的代名词正是靠各个城区的繁荣与发展来
见证的。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崛起的浦东犹如一颗闪亮的明星令世界瞩目，浦东陆家嘴地区的现代化建
筑群正日益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新地标。
而新城区的人文空间需要在新旧比照中不断寻求合理的定位，从而为上海的城市精神增加新的元素。
此外，作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有着丰富多样的江南民俗文化积淀，这些珍贵的民间遗存在现代
化浪潮下仍然在老城厢和周边城区多有保留，离开了它们，上海这个洋味十足的城市就没有了根基。
为了更好地感受、理解大上海的人文成就，不仅需要一张张日益细化的实用地图、一个个以上海为主
题的视觉片段，更需要综合运用文字与画面，以精确的地图为基础，以精彩的地标为导引，由远而近
，层层展现围绕着那些著名空间的今昔传奇与浓郁人文，呈现一幅幅足以恒久定格、又充满回味的多
彩画面。
2010年上海世博会正是展示上海城市文化的最佳契机。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它在全球金融风暴中顽强出土，并创下它有史以来新的历史纪录：它是创办一百五十多年来第一次来
到中国，落脚上海；它是第一次把主题定位于城市，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一个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
它不仅以金融、商业、经济和科研等方面的成绩及地位举世瞩目，而且还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
但立足于世界之林，上海还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一个发展中的城市。
在城市化作为世界发展趋势不断向前的今天，世博会为我们学习、借鉴和交流各国建设城市的经验提
供了很好的机会。
同样，它也为上海展现的城市形象、城市魅力和城市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为此，我们策划和出版了这套《上海世博人文地图丛书》。
它在众多的世博图书中，有着自己的特点：一是在编排上。
它是按照上海现在的行政区域，每个区县一册。
二是在构思上。
它从各区县深厚而丰富的历史人文积淀中，选取精华；从特色街道、教育文化、名人故居、人文景观
、独特建筑、名特商业和历史遗迹等角度予以切入；并辅以图片，生动直观，进而构成了一个七彩的
上海。
三是在表现上。
它突出和强化了人文的元素，对此进行了全景式和多侧面的观照。
尤其是作者们调动自己上海生活的积累和体会，注重开掘和展现我们熟悉的上海景物和人事中间的文
化底蕴和文化情怀。
丛书既展示了上海，让世界了解上海；同时，也让上海人进一步认识上海，了解上海。
就在世博会开幕前，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
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计划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
适当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
它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增添了新的内涵；为上海的明天，描绘了更为美丽的图画。
可以说，中国上海世博会举办的成功度及影响力如何，我们作为文化传播机构是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的。
因而，这套丛书还仅仅是个开始。
为建设文化大都市，还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花更大的精力和心思。
让我们共同为之努力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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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陀区是上海著名的以纺织工业为主体的老工业区。
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普陀逐步成为了各工业门类竞相发展的综合性工业区。
    普陀区就像个宝葫芦的形状，嵌在上海市的西北方向，而苏州河则像一条巨龙，盘绕在它的南襟，
更有那沪宁铁路和沪杭铁路一如张开的翅膀，伸展东西⋯⋯普陀区占据了水上和陆地的交通便利，素
有上海“西大堂”之称。
得天独厚的普陀区抓住了这一人与水亲近的契机，依托苏州河，装扮苏州河，改造苏州河。
展开普陀巨幅的蓝图，我们欣喜地看到，苏州河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它正在被建设成为一条“文化记
忆之河、文化创新之河、文化享受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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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故事十八湾“三湾一弄”大变迁说到“三湾一弄”，我的脑子里马上会跳出“滚地龙”三个字。
我们念小学的时候，老师在课堂里告诉学生什么叫“滚地龙”。
她举的例子是闸北区的“蕃瓜弄”。
于是，我们这些孩子就牢牢地把“滚地龙”式的居住环境印在了脑子里。
前两年，我去看普陀区东新路、光复西路口的“新湖明珠城”商品房，吸引我的是光复西路边上的苏
州河。
经过整治的河岸，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那就是“美”！
岸边绿是绿、红是红，曲曲弯弯的小径、上上下下的台阶，真的是看看也惬意。
走着走着，居然还看到有公园——普陀公园。
中午时分，游人很少，走在公园里觉得整个景致都属于自己，好奢侈啊。
坐在公园的长椅上，一位大爷也来散步，也许是老人家喜欢有人陪着说说话，他坐在了我身边。
我们相视一笑，开始攀谈起来了。
我跟他说是来看“新湖明珠城”的房子，他呵呵笑着说：“现在这里像个样子了，一个平方米要卖两
万多块，老底子，这里是一片乱坟堆，老百姓叫它是‘阴阳街’。
”还有这段历史？
于是听大爷说起了“过去的事”⋯⋯“阴阳街”是怎么得名的呢？
原来，1946年前后，从苏北来沪的难民在普陀区的沪杭铁路与光复西路之间搭起了“滚地龙”。
那是用几张芦席和几根竹片在泥地上搭盖的呈半圆形的小窝棚。
里面只能放一张地铺，而棚子的高度仅仅到成年人的胸部，矮得人走进走出要弯腰才行。
我不清楚这个形状的窝棚为什么叫“滚地龙”，难道它像一条蜷缩成一团的倒了霉的龙？
除了“滚地龙”，还有就是搭建草棚。
草棚用毛竹做柱子，竹笆涂上泥就成墙了，稻草盖顶，竹径做门，墙上开个小洞为窗，有的连窗都没
有。
就因为“滚地龙”与西侧的乱坟岗仅隔了一条土路，形成了死人与活人同处的陋巷狭弄，于是就有了
一个挺形象化的名称：“阴阳街”。
解放以后，普陀区政府将坟堆和尸棺铲除了，开辟了普陀公园。
而那些“滚地龙”和草房也翻建成了占地八千多平方米的平房及简屋。
住在这里的老百姓开心得不得了，他们说，过去是“阴阳街”，现在成“迎阳街”了。
如今，旧区改造又有了新气象，在我眼里看到的已是耸立的“新湖明珠城”高档气派的商品房了，“
滚地龙”成为昨天的回忆，连影子都不见了。
说完了“滚地龙”的形状和由来，再回过头来说“三湾一弄”。
上海闻名的“三湾一弄”棚户区集中在朱家湾、潭子湾、潘家湾和药水弄一带，于是就有了“三湾一
弄”的名字。
我们知道，近代以来，普陀区一带、沿苏州河两岸的工厂多，工业相对比较发达，那时候，大批从苏
北、安徽和山东等地来上海谋生的劳动人民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没地方栖居，他们便就地解决，在
工厂附近的荒地、废墟、垃圾处理场，甚至于坟地搭建起了草房和“滚地龙”居住。
在这种所谓的房子里，晚上点的是煤油灯，用的是苏州河里的水：喝的饮用水，淘米啊，洗菜啊，洗
衣、刷马桶都在一条苏州河里。
夏天，这里蚊子苍蝇横行霸道；冬天，满是缝隙的棚壁根本挡不住刺骨的寒风；而下雨天屋里漏水，
地面泥泞，举步维艰。
这种生活环境是现代人无法想像的艰难。
“三湾一弄”中的那个“弄”，就是“药水弄”。
它位于苏州河小沙渡西南，当年的称呼叫“石灰窑”。
至于为什么叫“药水弄”，那是在1907年，英国商人将他们制造三酸的药水厂搬到了这里，于是，叫
啊，叫啊，就改口叫“药水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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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时，“药水弄”的统计数字是住着三干多户、近一万五千人。
因为没有水电设施、没有下水道，到处是垃圾、臭水坑，住在这里的老百姓唱着这样的民谣：“吃水
不清，点灯不明，走路不平，出门不太平。
”还有：“宁坐三年牢，不住石灰窑。
”何等的形象。
“潭子湾”和“潘家湾”的东面邻近闸北区。
当年，也是因为陆陆续续建起了一批工厂，还由于水陆交通方便，先是苏北、安徽过来的人去工厂做
工了，然后拖家带小地一点点蚕食了河两岸的地方，人口越来越多。
“潘家湾”的得名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
当时，苏州迁来一些居民在河湾居住，形成了村落，村民以姓潘的届多，所以就叫“潘家湾”了。
抗日战争期间，“潘家湾”和“潭子湾”曾遭受到日军的轰炸，不少简屋被炸掉了。
流离失所的人们只得又添建了一些棚屋简房，这就形成了范围很大的两个棚户区。
后来，有一些从事经营的小贩们在这一带搭建了“水上楼阁”。
那是一种一半埋在岸边，另一半靠毛竹支撑着，悬空架在水面上的棚屋。
解放后，政府统计过，仅仅这一带就有346户这样的楼阁人家。
一到下大雨时，苏州河里的污水泛滥，漫进了屋内，又臭又湿。
而那些插在河里的毛竹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腐烂了、下陷了，向苏州河的方向倾斜着，你都不敢
肯定哪一天这房子就会倒进苏州河，然后被水流漂走⋯⋯“朱家湾”在“潭子湾”的西面。
传说清朝初年，淮北发生了灾荒，朱姓的族人在家乡过卜下去了，他们扶老携幼来到江南上海。
到了清代的中叶，朱姓后裔中的一部分迁到了河湾北岸，这才有了“朱家湾”的名字。
抗战时期，那些从苏北高邮、兴化、泰兴等地摇着木船来申城谋生的船民摇到这里，看到有居民区，
也就在这里栖身了。
这时，他们摇来的船大部分已经破损了，但毕竟也是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他们把船拖上了岸，继续件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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