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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民俗上海：黄浦卷》将上海黄浦区的民俗文化整理和挖掘出来，并给予充分的展示，有利于提
高上海人对上海的认同，也有利于在国际交往中展现上海文化总体形象和文化品格。
全书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向世界展示上海民俗文化的瑰丽画卷，并试图通过这一努力唤起全社会对上海
民俗文化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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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老城厢是上海城市文化的根基所在，也是黄浦区最富有传统民俗文化特色的地方。
不了解老城厢的历史文化，就难以了解黄浦区乃至整个上海市今天的民俗文化状况。
[一]老城厢的历史沿革黄浦区历史悠久，春秋时期已经成陆，以后逐渐有居民在这里耕作打鱼。
唐天宝十年(751)华亭县成立，本区处于华亭县东北部。
北宋熙宁年间，始在区境南部设官方机构上海务。
南宋咸淳年间设上海镇，仍属华亭县管辖。
元代至元十四年(1277)，上海设市舶司(位于今光启路西、方浜路南)，为全国七大市舶司之一。
至元二十八年(1291)，上海县建立，属松江府管辖，黄浦区南部即为上海县城所在地，县衙位于原市
舶司旧合。
到明代，上海县城商铺酒楼林立，上海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东南名邑”。
县城本来没有城墙，明嘉靖年间，倭寇屡次从海上窜犯上海，县城损失惨重。
嘉靖三十二年(1553)，为防御倭寇骚扰，全城官民齐心协力筑城，经三月而告竣。
古人受“天圆地方”观念的影响，筑城多取方形，但上海城墙却呈椭圆形，颇具特色。
城垣周围近10里，高8米，四周开设10扇陆门，4扇水门。
城内河浜纵横，方浜在小东门附近流人，薛家浜通过水门与黄浦江相连。
城墙上有雉堞3600个，箭台20所，敌楼4座，城池面积1.6平方公里。
城墙给人以安全庇护，附近不少富贵人家纷纷迁入城内居住。
此后倭寇曾两度围攻上海，均被军民依托城墙击退。
倭寇之患平息后，万历年间，百姓分别在城垣的四座箭台上建成四座庙：制胜台上建观音阁，振武台
上造真武庙，万军台上修丹凤楼，大境台上筑大境阁。
大境阁为三层高阁，甚为雄伟壮观，内奉关公，又称大境关帝庙。
当时这四座楼阁成为沪上名胜。
上海老城厢民居古朴，街巷幽深，历史文化底蕴深厚。
上百条街巷，路面都较狭窄，逶迤曲折，有时大街串联着小巷，小巷又连着小弄，走进这里的街巷，
犹如离开了繁华的大上海，置身于一个古老僻静的世界。
这里的老街巷、老地名也是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的组成部分。
每一条老街巷，每一个老地名，都是历史的见证。
文庙路因文庙而得名(旧时官学都设在文庙内，又称学宫)，文庙周围的路被命名为学宫街、学前街、
学西街。
乔家路原是一条河浜，因明末名将乔一琦世代居住，河浜因乔家而得名，称乔家浜，两岸有许多官宦
富贵人家的深宅大院。
明代大科学家徐光启就出生于乔家浜畔，现有徐光启故居。
辛亥革命后填浜筑路，才改为乔家路。
梦花街过去是科举文人祈求文运大开之处，过去街上开设许多小客栈，举子们在应考前先到此借住一
宿，以求做个“妙笔生花”的好梦，然后再到文庙拜谒至圣先师孔子，并在心愿树上系上灵签。
据说这么一来就能梦想成真，科举考试独占鳌头了。
县左街因在旧县城的左侧而得名。
上海县衙自1291年建县一直设在今光启路西侧，1915年才搬离这里，历时六百多年。
过去县衙是老城厢的政治中心，是非常重要的中枢之地，四周的道路都因它而得名，有县前街、县后
街、县左街、县东街、县南街、县西街。
现仅存县左街，其余都已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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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俗上海》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出书了。
我如释重负，把心放下了。
下面我简单交待一下成书的过程。
2004年7月底，我从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岗位上退下来，当时给自己提了两个问题：一是作为一个生命
个体继续存在的价值在哪里？
二是今后的路怎么走下去？
答案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余热，应当和还能做几件对社会有利有益的事。
正巧许明研究员和我商量成立氏办研究机构(NGO，非官方非营利的机构)，我欣然同意，又商量这一
机构成立后；做什么事。
我提出编一套上海民俗文化丛书。
为什么有这一“理念”。
我想，直接推动力是上海2010年要举办世博会；其次是考虑自己的条件和分析过去哪些事情没有做好
，今天可以做得成的。
大家知道，上海是人文荟萃之地。
松泽已发现6000年前的“上海人”化石；元代建制后800年以来，上海作为长三角的重要出海口，逐渐
成为江南经济、文化的中心；近一百五十年来，上海成为中国移民最多的都市，凝聚着丰富的民俗文
化遗产。
然而相对于外地，上海的民俗学严重滞后。
上海目前不仅没有一个民俗学刊物，而且已完成多年的上海市、区、县的民俗志至今未出版。
问题在于上海文化界与学术界对丰富而有特色的上海民俗文化缺乏应有的重视。
民俗文化的整理和挖掘并给予充分的展示，无疑将有利于提高上海人对上海的认同，也有利于在国际
交往中展现上海文化总体形象和文化品格。
我希望上海民俗文化丛书出版这一基础性建设工程的完成，成为世博会期间展示上海软实力的重要方
面。
今天，民俗文化在国际交往中具有重要作用。
如在2003年上海召开“亚洲银行会议”时，上海民间艺术家协会组织了五种上海本土的民俗表演项目
，受到外宾的热烈欢迎。
2003年，上海率团到加拿大申请世界园艺会，上海的民俗表演使当地的观众激动得站在椅子上欢呼。
近二十年来，“文化寻根热”遍及全球，对本土民族原创性文化的珍视，是民族自尊与创造力的一种
表达方式。
因此，在国际重大活动如奥运会、世博会中，举办国会千方百计展示本土的原创性文化，如汉城奥运
会的开幕式以鲜明的韩民族文化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悉尼则以有悠久历史的土著文化成为其展示
的主题。
大阪世博会也是一个成功的典型，以其鲜明的大和民族的文化展示给世人。
意味深长的是，大阪世博会别的没留下，唯有建在万博公园的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不仅留下而且成
为大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更重要的是成为展示日本民族与世界各民族的民俗展示地、世界文化人类
学(民俗学)的学术交流中心与博士生的培养基地。
成功经验证明，世博会在显示国家总体形象时，不仅是经济和科技领域的展示，而且更重要的是文化
品格的显示。
而民俗是民族最普遍也最有特色的文化形态。
于是，我们就下决心做这件大事情。
而根据自身的条件，也许是可以做成的。
在2004年10月，我们召开专家组会议。
参加者都是上海研究民俗学的知名学者。
同时，组成编委会，人员是各区县宣传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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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绝大部分宣传部长我都认识，他们说，老部长想做这件对上海、对文化建设和发展都有利的好事
，我们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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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民俗上海(黄浦卷)》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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