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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城市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
上海，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还是外观风貌、人文内蕴，抑或是民间风俗习惯等，都有
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些方面还颇具奇光异彩！
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我以为唯独一个“海”字，别无选择。
上海是海。
据研究表明，今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市中心地区，在六千多年以前，尚是汪洋一片。
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的奔流不息，大海的潮涨潮落，渐渐淤积成了新的陆地，以打鱼为生的先民们
开始来这一带活动。
滩涂湿地渐长，围海造地渐移，渔民顺势东进，于是出现了叫上海浦、下海浦的两个小渔村，由此迅
速发展起来。
到南宋成淳三年（1267年），在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形成集镇，称上海镇。
后于1292年正式设置上海县，县署就在今老城厢内的旧校场路上。
一个新兴的中国滨海城市就这样开始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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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探讨了上海民俗的文化内涵，从新的视角评说上海民俗如何影响了上海人的日常生活和品性。
本书还对上海民俗文化如何适应时代的创造性转换，以及如何在新的国际环境和城市发展中找到自己
应有的地位，提出了一些建设性设想。
　　本书不仅细说了上海民俗的来龙去脉，也从历史、社会学等角度评述了上海人的性格特征和处世
理念。
　　本书史料丰富，附有不少1949年之前的珍贵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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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仲富兰，上海市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
曾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副总监、高级记者，《新闻午报》主笔。
现为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社会兼职为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
著有《中华风物探源》、《中国民俗文化学导论》、《现代民俗流变》、《民俗与文化杂谈》、《图
说中国近百年社会生活变迁》、《民俗传播学》等30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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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海是一个滨海城市，水运曾经是古老上海的传统交通方式。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巡游会稽郡，据说曾见人们乘船在水上进行交易。
到了汉代时，松江、嘉定一带的土特产，已开始利用船只运往扬州集散，再经长江、淮河等和中原地
方进行贸易。
唐代，苏州成为逾越扬州的雄郡，贸易之盛，居江南首位。
苏州一带的货物，均经吴淞江、沪渎转口北运。
上海地区的青龙镇，即是那时转口活动的中心。
杜甫曾在诗中记载江南货物输送京师事：“吴门转粟帛，泛海临蓬莱。
”到南宋时，由于河道淤塞，许多船只已无法从沪渎直上青龙镇，多停于今小东门一带的上海浦，故
才使得这里逐渐繁盛起来。
到了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开始在这里设立专管船舶运输的“市舶提举司”，上海镇名从此开始
出现。
那时，十六铺一带已有广场、市场、寺庙⋯⋯构成了今日上海港的原始雏形。
小东门一带，还建有各种船业行会组织的商船会馆数家，跟着又出现了闽广商人经营洋货的洋行街（
今阳朔路）。
显然上海已是“人烟稠密，商贾辐辏”之地，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了。
时人施润曾以“一城烟火半东南，粉壁红楼树色参；美酒羹肴常夜五，华灯歌舞最春三”，来描写小
东门一带的繁华和船商们的奢侈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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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在上海做过多年的新闻记者，“知天命”之年后又到大学去教书，阅人阅世，令人感慨。
上海是我生于斯、长于斯，也许将来要老于斯的故土。
与大多数上海人一样，我对于上海总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结。
我从1986年出版第一本小册子《中华风物探源》开始，如今在民俗文化方面有了三十多本集子出版，
说来惭愧，就是没有一册《上海民俗》的书。
我常在想，当上海再度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动机时，如果编撰一部多卷本的《上海民俗文化史》可
能尚待时日，但撰写一册反映上海日常生活的专门著述，或者说一本比较完整地涵盖上海人日常生活
的民俗文化读物，则是可能的。
感谢上海大学教授钱乃荣先生推荐也感谢丛书主编李伦新先生的接纳，使这册拙作有幸成为文汇出版
社“海派文化丛书”之一种。
本书的撰作，依然遵循我在上个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所形成的对于民俗文化理论研究的观点，读者仍
然可以感受到其中贯串着民俗文化学的一根主要线索。
虽然本书不能完成对上海近现代民俗文化的总体观照，但大体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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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民俗:民俗文化视野下的上海日常生活》为海派文化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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