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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关键词的形式，分类撷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对旧上海描写的片段，并配以精美插图。
我们期待能以这样一种新的方式，追忆渐行渐远的上海年华，珍藏依然风姿绰约的上海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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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住在衣服里面    旗袍    最后她又从箱子底下拖出一件薄的棉旗袍，黑绸面子的稍稍旧了一点。
她面向着衣柜，将大衣脱了下来，从不明的光线中看见自己那美丽的身躯，微红的颜面，被掩覆在浓
厚的黑发之下，托在葱绿的高领上，真是又显得骄贵，又显得动人。
她又慢慢去解那单袍的钮子，一缕粉红衬衣的滚边钻了出来。
她向自己半裸的肉体投射着爱慕和玩弄的眼光，欣赏那白的颈项和臂膀好一会，她才将那件棉袍罩上
来。
这袍子很长，衣边都覆在脚背上了，因此更将人显得颀长了。
她真是美丽，真是宜人，仿佛不拘穿着什么样色的衣服，都只有增加她的美似的。
    站在轻风上    第一次瞧见她⋯⋯穿着红绸的长旗袍儿，站在轻风I：似的，飘荡着袍角。
这脚一上眼就知道是一双跳舞的脚，践在海棠那么叫爱的红缎的高跟儿上。
把腰肢当作花瓶的瓶颈，从这上面便开着一枝灿烂的牡丹花。
    獭绒西装外套    方鸿渐因为张先生请他早到谈谈，下气银行办公室完毕就去。
马路上经过一家外国皮货铺子看见獭绒西装外套，新年廉价，只卖四百元。
鸿渐常想有这样一件外套，留学时不敢买，，譬如在伦敦，男人穿皮外套而没有私人汽车，假使不像
放印子钱的犹太人或打拳的黑人，人家就疑心是马戏班的演员，再不然就是开窑子的乌龟；只有在维
也纳，穿皮外套是常事，并且有现成的皮里子卖给旅客衬在外套里。
       时髦、臭虫与洋裤    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
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
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
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
：的折痕天天有洋服    我们先把两个孩子穿好，叫他们楼下去等着。
出了一身汗，套上一件狗穿洞的衬衫，我的女人在穿自己手制的巾同料的西装。
    ——“为甚么，不穿洋服便不能去吗?”她问了我一声。
    ——“不行。
穿和服也可以，穿印度服也可以，只有穿中国衣服是不行的。
上海几处的公园都禁止狗与华人人内，其实狗倒可以进去，人是不行，人要变成狗的时候就可以进去
了。
”    我的女人她似平明㈠我是在骂人了，她也助骂了一声：“上海市上的两洋人怕都是些狼心狗肺罢!
”    ——“我单看他们的服装，总觉得他们是——条狗。
你看，这衬衫上：要套一片硬领，这硬领下要结一条领带，这不是和狗颈上套的项圈和铁链是一样的
么?”——我这么一说，倒把我的女人惹笑了。
        新年不洗衣    因为向例，元旦是应该清闲的。
我昨天就已感到这一层，这也可见环境之迫人。
昨晨起床，我太太说：“Y．T．你应该换礼服了!”我莫名其妙，因为礼服前天刚换的。
“为什么?”我质问。
“周妈今天要洗衣服，明天她不洗，后天也不洗，大后天也不洗。
”我登时明白。
元旦之神已经来临了，我早料到我要屈服的，因为一人总该近情，不近情就成书呆。
我登时明白，今天家人是准备不洗，不扫，不泼水，不拿刀剪。
这在迷信说法是有所禁忌，但是我明白这迷信之来源：一句话说，就是大家一年到头忙了三百六十天
，也应该在这新年享一点点的清福。
你看中国的老百姓一年的劳苦，你能吝他们这一点清福吗?    内外之别    走进自己的房间里，关上房门
，我就把旗袍脱去，换上套睡衣睡裤。
睡衣裤是条子绒做的，宽大，温暖，柔软，兼而有之。
于是我再甩掉高跟鞋，剥下丝袜，让赤脚曳着双红纹皮拖鞋，平平滑滑，怪舒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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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闲的瓜子    发明吃瓜子的人，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天才!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消闲”法。
要“消磨岁月”，除了抽鸦片以外，没有比吃瓜子更好的方法了。
其所以最有效者，为了它具备三个条件：一、吃不厌；二、吃不饱；三、要剥壳。
    俗语形容瓜子吃不厌，叫做“勿完勿歇”。
为了它具有一种非甜非咸的香味，能引逗人不断地要吃。
想再吃一粒不吃了，但是嚼完吞下之后，口中余香不绝，不由你不伸手再向盆中或纸包里去摸。
我们吃东西，凡一味甜的，或一味咸的，往往易于吃厌。
只有非甜非咸的，可以久吃不厌。
瓜子的百吃不厌，便是为此。
有一位老于应酬的朋友告诉我一段吃瓜子的趣话：说他已养成了见瓜子就吃的习惯。
有一次同了朋友到戏院里看戏，坐定之后，看见茶壶的旁边放着一包打开的瓜子，便随手向包里掏取
几粒，一面咬着，一面看戏。
咬完了再取，取了再咬。
如是数次，发见邻席不相识的观剧者也来掏取，方才想起了这包瓜子的所有权。
低声问他的朋友：“这包瓜子是你买来的么?”那朋友说“不”，他才知道刚才是擅吃了人家的东西，
便向邻座的人道歉。
邻座的人很漂亮，付之一笑，索性正式把瓜子请客了。
由此可知瓜子这样东西，对中国人有非常的吸引力，不管三七二十一，见了瓜子就。
    俗语形容瓜子吃不饱，叫做“吃三日三夜，长个屎尖头”。
因为这东西份量微小，无沦如何山吃不饱，连吃三日三夜，也不过多排泄了一粒屎尖头。
为消闲汁，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
倘份量大了，一吃就饱，时间就无法消磨。
这勺赈饥的粮食，目的完全相反。
赈饥的粮食求其吃得饱，消闲的粮食求其吃不饱。
最好只尝滋味不吞物质。
最好越吃越饿，像罗马亡国之前所流行的“吐剂”一样，则开筵大嚼，醉饱之后，咬一下瓜子可以再
来开筵大嚼。
一直把时间消磨下去。
    要剥壳也是消闲食品的一个必要条件。
倘没有壳，吃起来太便当，容易饱，时间`就不能多多消磨了。
一定要剥，而且剥的技术要有声有色，使它不像一种苦工，而像一种游戏，方才适合于有闲阶级的生
活，可让他们愉快地把时间消磨下去。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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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书评笔下的上海，心中的上海    怀旧，似乎是人类一个永恒的主题。
    约莫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不知首先是从哪一个角落开始，别起了—股都市怀旧风潮，这其中就有人
们对上海的追忆。
“怀旧意味着永远得不到的东西，而在唤醒的过程中，过去必然被理想化；”不同年龄段的人，对于
上海的追忆与怀旧却又各不相同：青年人着迷的也许是上海的狐步舞，周璇的歌声；老年人追忆的也
许是上海的名牌：收音机、手表、皮鞋、缝纫机；学者李欧梵解读的是《上海摩登》、杨斌华品尝的
是《上海味道》，而“良友老人”马国亮的《良友忆旧》则通过“一家画报与—个时代”的独特视角
让我们触摸旧上海的真实容颜，作家王安忆也兴头十足地《寻找上海》，梁朝伟、张曼玉担纲的《花
样年华》则把社会各阶层对旧上海的记忆与想像用感性直观的方式搬上荧幕，至于其他以上海为题材
的电影、电视、书籍一直都层出不穷。
但是，无论由谁来追忆与想像，他的视线或触角很少不牵涉到上海的外滩建筑，上海的百货大楼，上
海的咖啡馆，上海的舞厅，上海的公园跑马场，上海的“亭子间”，上海的“轮盘赌、咸肉庄、跑狗
场、罗曼蒂克的必诺浴、舞女和影星”，上海的“鸳鸯蝴蝶”派文学⋯⋯而且，无论是以何种方式表
现出来，我们对上海的种种追忆、诉说、解读、怀念，甚至诅咒、叹息，没有一个是完全真实的，也
没有一千是完全不真实的，它们都是记忆与想像的混合体。
对于已经逝去的上海。
“不管是30年代的，50年代的，70年代的，80年代的，只要她已经永远地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中，她似
乎就已经被镀上了一层奇异的光彩”，随着岁月的流逝，社会的变迁，上海日渐成为了一个不断被书
写、被解读、被涂抹的象征性文化符号，而且不同的人，不同的时代对社会的书写、解读也往往各不
相同，但不管上海的色彩如何变换，也不管人或者时代对上海的书写、解读如何不同，都不能否认这
“东方巴黎”、这“冒险家的乐园”所具有的含混不清的魅力。
    既然上海可以作为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符号，那么从关键词着手宋对“她”进行书写、解读、涂抹，
就不完全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
为此，我们编选了这本“城市语词”系列之《啊，上海，你这个中国的安乐窝》，按衣、食、住、行
、文化、娱乐、人等11个方面予以分类。
入选的文字，其来源体裁不拘一格，或诗歌，或散文，或杂文，或小说。
所选文字多少不一，多则整篇整段，少则三两行，要之以能集中反映旧上海的某一侧面为准的，每一
处入选的文字前都缀有一个小标题，或直接取之原文，或根据编选意图另行拟定。
入选文章，有写作日期的，则在文末注明写作日期(原文有具体写作时间的以作者自署的时间为准，否
则以原文最初发表的时间为准，遇有写作及发表时间均不详，而又的确属于1900年至1949年这段时间
中的文字，均以大致年代加“?”号标明)；写作日期失考的，则注明其出处。
入选文字的时间上限为1900年，下限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草炉饼》、《旧上海》两篇除外)。
所选文字因年代原因在语法和个别用字(如“象”字的用法)上，有不合现代汉语规范的，为尊重原文
，一仍其旧。
    此书的编选，源于2001年10月的某天在陶然亭公园湖上荡舟时几个朋友的提议。
以关键词的形式来编选反映某一都市文化的书籍，是一件有待尝试的事情。
倘若这种尝试能够为读者诸君带来些许的乐趣，则吾愿足已。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得到了挚友瞿吉好君及其相得的几个学生的大力支持。
本书最终得以编成，足我们不为时间、空间阻隔的友谊的见证。
    刘果小姐的美意和耐心，使我终于得以把一个偶然的提议变成了现实，谨致谢忱，    此书一定还存
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希望得到读者诸君和方家的指正。
    姚建斌    2003年春于乐育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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