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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是一个都市，都市是一个文化汇聚与撞击的地方，这里的人有着独特的思考、处世和行事方
式；上海是一个东方的都市，东西方文化在这里融合、变异，赋予了上海人不同于其他都市的文化特
征⋯⋯本书从不同视角和层面，从不同的时代和年代，说上海人的智慧、上海人的精神、上海人的思
维、上海人的行为、上海人的弱点、上海人的缺陷，以及上海人的喜怒哀乐⋯⋯也讲述了与上海文化
特征相联系的，存在于上海人生活方式中的点点滴滴。
　　《上海头脑》是一本写上海和上海人的书，全书共计11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视角和层面，从不同
的时代和年代，讲述了上海人的智慧、上海人的精神、上海人的思维、上海人的行为、上海人的弱点
、上海人的缺陷，以及上海人的喜怒哀乐现，本书是跨文化现象的微观描述，以透视存在于上海人身
上的上海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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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宪，l954年9月28日出生于上海。
上大学前，曾是插队知青、铁路警察和公安处团委副书记。
先后毕业于江西财经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和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现为上海大学教授，国际工商管理学院执行院长；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从事宏观经济学和服务经济学研究。
代表性著作有：《市场经济中的政府行为》（1995），《黏合剂：全球产业与市场整合中的服务贸易
》（2001，合著）。
出版了两本随笔和评论集：《跷跷板上看天下》、《人本精神：经济学人的告白》。
还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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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上海人的市井头脑爱面子的上海市民上海人饮食生活螺蛳壳里做道场的上海人上海人的禀赋与性
格缺陷上海人的人际头脑“搭界”与“不搭界”：人际关系的一条近路距离感：上海人际头脑里的一
根筋诚信度与原则性：男人喝酒女人谈判默契(沉默的契约)：上海公共汽车上的人际关系上海人的家
庭头脑挑一个如意郎君选一个称心的太太上海的顾家男人上海的贤妻良母上海人的消费头脑．一方水
土养一方人下岗科长的消费头脑螺蛳壳里做道场上海人的职业头脑护身符，吃补药，抢跑道当螺丝钉
和找奶酪“跳高族”和“追新族”虾有虾路，蟹有蟹路掌握一门乃至几门外语的职业背景上海人职业
头脑与众不同上海人的理财头脑“假领头”的故事“横算竖算”和“格算不格算”上海的巴菲特是女
的炒股，炒二手房闷声大发财新上海人的理财头脑上海人的时尚头脑牌子意识商场学校媒体作业两面
派的时尚头脑上海人的学习头脑当学习成为一种生存方式在学习中迷失自己学习能力不等于创造能力
上海人的媒体头脑从自由到谨慎世俗的关怀从外到内：趣味决定一切包容和距离上海人的公共头脑边
界观契约意识社区建设之路新上海人的头脑身份，苦涩的文化认同机遇，时刻待命的意识品位，中产
阶层的生活理想创新，艰难的事业腾飞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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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距离感：上海人际头脑里的一根筋　　上世纪70年代，上海人家还集中聚居在石库门弄堂里，即
便是新公房，也是合用的厨房和卫生间。
在那种几乎是零距离接触的生活状态里，上海人还是极力刻意地互相保持着一种距离。
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画面，公用厨房里每家的煤气灶上各自点着电灯泡，电线从自家的小火表上引出
来，只要你走进厨房问，不管里面灯火通明还是黑灯瞎火，自家的灯泡一定要先开亮。
这盏点亮的灯泡在告示：我是用自家的灯光，一点没有要借光的意思。
经常是，厨房里，张家跟李家在议论王家的事情，倒不一定在说什么坏话，只是背后议论，当面不说
，背后乱说，犯点毛主席批评的“自由主义”，忽然，王家的厨房灯亮了，打住，来得及；王家的人
进厨房，张家李家都已恢复常态，一点没有窘迫。
这种未见其人先见其灯的生活经历，上海男人女人都觉得很好。
　　同样的状况，后来扩展到公用楼梯灯，公用卫生问灯，公用走廊灯⋯⋯那个年月，低支光的灯泡
很紧俏，经济灯、节能灯、5支光的小灯泡⋯⋯五花八门，在那时大行其道。
　　这种上海人的邻里之间的泾渭分明，追根寻源，来自上海人的人际头脑里的一根筋——距离感。
这种距离感并不一定是冷漠和“不搭界”，更不一定是矛盾纠纷的最终结果，恰恰相反，这是上海人
在处理人际关系里一直希望避免发生矛盾与纠纷的预警和防备，一种在利益上的彼此公平合理的分摊
和分享，在相对低水平的生活环境里和睦相处的最佳方式。
这在当时几乎在全上海的市民阶层达成共识。
这很不容易。
它可以看成上海建设现代文明社会的最初基础和思维雏形。
　　这种现代文明社会的最初基础和思维雏形还表现在距离感的一张一弛，客气至上，和“来而不往
非礼也”的传统思维。
过去，上海人家在煤饼炉上炖得最多的是一只铜吊，也就是水壶。
上海人向来精打细算，他们不会用沸水来洗脸洗脚。
他们在煤饼炉子上将水烧得半开，一天里最后一只煤饼烧光的时候，家人洗漱基本完毕，热水瓶灌满
。
如果多了大半壶开水，会主动跑到隔壁人家去冲进别人家的暖水瓶里。
经常有张家阿婆给李家阿婆灌满了一热水瓶开水的事情。
　　石库门的房子里有一点响动，大家都听得见。
所以，一般要响，就大家一起弄出些声响来。
既不算互相干扰，也不互相妒忌。
大家公平。
有一种潜在的约定。
　　比如过年的时候，这家在剁肉糜，那家也要弄出点声音来响应，在炒黄豆，哔哔啵啵地响；楼上
人家要洗玻璃窗户，会有水滴落下来，便索性上上下下一起洗玻璃窗，一路上的水，滴滴答答下来，
倒也是一种闹猛。
公用水龙头用水，大脚盆里洗衣服，洗被单，满满的一盆水要倒掉，人用力提起脚盆的一边，哗啦的
水声，很是流畅，几次下来，晓得这家人家，快洗得差不多了，便会有另外一家的人，将要洗的早饭
饭碗，拿过去，候着，一边说道：“不急的，你慢点好了。
”很有分寸的。
如果是楼上人家这样的洗，水落管里面的水从上面排下来，到了阴沟边会有水溅出来，每次提脚盆倒
水的时候，就要对着下面水龙头边上的人关照一句：“楼下人家，放水啦！
”石库门楼房晒台的楼梯都是空心的，即便是用木板钉死，也不严实，楼上楼下的人互相不照面，但
都晓得各自的响动。
楼下的人便将自己的脚从阴沟边挪开。
在这个空挡里，楼下的对上面人家说几句：“今朝休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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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几天啦？
”如果这两家正好有点不开心，彼此不说话的，这时候也会关照一句，不过就简略地叫一声：“放水
啦！
”后面搭讪的话，也没了。
　　上海人的人际头脑的发达配置，充分体现在这种距离感的把握上，还体现在日积月累的功夫上，
也就是日久见人心。
同事之间、朋友之间、邻里之间、同学之间⋯⋯日常较为普遍的人际关系里，上海人天然将自己作为
一个点，与周边四邻保持着恰当的距离，而且不轻易靠近或疏远。
为朋友“两肋插刀”的事儿，不大有，但可能在日常生活里始终有着关心的体谅，会“雪中送炭”，
但“锦上添花”的事就不必去做了。
这种人际关系的感情，或交情，从上海人一进入社会生活就要开始日积月累了，这需要很好的敏锐感
和持久耐力，需要前辈的言传身教，需要品位、教养、知识，所以，这种人际头脑在上海知识分子中
更可以感受得到。
大家都很耐心地在一定的范围里，在需要帮助的时候，彼此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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