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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把上海看作一种生活方式。
用现代人时髦的话来说，我是一个“海漂”。
我来到这座城市经商，也在这座城市生活，我不想每天两点一线地往来于家与公司之间，因为这座城
市有太丰富的内容，不享受它是极大的遗憾。
我决定在每一个可以休息的双休日，抽出一天时间跑跑这座城市的那些值得一到的地方。
这仍旧是一种旅游，旅游并不只是长途跋涉。
细细品味上海，乃是一种幸福。
这座城市的历史与建筑、人文与自然、古迹与名宅、时尚与美食，都在中国堪称一流，让所有能够发
现她的眼睛享受“过瘾”。
所谓的品味是一种细细的精神消化，需要理解、感悟和品评，然后有自己的心得。
我决定把每一次出行的心得写下来，写成旅行手记，这又是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情。
于是，就有了这组文章。
也于是，产生了一种想法：其实每个城市里的居住者都可以在自己的城市里从容旅行，只要他是有心
的，就必能品味到一些东西。
城市是一个生命体，它的生命经历形成了城市的历史。
其实上海这座城市，她的历史渊源很深厚，她的过程细节也很丰富，只是有太多的东西已经湮灭在过
去的时光中。
她的丰富和逐渐失却的风光，让人想到满天的乌云，层次丰富、变幻无穷又黯然失色；但是，如果有
慧眼去观望她，你就可能突然发现阳光正从她的背后透来，为那片乌云镶上光亮的金边，你就会发现
她久久未被人们认识的价值。
因此，我欲将这组文章取名为“乌云的金边”。
但是，经出版社建议，本书最终还是取了较明快、晓畅的书名《上海：城市旅行笔记》。
“乌云的金边”就作为作者我这本书文字背后蕴涵着诗意想象的一种意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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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散记的体裁，分51篇文字分别描述了国际大都市上海闻名遐尔的南京路、淮海路、新天地、外
滩、松江醉白池等上海城市和乡村的历史旧事和当下的时尚风情。
本书文字流畅，叙述中富于情感，每篇文字配以该地的影像作品，使本书兼具文化随笔和城市导游的
阅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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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东外滩的历史印记两水相汇之处，因为柳亚子曾派人寻访的一位古代才子而得名。
隔着一条黄浦江，东外滩与西外滩曾经判若两个世界。
从仓库、码头、堆栈、工厂开始的近代史，写下了清政府四大“国有企业”的侧记。
现代摩天大厦中留下的一座小筑，保留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陆家嘴是上海新近崛起的东外滩的核心地段，也是新上海的标志。
上海方言称两水相汇后冲出的一段曲折的河道为“嘴”。
比如黄浦江与吴淞江（苏州河）两水相汇的地方，冲出了一段由北折东的曲折河道，这地方就是“嘴
”。
因为这里曾是-陆姓家族的聚居地，于是成了“陆家嘴”。
陆家嘴的地名最早见诸文字的，是清代编印的《松江府属全图》。
既然陆家嘴以陆姓命名，想必那陆氏决非等闲人家。
正是。
都知道唐代的大诗人陆龟蒙，也知道诗人世居吴江，这是江南文化的骄傲。
而人们罕知的是，陆龟蒙的第十三代孙陆子顺，为了避战乱迁居到了上海的马桥，这以后，他的孙子
陆竹居又迁居到了浦东，成为浦东陆家嘴陆氏的最早祖宗。
不知道这段历史毫不要紧，大户望族的分脉迁居比比皆是，不必惊讶，然而那个陆竹居却有位十分了
不起的曾孙叫陆深，号俨山，那可是上海的大才子。
因为出了这个人，人们又想起追溯他的祖脉，把他的十八辈祖宗陆龟蒙给弘扬了出来，这事情恐怕最
感兴趣的是当代的基因学家了。
陆家嘴并不是借了陆龟蒙的光，而是因为陆深的盛名。
陆深是明代弘治十八年（1505）的进士，以文章、书法著名，官至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相当于
今天的教育部部长兼北京大学校长。
陆深发迹后，在浦东老家重建祖坟，还修造了“后乐园”作为自己退归后的隐居之地。
据记载后乐园“当三江之后流，颇有竹树泉石之胜”，故看到过那个园的后人有诗赞云：“俨山楼阁
镇吴凇，浪楫风帆极目中，高唱龙岗新制曲，月明人醉水晶宫。
”明嘉靖二十三年（1544）陆深去世，就下葬在后乐园侧畔的东洋泾河北岸，据说墓道气度宏大，成
为浦东景观之一，后其子陆楫也安葬于此。
后乐园于清代荒芜，东洋泾河也在此前后湮没。
废河道后来改筑马路，初名警局路，以后又叫东宁路，现在经拓筑后成为银城南路。
有一段往事值得一提。
1925年，编写《上海通志》的上海通志馆派出馆员曾专程赴陆家嘴海兴路口寻访陆深墓和后乐园，那
个通志馆正是柳亚子先生听创，学者毕竟还记得陆深。
400年过去了，陆墓的遗迹早巳湮没于民宅棚户之中，后乐园也荡然无存。
通志馆员只在海兴路民宅院中找到了一些石马的碎片和墓构的残迹，绘出墓区图后抱憾而归。
其实他们只做了些地面调查，不知陆墓深埋地下。
1970年，上海博物馆组织了对陆深墓的考古发掘，出土了金冠饰、银戒指、镶玉发簪、梅花形金镶宝
石花饰、各类铜镜等珍宝，以及陆深墓志、陆楫木质买地券等文物。
清理后的陆墓本来可以妥善保护，却毁于挖掘防空洞的大潮。
我们只知道，今天新建的银城南路和泰东路，正是在陆深墓故址上相交。
陆深之名盛于明代，以后就被人慢慢淡忘了，但是“陆家嘴”的地名自此流传开来。
东外滩陆家嘴是浦东历史的缩影。
隔着一条宽阔的黄浦江，东外滩与对面的西外滩曾经判若两个世界。
当西外滩形成“万国建筑博览会”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田园牧歌。
高巷浜、谢家浜、东洋泾浜、陆家嘴港这些纵横河流的沿岸，散布着渔民的小村落。
浦东最先形成的村落是彭家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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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汛和抵御咸潮，乾隆时代在江边修筑了护塘，江苏船民就在塘内的护塘沟边定居，后逐渐形成了
杨家毛、喻家门、花园石桥、冶坊桥、王家门、张家堰、吴家弄、姜家弄这样的自然村宅。
同治元年（1862）起，英、美、法、日、德等国开始在这里辟建仓库、码头、堆栈、工厂。
东外滩的第一次令人瞩目的事件发生在同治十年（1871），国内的自强运动在这里建立了轮船招商局
，这是清政府四大国有企业之一。
招商局在烂泥渡建造了北码头，在陆家嘴设立了南栈房。
一场无声的竞争在这里开始了。
英商也在烂泥渡建了太沽栈，而在陆家渡，则建有法商的永兴栈和德商的瑞记洋行火油池。
再以后，陆家嘴沿江先后建起英商祥生铁厂、日商黄浦造船所、日华纱厂、英商茂生纱厂和英美烟厂
。
为争一席之地的民族工商业，也在这里兴办了天章造纸厂、荧昌火柴厂、鸿翔兴船舶修造厂。
于是烂泥渡地区逐渐成为家用器具、砖瓦竹木等建筑材料和土特产的集散地，逐渐演变为烂泥渡路和
陆家嘴路的商业街，并陆续移向东昌路。
为了沟通西外滩，东外滩自南向北开设了陆家渡、烂泥渡、游龙路、隆茂栈、春江、坟山、小南洋、
泰同栈等8个舢舨渡口。
改革开放前，东昌路是浦东最繁华的商业街，有百年老店松盛油酱店、大鸿运酒楼、东方羊肉面店、
德兴馆等名店，东宁路和陆家嘴也开设有农贸市场。
今天，我们踏上浦东的土地，尤如重履那一段天地翻覆的历史。
现代的辉煌覆盖了大部分历史的陈迹：陆家嘴的“嘴”上如今高耸起东方明珠电视塔和一片现代建筑
群；从昔日的东昌码头到泰同栈码头，这条著名的滨江大道，是一系列亲水平台、坡地绿带构成的景
观道路，可以一览西外滩的风貌；在鲜花铺成的滨江坡地有-条情人小径，通向东外滩另一个标志性建
筑国际会议中心，两个天蓝色的印有海洋和陆地图案的地球体建筑，提升了东外滩建筑群美妙的意境
；它的边匕就是真正的摩天大楼金茂大厦，88层420.5 米高的建筑像一座巨大的佛塔，莲花般的飞檐层
层叠叠地上涌，直到塔顶堆起一朵巨大的莲花。
无法描述东外滩的那种气度，-位朋友在东外滩建筑群面前突然下意识地进出了一句：“啊，帝国主义
”，他的表达和联想肯定过于直观，其实他发出的，正是对一种最前卫的现代文明的赞叹，只不过这
种前卫的现代文明，以前仿佛总是发生在“帝国主义”的世界。
在现代文明创造的那一片陆家嘴绿地上，唯一地保留了一幢古建筑，那是陈桂春的故居“颖川小筑”
。
颖川小筑建于1914年，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中西合璧建筑，高低错落的西式山花封火墙尤其精彩。
小筑的住宅由天井、花园、主楼、客厅、厢房和备弄组成，三进院落中前后两厅的梁枋都有精致的雕
刻。
小筑的主人陈桂春原籍福建长汀，后迁居浦东高桥，靠驳运业起家。
颖川是河南省的一个地名，那里出了多位清官。
陈桂春牵连了一段世人罕知的逸情。
1920年，他会同虞洽卿、王一亭发起募捐，在警局路（今东宁路）创办了浦东第一所现代医院“浦东
医院”，并亲任院长，这所医院也就是今天东方医院的前身。
浦东医院先后有三任院长，除了陈桂春外，另两位分别是医院创建发起人之一的王一亭和旧上海三大
闻人之一的杜月笙。
主人人住小筑仅三年，不料食物中毒身亡，当时的舆论疑为商业对手所害。
今天的“颖川小筑”经修缮后，辟为“陆家嘴开发开放陈列室”。
也许“颖川小筑”正凝结了陆家嘴悠久的人文遗梦，成为这个地区历史巨变的感性起点。
保留着它，让人想到东外滩的历史血脉，想到巨变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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