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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记述了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中的“少数人”的尖锋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或许可以从以下两
部分予以解读：　　其一，上海中产阶级的雅致和前卫生活以及他们在上海国际化进程中所展现出来
的特殊而新兴的生活气象；　　其二，上海绝对少数的富豪们在自己的私密王国中较为奢华的生活行
为⋯⋯　　“这两种向度完全不同但都需要非一般物质当量的生活，都是对盘踞在中国上海财富宝塔
尖上的那些人们的说明。
”作者王唯铭是这样阐释拥有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上海少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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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唯铭，1955年8月11日出生，祖籍浙江绍兴，上海市人。

曾经是铣床的操作工、刊物的责任编辑、报社的特稿记者、周刊的副主编和主编，目下是上海青年报
的资深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写作开始于六十年代后期，1980年正式发表作品，有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报告文学面世。
1988年5月加入上海青年报这个团队后，专攻城市时尚文化．先后出版了城市纪实文学、城市文化随笔
共11部，其中《欲望的城市》、《游戏的城市》以及《上海七情六欲》颇受读者好评，有“城市狩猎
者”这一称谓．2008年8月出版城市纪实作品《少数人的上海——富裕阶层生活方式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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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看那一匹匹活蹦乱跳的马　　第一节　马背上的游戏和梦想　　陈江宁，一个品马的高
手，一个玩马的老手，一个尝试将生活与事业都统一在马这种生物上的好手。
　　对陈江宁的采访开始于整整两年之前。
　　2006年6月3日下午2点左右。
　　这是一个多少有些阴沉的日子，天空中没有出现被媒体所鼓吹的那种无限透明的蓝色，重重云层
将一切都暂时地遮蔽住了，气温倒因此变得凉快了起来。
　　经由始终险象环生的A20公路，一阵行驰后，我从上南路匝道口下去，再穿过三林镇，在新华路
小转弯行驰五六分钟，便再次来到了新华路517号上海辉煌骑马场，一种新上海生活的实验之地。
　　马厩在我左侧一路排开，那里总共圈养着95匹马；它们中有7匹身形矫健的纯血马，有57匹充满了
若干传奇色彩的伊犁马，还有10匹将被培养成未来参与运动竞争的马驹子，以及外形稍微困难了一点
但绝对经济耐用的内蒙马、东北马、陕西马、广西马等等等等。
那一刻，纯血马、伊犁马、内蒙马们正纷纷探出各自的头颅，它们对“不速之客”的到来保持着高度
的警觉。
　　右方，是辉煌骑马场的训练场，我看见场地中皮肤黝黑的训马师正调教着一匹桀骜不驯的纯血马
，但见纯血马高高地扬起着前蹄，一声“咴咴咴”的长鸣，在六月初夏的上海天空下激荡人心地绵延
许久。
　　训练场后是很大的一块草地，3匹小马驹正尽情撒欢，或在草丛中打着滚，或沿着木围栏作着最
初的青春奔跑。
　　对辉煌骑马场最好的观察点是在它的茶楼看台上，站在马场的这个制高点，你对辉煌骑马场便能
够一览无遗。
　　一条已快完工的马路将占地100亩的辉煌骑马场有些“残忍”地一分为二。
马路那边，是马场的一个更大的训练场。
那一刻，两个男子正策马狂奔，其中的一个有着很优美的骑姿，身子略微前倾，如同我们经常在电视
上看到的香港跑马场里随着奔马而上下起伏的骑师；另一个显然是“马场菜鸟”，身子不自然地向后
仰去，呈现着僵硬、笨拙的状态，人与马的运动节奏也明显错位⋯⋯　　眼前的草地上，长着种种不
知名的野草，开着种种不知名的野花，有几声黯然的蛙鸣从草地一头传来；仿佛是对其的呼应，我看
见～只色彩斑斓的野鸟从草地中戛然而起，它们在空中优美地盘旋着，一声又一声的叫唤之声嘹亮在
六月的上海天空下。
　　那一刻我十分陶醉。
　　天空尽管还是十分阴沉，但万籁俱寂，不时响起的蛙鸣和鸟啼更增添了乡野的寂静之感，有“鸟
鸣山更幽”的那份古雅意境。
随后，初夏的气息真切地弥漫在我的身边。
这是我在城市生活中再也无法闻到的气息，是由马粪、苜蓿草以及野地上的泥土所混合而成的气息。
那一刹那，它诱引着我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回到浙江绍兴钱清新甸的“施家楼”，在三爹的那幢楼房
后面．我穿越着那片雅致的竹林，豁然开朗地看见“施家楼”后面的“陈家大”，以及“陈家大”后
面的“白马山”；这气息也诱引着我想起了俄国（更正确地说是前苏联）的那部煌煌巨作《静静的顿
河》，想起了我的心灵曾经反复漫游过的顿河流域，我仿佛看见高尔察克、邓尼金们率领的哥萨克骑
兵正无望地沿着顿河一路而去，马蹄扬起了漫天尘土，当马队在天际处消失的时候，从散落的尘土中
浮起的是血红的残阳，还有便是顿河流域中浓郁的草原气息⋯⋯　　难怪上海中产阶级的一部分将辉
煌骑马场当成了他们的圣地，难怪他们会穿越半个或整个上海驾车而来，在这里蹒跚地学着骑马，进
而学着养马，再进而学着理解“人马合一”的至高境界。
　　在这个下午，我通过前几次采访已有些熟悉了的许多“骑士们”并没有出现。
　　我没有看见彭煦。
这个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的新上海人，这个日益深入着“金领”领地的“白骨精”，那刻也许正带着
他的笔记本电脑飞行在亚欧大陆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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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让他的纯血马“图朵王”在马厩中独自深切地思念着主人。
　　在这个下午，我也没有看见刘薇晔。
这个市西中学初三女生有着这样一份殊荣：上海最年轻的马主人。
我一直难以忘却这样的情景：年仅13岁的她，牵着她的“上将”走在马场水泥地上时，身上洋溢着的
那份特别上海的感觉。
　　在这个下午，我看见了被称作“马痴”的两个上海男人，他们一个叫王力，另一个叫潘劲松。
由于对马的疯狂迷恋，王力一人养了3匹马，分别是“英雄”、“美纳”和“魔非”；同样，出于对
马的至高敬意，身高一米八五的潘劲松一度和自己的太太在辉煌骑马场一人养了一匹马。
在后面的文字中，我将对他俩再作详尽的描述。
　　那一刻，我的目光其实已被一人所吸引，他就是陈江宁，上海辉煌骑马场场主，一个在马的身上
寻找着永远梦想的男人，也是一个在马的身上进行着资本运作的男人。
　　陈江宁没有穿着他平日最喜欢穿的迷彩军装，一直要到很久以后陈江宁才告诉我，他之所以每每
穿着迷彩军装上班，乃是希望通过着迷彩服这个细节暗示每个员工，马场如同部队，是一个组织纪律
性要求非常高的地方，来不得半点闪失。
那天陈江宁一身骑士装扮，显得异常干练和潇洒：他戴着一顶钮扣可以灵活调整的帽子，赛马时，这
种帽子不会遮挡骑士的视线；他上身穿的彩衣相当轻薄，因而便显得相当轻便，这件彩衣的价格并不
昂贵；同样不昂贵的还有他下体穿着的白色全棉马裤；他戴的是300元左右一副的手套加200元左右一
副的防沙眼镜，某种意义上，这些东西都很朴素、都很平民。
但陈江宁手中的那根马鞭则要1500元左右，他的软底马靴也在1500元上下，他所有的骑士装束中最具
亮点的是那副马鞍，这副重量半斤不到的CK马鞍，价格高达15000元。
对此陈江宁这样解释：一个骑士的行头上档次不上档次，你只要看看他的马鞍就大致有数了。
　　一身骑士装扮的陈江宁在这个下午出现在他精心打造的辉煌骑马场，远远地他向我微笑示意。
我确信，那个时候的他并不曾意料到仅仅只过了两年，马场最主要的饲料之一的苜蓿草每吨紊从1650
元涨到了2200元，内蒙羊草每吨也竟然从800元涨到了1l50元，马场的开销再次随着CPI的不断提升而提
升了；我同样确信，那个时候的他也不会有这样的预感，两年之后，马主之一的彭旭远去北京做项目
，暂时地离别了马场，而上海最年轻的马主刘薇晔与上海最热狂的马主潘劲松也因了种种原因，一一
离开马场或许永不再回。
　　生活总是潮涨潮落，人生总是花开花谢，曾经沧海的陈江宁自然早已做到了处变不惊、了然于胸
。
也因此，肤色黝黑、体格强壮的陈江宁会在2006年6月的这个下午如此从容淡定地向我微笑，因为他知
道有关那一匹匹正被上海中产阶级宠爱的马儿的故事。
他不仅津津有味地一路听来，还亲力亲为地一路说来。
　　叙述回到七年以前，回到世纪之交的l999年。
　　刚好四十岁的陈江宁徒步来到了三林镇薏德村，即今天的辉煌骑马场的地块上。
　　展现在陈江宁眼前的景象只能用“荒凉”、　“荒芜”加以形容。
曾经的农场因为经营不善而就此倒闭，留下了一些在风中摇摇欲坠、似乎立刻便要倾覆的房舍，此外
便是比成人还要高上许多的遍地野草。
陈江宁看见昂子鱼在小河中兴奋地游动，看见癞蛤蟆在草丛中生动地蹦跳，看见许多野鸟“哗喇喇”
地从水田中飞起，如此优雅、悠闲地在他的头顶上盘旋，仿佛在对他行着注目礼。
　　后来的马场门卫，即1999年的农场门卫这样说道：已经记不得有多少人到这里看过场地了，但看
完后全都走了，再也没有回来，他们认为在这里做事风险太大了。
唯独陈江宁在这里拍板成交，一共是100亩土地，66000平方米。
他决定在这片土地上办一个马场：野趣好啊，马场就要这份心旷神怡的野趣。
后来的马场门卫当然不可能了解陈江宁热爱马的那部历史。
在杂草丛生、野渡无人的三林镇一边办上一个马场，这之中尽管有着资本运作的强劲因素，但更重要
的原因还是陈江宁自小那份对马的浓烈感情，这份感情可以让陈江宁将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放到
利润之上，而这是被老卡尔所定义、所判断的一般资本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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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叙述由此再向前推去。
　　假如说对马的热爱可以追溯到遗传基因的话，那么，父亲便是陈江宁后来历史的最好注释者。
　　1943年，陈江宁的父亲参加了新四军，不久便成了首长的警卫员。
在战争年代，父亲喜欢骑马，而且骑得相当不错。
父亲的这种特殊爱好深深地影响了出生在部队里的陈江宁。
　　有趣的是，陈江宁第一次骑的不是马而是一头驴。
他还清晰地记得是在康健园，他骑在一头“很大、很大”的驴子上，那驴子跑动起来的起伏感，让他
第一次有了一种“骑士体验”。
接着，陈江宁花了两万元买了两匹马，一匹自己骑着玩，另一匹则在女儿10岁那天做了她的生日礼物
。
　　这时的陈江宁没有后来的马场，无论是占地100亩的辉煌骑马场，还是占地20亩的航头马场，他全
然没有。
他只能十分尴尬地将两匹马放在自己的工厂中，在不算宽敞的厂区中与女儿骑着马并驾齐驱的那种情
景多少让人忍俊不禁。
　　但让人忍俊不禁的陈江宁这时已经有了很多联想，他意识到马这种动物的与众不同，体验着一个
“现代骑士”的种种妙处，一次事件的到来让陈江宁彻底地与马为伍，将办上一个马场当作自己第二
份事业来追求。
　　那是1997年的某个晚上。
　　实业家陈江宁从上海市区心急火燎地赶往南汇白玉兰度假村。
周为实在疲惫，在80码的亚高速中，他一下失控将车子撞向了公路边上的水泥墩，笨重的水泥墩硬生
生地被推开50厘米。
当然，陈江宁这里更是惨不忍睹：整个车头全疗拉掉，自己的肋骨撞掉了轿车方向盘，额头亦把前档
玻璃撞了个6厘米的大洞。
　　江宁当时的反应是不可思议的，他只是下车看了一下，随后竟然在车上睡着了；一直到第二天早
上才去医院做了治疗，结果全身检查下来竟然完好无损，撞掉轿车方向盘的肋骨也毫无损伤。
没多久，陈江宁便彻底康复了。
车祸没有带给他任何的东西既没有心理上的阴影，也没有生理上的痛苦。
他依然生龙活虎，依然精神抖擞，他将这一切都归结于自己的“骑士生活”，因为爱马，因为爱马上
运动，他的身体才会这样强壮，才会远离一切疾病，甚至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也对他退避三舍。
感谢马，感谢伟大的自然所创造的这种奇妙生物，他陈江宁能够加以回报的便是办上一个马场。
　　第一个马场的地址是在南汇航头村。
　　20亩土地上有着16个马厩，放养着16匹不同种类的马。
陈江宁用他第一桶金中的一部分，具体说来就是200万人民币投放在了航头马场上。
　　这时的陈江宁比较今天更为纯粹一点，他并不期望马场会带来多少利润，也没有过多考虑如何收
回投资，一句话，他不功利。
他想着的是以后终于可以在自己的马场上用自己的爱马来招待各路朋友们了，也终于可以在自己的马
场上与自己的爱马朝夕相处了。
而当陈江宁徒步来到三林镇薏德村，并一下敲定了100亩土地，将辉煌骑马场置办起来的时候，坦率地
说，陈江宁的想法已从当初的绝对单纯变成了而今的相对丰富。
他依然强烈地爱着马，在“慢步”到“伸长与收缩”这十一种骑术中体会着高度的快感。
但今天的他，还在马文化中看到了一种商机，假如他的1000万投资能够给他带来回报，他为什么不要
呢？
　　绝对单纯的陈江宁与相对丰富的陈江宁，在这中间其实还有许多的故事已经发生，还有着许多的
人生必须历练。
　　譬如，找马。
　　先说“二号”马。
　　这是1998年3月，陈江宁与他的同伴一起来到了东北与内蒙交界之处，寻找他中意的马匹。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少数人的上海>>

　　这个时候，陈江宁已经从在狭窄的厂区里学习骑术的尴尬情状中解脱而出，他对马文化的理解也
逐渐深入，随着骑术不断提高和精进，作为上海最早的“骑士”，他已经可以对马匹的好坏作出精准
的判断。
　　好马的要义是什么呢？
　　那便是结构必须匀称，一匹马要有足够的“悍威”。
具体来说，就是马头要小，马脖要细，马前胸要宽，马腿要修长，马屁股要饱满，马眼上方的凹坑不
能太深，马嘴中的牙齿则不能前冲。
最后，国产马的身高最好不低于1米55，而纯血马的身高则不能低于1米60。
　　数年如一日对马文化的反复浸淫让陈江宁目光如炬，某日，当他在齐齐哈尔市的大街上看到一匹
马后，两眼顿然放出电光。
　　那时，一个东北老汉正驾着马儿蹒跚而行，老汉的马儿毛色不太理想，但在老江湖陈江宁眼中，
这马自有它的“完好神态和清奇骨骼”。
他当下将马车拦下，这才发现，这马的马蹄上打的不是铁掌，而是一圈橡皮轮胎，这使得这马平空高
了2厘米左右。
这平空的2厘米不免“浆糊”，但陈江宁的如炬目光还是穿透了这马的潜力，当下，他掏出4800百元交
给老汉，拉了马儿就走。
　　以后的事实印证了陈江宁的目光。
到上海后，此马被冠以“2号”，它能走会跑，而且没有其它马儿的通病，一直到2000年，此马的脚关
节坏掉，方才从“一线部队”退役下来。
此刻，2号依然以教学马的身份发挥着余热。
有时，当它在马厩中低头沉思，陈江宁会想到，它是否在思念着遥远的东北老家？
　　3号马的寻找颇具惊险性。
　　3号马又叫“辉玉”，是汗血马中的一种。
所谓的汗血马是土库曼斯坦文化中的一个神话。
这种马在长时间奔跑后，其脊背上会出现类似鲜血一样的汗水，所谓的汗血马一说便由此而来。
　　陈江宁找到“辉玉”的时候正是新疆牧民立刻要“转羊”的当口。
所谓“转羊”，是封山的另外一种说法。
在新疆等地，每当进入冬季，草枯地荒，寻常牧民养不起马儿，就会将自己圈养的马匹统统放到深山
之中，任由它们自生自灭。
通常要到第二年春天，天山的大雪一一化为清澈的溪水，牧民们方才将那些按照达尔文“适者生存”
的原则存活下来的马儿从深山中牵回。
陈江宁抵达新疆某地时，刚好封山伊始，为了获得一匹好马，陈江宁不惜冒险，央求牧民们去深山套
回一匹符合他的审美理想的骏马。
当陈江宁与牧民们出发的时候，他清楚地知道，假如天山大雪提前降临，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深山中
的苦熬，而且是长达三四个月的苦熬，他完全有可能一直要等到第二年春天方能获得人身自由。
好在一切有惊无险。
不过，当牧民将“辉玉”搞到手的时候，陈江宁还有些不满：怎么个子这么小，这可不符合骏马的标
准。
但仔细打量之后，他看出了门道：这马还是相当的有灵气。
13000元，陈江宁将“辉玉”搞到了手，而“辉玉”也果然没有让他失望，在后来的速度赛马比赛中，
“辉玉”连连获得上好名次，让陈江宁反复庆幸、反复感叹当年在新疆时自己还算没有走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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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少数人的上海：富裕阶层生活方式探访》作者王唯铭阐释拥有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上海少
数人”。
这两种态度完全不同，但都需要非一般物质当量的生活，都是对盘踞在中国上海财富宝塔尖上的那些
人们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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