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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地名的逝去是不可抗拒的社会规律。
但我们有责任把老地名所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通过文字和照片，把它保留下来。
它是一种文化的积淀，更是一种历史的传承。
《浦东老地名（共2册）》着力探究浦东老地名的文化资源及其几内涵，注重知识性和资料性的结合
，阐述严谨、材料翔实，兼具饱含乡土情结的地域文化散文特色，具有较强的可读性，是一本综合反
映浦东地区历史地理的读物。
透过这些地名符号，我们可以看到浦东的历史发展，看到浦东的自然景观，更可以看到浦东的人文精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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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编辑说明序一 由浦东老地名想到的序二 浦东序三 写在《浦东老地名》之前陆家嘴功能区域陆家嘴，
得名于明代大学士陆深从春江码头到陆家嘴轮渡站湮没的上海浦东洋泾浜寻踪张家浜的今昔得名于洋
泾港的洋泾镇浦东早期闹市塘桥花园石桥：一个美丽的历史地名庄家宅与庄家桥车站新老喻宅的故事
冰厂田的来历浦东大道与浦东南路从赖义渡路到烂泥渡路东昌路：第一条用山东地名命名的道路源深
路与近代名人谢源深沈家弄路不能忘记的烟厂路忘不了的铜山街其昌东栈、其昌西栈与其昌栈大街洋
泾老街旧事浦东里与新浦东里仁记里与市范里天后宫里的来历地缘衍生的高邮街、苏鲁村、扬州弄堂
、湖北弄业缘特色的杀猪弄、酱园弄与贩鲜弄杨家渡：一个历史悠久的渡口从老摆渡到老白渡民生路
与民生路码头游龙路与游龙码头&ldquo;外国坟山&rdquo;与坟山码头&ldquo;老三井&rdquo;、&ldquo;
新三井&rdquo;与胜利镇、复兴镇近代仓储业中的蓝烟囱码头中华码头：民族资本的骄傲发生在董家渡
的爱国主义斗争&ldquo;浦电&rdquo;、浦电路与地理学家童世亨凌家花园：花木之乡的发源地严桥遗
址：一个具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唐代遗址严家桥解开龙王庙建造的谜团张楼村的码头浜戚家庙边倒下了
李白等十二烈士朱家花园的故事泥墙圈的往事烂旗杆的传说张家楼：天主教徒最早定居的地方大金家
巷：浦东第一座天主教堂建造的地方福音堂的变迁上海名观钦赐仰殿从周太爷庙到全真派坤道院三元
宫坟山屋旁的中华理教问心堂和伊斯兰教清真寺外高桥功能区域长江口与东海岸小浜原是清浦港双井
勾忆古高桥义王弄的由来布庄角的变迁典当桥与胡家桥荒滩草地变西街慈善街的来历轮船码头天灯口
浦东第一条公路&mdash;&mdash;大同路海高路与高桥海滨浴场王新街与王松云高桥：一个历史悠久的
古镇解放上海烈士的安息地宝山与老宝山城高桥有座顺济庵法昌寺寺毁地名在天仙弄的传说清浦镇与
东桥头钟家弄的来历宅前村是一个古村庄话说船坊桥北水洞与虾鱼湾标家宅、粮船桥和前塘下城东三
宅的来历高桥有五厍屯粮巷与太平天国烈士墓北护塘上的护塘桥钟家弄里的钟家祠堂从西护塘到草高
路陆凌村今昔外高桥，从民间称谓到名扬四海三岔港：黄浦江上第一渡赵县丞与养鸭曹家浜抗英前哨
炮台浜江东小镇三宫桥鲜为人知的病房基凌桥镇的来历江心沙是高行，还是高家行？
高行镇上的兰芬书屋高行有条惠康街东沟与东沟市小梁山与察司庙古井亭边宝莲庵鹞子张家宅东黄家
码头与西黄家码头东虬江的变迁狮子坟与石圈坟黄家湾与尚义坊伏龙桥的故事高东有条蔑竹街德堂：
保税区内留下的历史地名杜家祠堂与杜高路五号沟：又一个闻名于世的老地名金桥功能区域南来北往
的重要渡口&mdash;&mdash;庆宁寺南跄村：浦东最早有历史记载的村落从上川铁路到上川公路从马勒
船厂到沪东造船厂申佳船厂的前世今生中美火油公司东沟油库百年老镇金家桥名闻遐迩的新陆&ldquo;
三桥&rdquo;地名的由来骨干河道西沟港社庄村与社庄庙以姓氏命名的&ldquo;张桥&rdquo;陆行地名的
由来古河道赵家沟及赵家桥流淌不息的曹家沟钱郎中桥的来历和变化见证沧海桑田的老护塘钦琏与钦
公塘滨海要道&mdash;&mdash;曹路浦东名刹&mdash;&mdash;潮音庵赵桥村的花园陆家宅花厅与顾家世
代书画艺术古海塘上的李家盘海潮村市面兴隆的老镇龚家路龚路的朱氏兄弟九团坝&ldquo;三埭
头&rdquo;与&ldquo;叹气堂&rdquo;镶嵌在张家浜上的乡间小镇&mdash;&mdash;新港钦公塘上的最早商
贸中转站&mdash;&mdash;大码头川沙功能区域长人乡和它的社庙浦东宝地说川沙八团镇县城小巷场署
街县城闹市牌楼桥解元府第&ldquo;兰芬堂&rdquo;至元堂：川沙最早的慈善机构姜家弄里的姜氏父子
血雨腥风大校场南市街旁名人辈出的&ldquo;内史第&rdquo;川沙火车站北门旱桥立交元老城隍庙与天
后宫观澜书院与涛园川沙文庙与友仁中学东野草堂中山纪念堂与中山中学川沙古城墙与魁星阁情系忠
魂岳碑亭运盐河与御寇河川沙九庙十三桥侯端杀虎墩七团扫帚浜海防烽堠十一墩真武台与连城别墅古
怪地名烂缺口一庹之宽的对面街江东妙境说缘由药师庙上铁路终点江家路口江镇金解元与江家路口改
名事件大洪墩和猪灌墩沙泥集散地邓家码头张闻天出生地张家宅迎来送往望海楼海鲜集市施家浜老护
塘上六角亭历史陈迹诸海塘寺毁名留小普陀六团湾的变迁六团牌楼村与曹氏民宅大七灶天主堂八灶港
的&ldquo;泥龙&rdquo;龄家牌楼孝子坊乔家厅和乔氏家族王三房始末施家驳岸的传说由假龙庙到界龙
村杜浦亭庙赵行集镇杜家糟坊酒飘香储店村名的由来华家楼下话变迁中市街有个&ldquo;胡万和茶
庄&rdquo;张江功能区域张江镇杨家镇（新兴镇）百年老号钱万隆钓鱼桥：一个与渔船有关的地名牛角
尖：大自然赐予的地名不直遗忘的徽州店黄家睥楼的传说红菱三官堂钱家天主堂孙小桥镇乐安镇三灶
浜和三王庙从三王乡到环东村金家小村出了大名人名门望族艾家圈艾巷桥畔古迹多八百年古刹大圣寺
韩家荡旧貌换新颜顾家糟坊和敦仁里横沔港里乌壮蟹唐墓桥的来历露德圣母堂：近代浦东地区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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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中心达义公学：浦东最早的教会学校俞公庙与地方自治风潮古迹沉淀的王家港小湾鱼市大湾：浦
东职业教育发源地寺庙成群的虹桥农业场站聚集的暮紫桥从薛家码头到合庆镇海边小镇白龙港一棵银
杏荫青墩公济第八桥蔡路镇网棚风风雨雨两百年兵家要地小营房谈古说今三甲港横沙岛今昔三林功能
区域三林：浦东新区最早成陆的地方三林史话漫话荻山大绞（高）圈的由来百年名校三林中学垃圾滩
三个名为&ldquo;八字桥&rdquo;的村宅嘴角渡：黄浦江上惟一民渡上南路旁的孙家桥陈坟庵的传说奉
为&ldquo;圣堂&rdquo;的崇福道院三林乌泥泾庙沈懿德与懿德村汤氏民宅与巨商汤学钊陆根记与余庆
堂从乔家花园到古银杏苑杨思桥与杨思镇疏浚杨淄杨思南街养真别墅杨思北街与油画家赵锡奎杨东有
位远近闻名&ldquo;武举人&rdquo;新东村出了一位抗日名将承载着沧桑历史的&ldquo;恒大&rdquo;上海
安达棉纺织厂御界桥北蔡镇：历史上的北蔡市溪南小筑百年名校北蔡小学艾镇六里桥和六里集镇南码
头与南浦大桥东书房的典故上南公路与上南铁路&ldquo;八长渡&rdquo;之一周江线白莲宗和白莲泾历
史名河白莲泾历史悠久的大来码头众说纷纭大道站《后滩》的故事浦东还有一个龙华嘴棚户聚落的北
村、南村、西村名闻江南的浦东中学从&ldquo;和兴&rdquo;到&ldquo;上钢&rdquo;、&ldquo;浦
钢&rdquo;杨思区与斯盛区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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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洋泾是黄浦江水系形成后上海地区古八泾之一。
古八泾中浦东地区除了洋泾外，另一条是流经浦东中部的白莲泾。
很长时期内，洋泾与白莲泾存河运、排涝、灌溉、挡潮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
可今天浦东的版图上有白莲泾，　　也有洋泾港，而东洋泾浜完全失去了踪影。
　　当年的东洋弪浜哪里去了？
古时洋泾浜，系黄浦江支流，分东段与西段。
浦曲河段称两洋泾浜，浦东河段称东洋泾浜。
寻觅东洋泾浜的踪影，还得从西洋泾浜说起。
　　历史上的浦西洋泾浜，是从黄浦江边流经现四川路、河南路等地到周泾（今西藏中路一带）的一
条河道。
早期浜边为河滩农田。
英法租界开辟后，为方便行人往来，浜上架起了外洋泾桥（近外滩）、  洋泾桥（四川路口）、三洋
泾桥（江西路口）等8座桥。
随着两岸住房陆续兴建，人口大量增加，商贾云  集，洋泾浜水日趋污浊，且阻碍交通，有碍卫生。
1914年，英法租界当局开始  填浜筑路，1915年底建成的道路取名爱多亚路，也就是现在的延安东路。
洋泾  浜填掉了，但&ldquo;洋弪浜&rdquo;一词沿用至今。
那些为了与外国人打交道临时学的几  句生硬的英语，往往被称为&ldquo;洋泾浜英语&rdquo;；那些技
术没有达到一定的水准又  冒充内行的人也被旁人称作&ldquo;洋泾浜&rdquo;。
　　浦东的东洋泾浜从黄浦江边向东流经庄家宅、盛家行等十多个自然村，最  后导人洋泾镇地区的
洋泾港。
清乾隆期间，浜中不仅能通船，而且对沿江地区  居民点的形成，对农田灌溉等起过很大的作用。
庄家宅的村民还在河上架起桥  粱，称庄家桥。
乾隆年以后，因黄浦江边筑塘挡潮，浜口堵塞，到清朝末期洋  泾浜西端从淤浅到完全湮没，湮没的
河道后被填埋筑路，原陆家嘴街道的东宁  路就是东洋泾浜的故河道，1928年修筑的东昌路也是东洋弪
浜的一条支流，源  深路以东的洋径浜东段又称定水浜，也因年久失疏，20世纪8O年代开始逐渐淤  塞
，后在市政建设中被填埋掉。
浦东开发初期，原定水浜边有一条以浜取名的  定水路，洋泾镇区内还设立过定水路居委会，居委会
旁有一所定水路小学。
随  着社区的不断调整，文化事业的发展，现定水路还在，定水路居委会、定水路小学已不再存在。
　　除了西洋泾浜、东洋弪浜，实际上还有第三条洋泾浜，耶就是流经洋泾镇、的北洋泾浜，习称洋
泾港。
全长4 2公里的洋泾港，北纳黄浦江，南至华漕达，中段贯穿洋泾镇，是浦东北部地区重要的河道之。
古镇洋泾也因洋泾港而得名。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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