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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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海遣地渐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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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认为，上海可以说是一座水城，上海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是上海的血脉，水是上海的精
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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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为近现代报业风云际会之地，上海见证了百年报纸的盛衰，百年报人的过往，百年报史的轮回
⋯⋯报业的发展离不开上海，上海的发展也离不开报业。
　　上海的人杰地灵，奠定了海派报业的基础，构成了海派报业的魂魄。
　　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就是一张无所不有的申报纸，令人百读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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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国内，上海往北与大连、青岛、天津相连；南面与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相通，并且又连着
大运河，沟通了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等省份的主要航线。
到明弘治年间（公元1488－l505年），当时的上海商人已与湖北、河北、山东等地有航运贸易往来。
之后由于倭寇对我国东南沿海的侵扰，公元155－1566年间，明朝政府为防止倭寇而限制海上运输，航
运贸易一落干丈。
　　1553年，倭寇再次侵袭上海县城，那时的县城没有城墙，倭寇入城烧杀抢掠后离去。
在两个多月里竟来来回回5次，虽然也遇到抵抗，倭寇却总能来去自由。
也就是在那年的9月，上海县城在3个月内就建起了7米高的城墙，有6扇城门，东为：朝宗门、南为：
跨龙门、西为：仪凤门、北为：晏海门、小东为：宝带门、小南为：朝阳门，还有3处水门，东西跨
在肇嘉浜上，小东门跨在方浜河上。
城墙外有一条护城河，河上设有吊桥。
那时的黄浦江边是一片淤泥滩，芦苇丛生，只有几间草房和一条供纤夫行走的煤渣铺就的小道。
　　到了1656年，清政府为镇压东南沿海一带的反清起义，限令沿海居民内迁，更不准出海贸易，甚
至不准出海捕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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