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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FASHION，可作时尚、风情之解。
其实在城市风尚的背后，主导其走向的仍是传统，这是城市精神之根。
继《上海探戈》、《上海LADY》、《海上萨克斯风》等上海系列纪实散文集之后，海派作家程乃珊
的视角继续专注于“老上海时尚”，操笔写下了《上海FASHION》。
与以往不同的是，曾经绘制过《山乡巨变》的已年过八旬的我国连环画坛的泰斗人物贺友直老先生新
绘插图，取代以往充溢程氏作品的上海老照片，共同解读上海韵味。
两位名家首度联袂出书，再一次将上海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的民俗风情的变更展现在世人眼前，堪
属难得。
　　历史最重要的是细节，这本《上海FASHION》集作家程乃珊30篇文章，视角广泛，时间跨度亦大
，忆上海昔日之“FASHION”，衣食住行、人情世故、风俗名物、土洋男女、上上下下、边边角角，
莫不涉及，细写深描，像一部镜头无所不至的老片子，带我们巡行百多年来上海滩的种种，从“饭碗
”、“肖照”到“弄堂”、“亭子间”，从“茶馆”、“大班”到“女红”、“旗袍”，从“马桶”
、“老虎灶”到“小菜”、“大餐”、“冰淇凌”，从“外国阿妈”到“洋泾浜英语”⋯⋯他人想到
的它应有尽有，没有想到的它却令人回首蓦然惊见，“包中”现“乾坤”之大，箱底出“花边”之奇
。
程乃珊这位“老上海”用形象、具象的史笔写得有根有据、有板有眼、有滋有味。
　　同样作为一个地道的老上海，画家贺友直为该书所配的45幅插图其表现力并不亚于文字，完全是
老上海社会文化记忆中的珍宝，如上海人对“饭碗”一词的定义，上海时尚女士的“包中乾坤”、“
发髻”等等。
贺老所作的插图蕴涵着很深厚的人文精神，常常一幅画就可以让人联想起一个时代的上海记忆，《上
海FASHION》便是这样一个极好的画卷。
　　都会时尚的纷繁和日新月异，似是没有“永恒”可言，其实在城市时尚的背后，主导其走向的仍
是传统，这是城市精神之根。
作家程乃珊饱含情致，用隽丽感性的语言，通过对冰冰淇淋、西餐、花边、缝纫机、弄堂、茶馆、亭
子间等这些我们已十分谙熟的城市生活场景的剖析，展示了百多年来上海时尚发展的踪迹。
而当代画坛大师贺友直为本书倾力推出45幅风神毕现的上海图画，堪属难得。
两位名家首度联袂出书，一如双峰并出，显山彰水，可成一段出版佳话。
　　本书可为今日新上海人一本浅显有趣的海派文化入门ABC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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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乃珊，女，1946年出生于上海。
祖籍浙江省桐乡县。
曾祖父母是乡下的蚕农。
祖父16岁卷着铺盖从乡下到上海谋生，到程乃珊出生之时，已成为在上海金融界颇有地位的人物。
1949年全家迁居香港，上世纪50年代中期，又举家返回上海。
父母亲都是4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有很好的文学、音乐修养和外语造诣，对她影响颇深。
程乃珊1964年高中毕业，考入上海教育学院英语班，毕业后分配到中学教书10余年。
她的第一篇小说《妈妈教唱的歌》发表于《上海文学》1979年第7期，从此开始了她的文学生涯。
1982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天鹅之死》。
1984年，她的中篇小说《蓝屋》获首届“钟山”文学奖。
后来她的作品曾先后结集为《丁香别墅》（中、短篇小说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女儿
经》（中篇小说集，花城出版社1988年出版）等。
2000年以来，程乃珊专注于海派文化的纪实写作，相继有《上海女人》、《上海探戈》、《海上萨克
斯风》等著作出版。
　　贺友直，1922年11月出生于浙江镇，海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连环画艺委会主任、上海
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擅长：连环画创作的第一部连环画作品：1949年10月创作的《福贵》迄今为止共创
作百余本连环画作品；从事连环画的时间近50年，自己比较满意的五部连环画作品：（1）《白光》，
（2）《山乡巨变》，（3）《朝阳沟》，（4）《连升三级》，（5）《十五贯》；在从事连环画创作
中，自己花费精力最多、时间最长的作品：《山乡巨变》，共4年；除绘画之外，平时的业余爱好：
摄影、杯中之物；走上连环画创作道路，顾炳鑫、赵宏本、刘继卣对他的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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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海上风华冰淇凌——永远年轻的情怀小菜和大餐饭碗礼在上海孵茶馆自助餐罐头人生包中乾坤女性素
描旗袍吟女红和铁蝴蝶髻小姊妹女人和帽子三叹上海女人洋场氤氲百年星光的联想罗宋人外国阿妈和
钟点工从外国人到老外洋泾浜英语市井百态竹的记忆花边压岁钿搓麻将小开弄堂亭子间呼唤童星玩走
兽棋“麻林当”和“水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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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饮食传统素来忌生冷，推崇热食。
　　广东人有“够镬气”的讲究，上海人喜欢“热灼火烫”，北方人要“滚得冒泡”⋯⋯可见不论南
北，中国人忌生冷的传统是一致的。
　　《红楼梦》中宝钗劝宝玉不要饮冷酒那一番苦口婆心，足见国人对冷寒食物的忌讳，或者因为古
代医药不完善，摄入的卡路里又不够，因而肠胃较娇弱，受不得半点寒气。
　　今天冷饮风强盛，三九寒天孵哈根达斯，天寒地冻饮啤酒，威士忌里放冰块⋯⋯真正三九严寒何
所惧！
冷饮，已成都市时尚生活的佐证。
　　冷饮一词，是解放后才叫出来的，老上海话称之为冰淇凌。
冰淇凌！
那三个字内涵的那抹璀璨锦簇、温情浪漫，哪是“冷饮”两个字所能表达的！
　　冰淇凌在上海的历史，应与上海开埠史同步。
初时只在洋人餐桌上显身，因为电冰箱在上海尚属奢侈品，连一般中产人士家居，都罕有冰箱，更遑
论市面上的小商小铺，所以在上世纪初，冰淇凌这个名词十分华丽娇贵，代表一种奢华。
而且还得有点洋思想的上海人，才敢品尝这种冰嚓嚓寒咝咝的物事。
　　上海和香港，可谓中国最早有冰淇凌的城市，那时吃冰淇凌，也属开洋荤之举。
　　直至20世纪20年代后，现代化的大批量生产的食品厂，如益民四厂前身沙利文、可的牛奶公司、
屈臣氏等在上海纷纷建立。
此时在上海才开始有批量生产的冷饮走上市场。
冰淇凌也是从那时走出深闺，但也只是进入上海一些为中产人士服务的洋烟纸店及网球场跑马场，还
有电影院及咖啡馆，与广大市民阶层，仍是缘悭一面。
　　因为其市场定位的特殊性，冰淇凌的零售点大多设在租界地沿马路公寓大楼底层的洋烟纸店——
—洋烟纸店之有别于上海人的夫妻老婆店，在其是以一众西洋侨民和上海生活西化的中产专业人士为
对象，老板大多本身为西崽（boy）出身，熟谙西人生活习惯口味，并能扯几句流利洋泾浜英文，上
海人俗称这样的洋烟纸店为“士多”（store），即英语杂货铺的意思。
也只有这样的士多，才有经济实力置一台电冰箱。
　　士多出售的冰淇凌，有家庭型包装的，如半加仑装、一加仑装的，价钱相对零星小买要便宜，但
购买家庭需要冰箱。
　　士多里最受小孩子欢迎的，是蛋卷冰淇凌、纸杯冰淇凌和涂上一层淋淋漓漓的巧克力—
—Ice-creamBar，上海人称之为紫雪糕，以此区别纯白的香草冰淇凌。
　　那冻津津、甜腻腻的冰淇凌，因为价钱不菲，一直是几代上海孩子童年的向往，即使对中产家庭
孩子，也是一个惊喜。
于是连带那马路边垂着蓝白相间的帆布蓬下的士多，都成为老上海们成长回忆中的一个情结。
　　40年代中期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大量美军剩余物资倾销上海，从克林奶粉到军用听装巧克力
，其中包括大桶听装的冰淇凌粉。
　　抗战胜利后，大量美国家用电器开始抢滩上海，包括电冰箱，著名的有“北极牌”、“奇异（GE
）”、“西屋”等，并开始在上海中产时尚和富有之家亮相。
有了家用冰箱，总会出点新花样做点家制冷饮，如杏仁豆腐、冰冻果汁⋯⋯自制冰淇凌，也成当时时
尚，在上海一些有闲人中十分时兴，有如今天上海时尚人士时行自己烤蛋糕一样！
　　家制冰淇凌全靠人工摇出来。
在一只木制的内有铝制内胆的尺把高桶里，四周铺满碎冰块，然后要不断摇动把柄，原先调好的冰淇
凌酱就会变稠变厚，成为冰淇凌。
　　家制冰淇凌，全在其娱乐性，通常最起劲的都是家中年轻人和小孩子，享受的是那份热闹和开心
，根本不在冰淇凌本身。
　　亭子间嫂嫂是上海市井小民的安全网，听起来邪火气十足，然许多社会民生的积怨矛盾，因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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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最初级阶段就得到分流和化解。
　　亭子间嫂嫂，是界乎于上海劳动妇女和上海太太之间的一道广阔多元的风景线，上海的市井文化
在她们身上得到最贴切的呈现。
　　　　亭子间嫂嫂　　在旧上海亭子间居住的，还有种亭子间嫂嫂。
被称为亭子间嫂嫂，面目总有点多元，不如亭子间太太比较容易归类。
　　这类女性，三教九流，所谓“胳膊上行得车，肚皮里撑得船”，脸孔一面毛一面光，像电灯开关
样随时可以调节；身边的男人不是做小店老板就是做下等掮客，黑道白道小头目或巡捕行小八腊子⋯
⋯非如此就不足以冠上亭子间嫂嫂这个头衔。
所谓“阿嫂”，这其中多少有点江湖浪人的粗犷和义气在其中，敢作敢为，就算与人相骂，讲句粗口
，也是当街当门，拍胸顿足。
　　亭子间嫂嫂大多住在闸北、杨浦、普陀等旧华界区或租界与华界区接壤之处，靠近棚户平民之区
。
楼下，是生煎馒头店或白铁皮作坊，弄堂口是老虎灶或香烛锡箔店，还有看相批命专治跌打的江湖郎
中；沿街有小贩的叫卖声，小食铺的炉火镬气喧闹沸扬⋯⋯　　相对亭子间太太的压抑，亭子间嫂嫂
显得开朗快乐得多。
住在这七十二家房客的大杂院中，大家脚碰脚基本上都是一只袜统管里，就算二房东、大房东想恃财
欺人，终究敌不过亭子间嫂嫂一副尖牙利齿及她身后的不可知的能量。
　　在亭子间嫂嫂的边界里，是非黑白很难断定，既不会祈求代表绝对正义的关公来打救，更没有什
么条条框框行文来参照，一切的一切，在看似杂乱无章混混沌沌的世界里，自有一种爱恨分明的准则
：你敬我一分我敬你十分，你欺我一寸，我即会召来众姊妹口径一致，敌忾同仇，咒你死咒你亡，起
码，不敢在我亭子间嫂嫂门前惹事由。
　　今日我在公用部位楼梯口摆一只破凳子，灶披间放一只烂水缸，那就是我亭子间嫂嫂的地盘，地
盘产权的时效，与时俱进。
一个月两个月，一年十年，一代人两代人，直至几十年后进入新世纪动迁之潮，这个空间，就是我的
，谁也奈何不得，成为日后计量的铁的准则。
后人在享受到这额外的余荫时，却很少会感恩自己的亭子间阿奶的当年那种“寸土必争”的精神。
　　就算讲句粗口，当街一脚踏在门槛上一脚踏在门槛里，双手交叉胸前点起一支烟，亭子间嫂嫂都
有一种姿势有一种腔调：她们的旗袍都是拙劣的小裁缝之作，旗袍叉里露出花花绿绿的宽紧吊袜带，
有种很挑动人肉欲的艳俗，蛋清线袜配玄色绣花鞋———因为常年在灰朦朦的窄弄堂鹅卵石路面上磨
损，她们的鞋面常常是带点污渍，而且鞋尖磨得发毛。
　　亭子间嫂嫂也有烫头发的，只是因为疏于打理，常常如只鸡窝样顶在头上，再在后面胡乱扎一条
花手帕。
　　亭子间嫂嫂或亭子间太太，其实都属经济拮据之族。
人说，钱可逼死英雄汉，惟对亭子间嫂嫂，面对每天营营役役之生活，永远充满信心和乐观之态。
典当、借债、拖房钱、打零工、踏缝纫机、拾废木烂柴⋯⋯横竖身为亭子间嫂嫂，再搬到灶披间、楼
梯间，也是百步五十步之差，无所谓的。
亭子间太太，就远没有如此潇洒了!　　亭子间太太称自己丈夫为“先生”，亭子间嫂嫂口中的那另一
半，则是“阿拉男人”或者一个没头没脑的“伊”!也有“阿拉屋里的”⋯⋯好俗气又草根市井得有趣
。
　　亭子间嫂嫂比亭子间太太会生养。
一只亭子间近十平方米(华界地的亭子间面积相对要小一点)，要安顿两夫妇加一串萝卜头，生生猛猛
的一大窝，亭子间嫂嫂只有见缝插针，家什尽量精简，腾出地方打地铺，棉花胎、席子卷之类吊在天
花板上———借天不借地，一张油腻滴答的八仙桌是必不可少的———吃饭桌子最紧要，民以食为天
嘛!婚纱照不一定有，就是有，也有点叫化子穿龙袍，僵兮兮的不像腔。
倒是有两张先人遗像常年挂在墙上，逢冬至大年也会祭一祭。
　　毕竟也是女人，亭子间窗台上会有一个鸭蛋形赛璐珞的镜架，放一支明星花露水、一盒铁皮百雀
灵和一只赛璐梳子，这小小一角，顿时会令个亭子间有了经纬，有了次序，有了灵魂———一个有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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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家。
　　亭子间嫂嫂的男人在外面出卖劳力、时间甚至灵魂，回到小小的亭子间，闻到他那熟悉的夹杂着
冲鼻的花露水和油镬气的老婆的气息，他就回复到为人夫、为人父的自尊，一家之主的威严。
　　饭桌上围着满满一圈吃饭的，筷子雨点一般落在有限的那么两只蓝边菜碗里，惟“阿拉男人”前
，有一小碟猪头肉或猪耳朵，外加二两烫热的“加饭”，这是亭子间嫂嫂对“阿拉男人”的特别关爱
。
　　亭子间嫂嫂的男人，一般都习惯“修理”老婆，人前人后一点不肯吃亏的亭子间嫂嫂，对此习以
为常。
隔晚被男人修理得鼻青眼肿，次日乃一手抱着不满周岁的小儿子，一手拿着老酒瓶去弄堂隔壁酱园替
男人拷加饭，熟食摊上斩一小碟猪舌头⋯⋯　　在冰箱尚不普及的年月，一般上海中上人家，家里多
少储有几听听头以备不时之需；上海人素有留饭好客之风，一旦来了不速之客，开一听沙丁鱼，一听
云腿，一听茄汁黄豆，已可成一桌待客的菜肴。
　　上海人称罐头又叫听头，源自英文tin。
　　罐头食品的问世，可以说是工业革命最大成果之一，罐装食品对携带、储藏和保质，都带来空前
的方便，特别对营营役役的都会人。
　　罐头食品因工艺制造成本较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前仍属昂贵的消费品，为一种新派上海人
的时尚和摩登的标志。
因为方便卫生，尤受一些白领人士欢迎，是十分小资的。
旧上海如若家里开听头，必是有什么喜庆之事或有贵客上门，一般不会随便开听头。
　　听头包装在上海人心目中，一直属于比较讲究、高级的，比如听装香烟、听装咖啡、听装糖果、
听装青豆、听装水果⋯⋯无疑身价就上去几倍，故而听头食品在20世纪30年代已成为上海人送礼佳品
。
从前，毛脚女婿上门拎四式礼品：二听听头茄力克香烟、二听摩洛哥沙丁鱼、外国火腿和咖啡，也可
算一款重礼。
不过对上海人来讲，罐头食品哪比得上热锅快炒出来的小菜？
听头咖啡肯定没有现磨的咖啡豆香，但上海人又都讲究卖相包装，故而听头在上海一直是很有市场，
在五六十年前，属十分显赫的一种消费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批美军涌入上海，连带美军的剩余罐装供给品，英文称Ration，都在上海街
头堆得铺天盖地，罐头开始进入上海寻常百姓的视线内。
当然美军的罐头与花花绿绿的正宗罐头无论是外形还是内容都无法比，不过其工艺十分好，不似一般
罐头开起来很麻烦，需要一种专门开罐头的扳头。
美军的Ration上方有一只“钥匙”，只需拿下来围着罐沿一圈兜过去，就开了。
这大概是为了便于战地之需。
我想这应是易拉罐的前身。
Ration内深藏不露，内含两支烟，一包华夫饼干，一包特浓巧克力，两包速溶咖啡粉，两包桔子粉。
难怪上海人称美国大兵为少爷兵——打仗都吃那么好！
这种罐头在中央商场堆得满天满地，连带武定路地摊上都是满天满地的，价钱卖得十分便宜，都是驻
沪美军与上海投机分子连裆码子偷出来卖的。
罐头算是进了上海平民百姓家了。
不过也只是一刹那间。
后来大批美国剩余物资来上海倾销，克林奶粉、SMA奶粉、麦片、咖啡、火腿罐头，特别是奶粉，连
街头巷尾的烟纸店都堆足。
不过，此时此地的听头包装仍十分金贵，一般上海小市民是不敢问津的。
　　在效率和利润消灭人文的现代世界，罐头越发方便易用，却越来越反人性。
罐头已由生活消费品演绎成一种文化，令我们的人生不觉进行一种麦当劳式的连锁纪元。
我们的物质生活开始变得空前的丰盛，而且太易得到，一如易拉罐，一打开，就什么都唾手可得，然
后将空罐一扔已忘记了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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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电视有了罐头笑声，在应该有点观念反应时一拉罐头即时有了气氛，帮助尚未明白过来的观众
，瞎子凑热闹一起哄笑；导演也以罐头笑声作预算，这一部戏应该开几罐笑声？
笑过了，罐头一扔进了垃圾桶，于是再制造另一罐。
　　我们也有了罐头音乐。
早餐桌上一面喝着牛奶，一面拉开一罐名为“早餐音乐”的莫扎特或李斯特的作品集锦。
另外有舒缓神经的音乐，有入夜后躺在床上的音乐⋯⋯这种罐装音乐，大多是以莫扎特、李斯特等名
家音乐录制，各有名堂、各有标签，一套数款，用以烫贴你的生活所需：让你冥想、发梦、看书、做
爱时作陪衬，一切手到拿来，方便即食。
开发商用心良苦，热心代听众选择，制成规格化的罐头⋯⋯我一向很抗拒这种什锦音乐碟，喜欢个人
录制的音乐碟片，那才是我亲手去菜场挑选、热油旺火炮制出来的色、香、味齐全的佳肴。
　　世界进入网络年代，我们有了罐头软件，一切都有现成的程式和组合，设计方便多了，只凭三两
下手势，就可大功告成。
只难怪现今的平面设计少见有神来之笑，都像出自同一个人之手。
　　连带我们的居住模式，也是密封罐装式。
旧式里弄大片大片地从版图上消失，“远亲不如近邻”这句俗话将只能在辞典上才找得到。
每个单元就像一只密封罐头，家庭的小型化甚至丁克族的出现，令我们的社区如一只只老死不相往来
的罐头集装箱，易拉罐在这里最难打开。
这种罐装生活方式叫疏离。
　　在这样一个庞大的罐头制作工场成长的一代，走的是一条既定的被规划的由各幼儿园→名牌学校
→名牌社会关系→不锈钢玻璃幕墙构成的办公楼里的白领→三房二厅格局里的小型罐头制作坊再加工
小罐头这样一个程序，一如生猪→屠宰场→加工→抽真空进入密封罐的过程，如此炮制出来的是罐头
人才。
　　什么叫罐头人才？
有技术无智慧，会钻营而懒思考，钱财足而道德薄，野心大而心胸狭。
这样的人才，因为缺乏悟性、修养和品味，其发展空间必也有限，一旦利用价值被用尽，也就会像空
罐头样给扔入垃圾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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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程乃珊的上海情结：“睡美人”醒了!　　程乃珊和她的作品一样，似乎都带着浓浓的上海气质。
8月7日下午，在参加2006上海书展活动的间隙，程乃珊做客东方网嘉宾聊天室，向网友讲述自己的上
海情结。
　　上海：“睡美人”醒了！
　　《“睡美人”醒了！
》，这是程乃珊一篇文章的标题，也是她对上海的一个比喻。
　　程乃珊说：“我总觉得上海是很女性的一个城市，很阴柔，也很美丽。
”　　她说，我家里有一些旧的照片，展示的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那时候的女学生很漂亮
，城市的建筑也很雄伟。
由于一些原因，上海曾一度沉寂过，但不是消失，就像一个睡美人中了魔法一样，她只是睡着了，而
改革开放就像王子，亲了睡美人一下。
于是，上海醒了。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进入全面发展，特别是人的观念，不再睡得迷迷糊糊，一醒过来就漂亮鲜艳
的呈现在大家面前。
而上海经过很多年的准备，现代城市的元素已经很成熟了，金融、工业、教育、文化、艺术等等，都
已经非常成熟。
我有一个美国纽约电视台的朋友，他说同样是改革，他再也找不到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仿佛是一夜之
前，城市各个方面全部建设起来，东方巴黎的丰韵马上就回来了。
　　程乃珊的读图时代　　程乃珊的作品往往图文并茂，让人看了赏心悦目。
她说，照片是一种历史的见证，而她的作品也进入了读图时代。
　　“最近几年我特别关注纪实文体，而照片是证明的一个依据。
很多时候，我写一个上海的民院，不要花大量的笔墨，放一张照片，就说明了很多东西。
”　　“现在的人，拿一本书，首先就看照片，我也是。
如果照片很有意思，我觉得这本书一定有意思。
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百年婚纱》，我找了各个不同时期的婚纱照，包括我奶奶和妈妈结婚时候的
婚纱照。
最早的婚纱不是白色的，中国人觉得白色是孝色，最早的婚纱是粉红色，后来一点点接受西方人的概
念，变成白色了，女人的身体也越来越显现出线条。
而以前的婚纱很臃肿，女人的线条不能显出来。
我说那么多很花力气，但我只要把照片拿出来，一看就明白。
”　　睡前必看安徒生童话　　有网友问，女子应该如何培养气质，是不是应该学习琴棋书画？
　　程乃珊说，女孩子最好的是本色，而青春、活力，这就是本。
如果刻意追求优雅，反而做作了。
然后是善良，不要讲话凶巴巴的，万事要懂得谦让。
　　她认为，读书是培养气质很好方式，她建议孩子应该多看看安徒生童话。
“我觉得安徒生童话不是单单写给小孩子看的，我现在床边永远有一本安徒生童话，睡觉前一定要看
。
安徒生说过，如果世界上每一个女孩子都相信丈夫，就算生活走下坡路，她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
我们现在很多妻子埋怨自己的夫，为什么人家是总经理，你却是保安？
其实女孩子应该看一点童话，不要太现实。
”　　上海风情浮世绘　　《上海FASHION》写的是该市开埠以来诸色世相百般人情，实足一部新旧
上海的浮世绘。
从《海上风华》《女性素描》《洋场氤氲》到《市井百态》，全书描写了旧上海特有的商气、市井气
、洋气、脂粉气，而尤以表现脂粉气最为出色，如《三叹上海女人》一文，从上海女人的“十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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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到上海女人的“作”，再写到乃珊先生颇有研究的“亭子间嫂嫂”。
这三点式描写犹如漫画家张乐平笔下的三毛，最惟妙惟肖、入木三分。
　　如果说“二百五”是北方男人不懂世故的雅号，那么“十三点”则是上海女人举止失范的贬称。
上海男人对上海女人(主要是下层市井女人)的考量，最流行的贬词便是“十三点”，所以“上海女人
，不忌讳被人说不漂亮、无身材，最忌被人——特别被异性背后说一句‘十三点’。
长相不美无好身材，只是硬件上的问题；一句‘十三点’，则证明自身软件有问题，是一种气质上的
缺陷。
”　　至于上海女人的“作”，“主要表现为刁蛮无理、不珍惜不满足现状，或得寸进尺、得陇望蜀
，而老要无端挑起事端。
”贺友直老先生更有绝妙插图题画语：“作囡(女子)手里三张牌：一哭二闹三上吊。
”这当然是吓吓爱她的男人的，所以，上海女人的“作”，乃是：“一张铺天盖地的温柔网”，其结
果是男女“双赢”。
由此乃珊先生认为上海女人的“作”“是伴着西风吹入上海的一批洋种子，与上海风土人情相融相合
后绽出的浦江边的一朵奇葩。
”真是妙语跳珠，落地有声。
　　有人说程乃珊的《上海FASHION》是一种怀旧文学，其实并不尽然。
人们在不经意中失落了记忆的钥匙，但作家的彩笔能让死水化作春潮腾涌。
同时，作者笔下的风尚人情，不仅仅是对某个社会时期的追怀，更是对一种非文字城市文化整理与反
思。
所以，与其说本书是对旧风尚的眷恋，不如说是对一种传统文化的激活。
作者认为六十年风水轮流转，现在的风尚往往又回到过去的时髦。
诸如女人的发髻与旗袍，以及种种礼仪矩等等。
说明过去上海FASHION 在如今仍是一种鲜活的存在，也表明海派文化自有其生生不息的基因，一旦
具备内外条件，过去的旧FASHION 又将如枯木逢春，满树绽花。
　　文化基因与风俗习尚是表里关系。
《上海FASHION 》历数了如万花筒的市井万象，最后使读者感悟到海派文化的特质，那就是精致而
丰富、活泼而多元、妩媚而世俗。
它往往能打破今昔的分界，表明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的历史基础，从这点上说，《上海FASHION 》
通过对海派文化的激活，有利于我们品味过去，读懂现在，预测将来，在时间的三维中了解城市文明
的发展之链。
　　程乃珊解读上海风情　　程乃珊是善于捕捉上海情致的，尤以摹画上海女性的灵慧称美。
近年来她似乎更以一种难以割舍的故土情结，瞄准上海下层社会，着力勾描上海小人物的众相。
她是那么熟悉上海，那么挚爱上海，那么深情地表现上海。
这种情愫，促她再次援笔描写上海风情。
那就是她与当代连环画大师贺友直先生联手合作的新著《上海FASHION》。
　　程乃珊关注海上风华，往往从小处开掘，打开人们记忆的闸门。
她笔下的冰淇淋写的是上海人永远年轻的情怀。
她对上海的中西“吃”法，又有细微的体察：上海人习惯把餐称为“小菜”，不是家常菜还是筵席上
的山珍海味；而将进用西餐时动刀动叉的菜肴，哪怕是一块炸猪排、一碗罗宋汤，都叫做“大餐”。
“小菜”、“大餐”，反映中西方饮食文化在上海的交融，也见出上海人“吃”的精明与讲究。
　　程乃珊眷怀洋场氤氲，善于从上海十里洋场中西文化的交融与碰撞中，探寻海派文化的历史渊源
。
她注视旧上海众多外国人中一个十分特殊的群落——罗宋人（沪语中一般指白俄）。
从这些与当年被希特勒驱逐德国犹太人一样窘迫、潦倒的罗宋人身上，她体味流亡公民的悲苦与凄凉
，同时也回溯了中俄交流的上海篇章。
　　难得的是当代连环画大师贺友直为《上海FASHION》所作的插图。
他熟悉上海风情，对旧时上海的种种，有独到的理解和深切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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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画并非一味图解程乃珊的文字，而是具有独立审美旨趣和极高艺术价值的全新创作。
他画上海旗袍女士取侧姿，低盘的发髻，微垂的明眸合体的旗袍，飘逸的手绢，笔致简洁传神，活现
出上海女人特有的风韵。
他题写羡煞轻薄儿”五字，出人意表，无穷讽喻意味，尽在画外。
他画酷暑中卖冷饮的男孩，赤膊短裤，手提竹篮，冰水如滴，狂奔叫卖，汗水似注。
穷苦小孩的辛劳酸楚，跃然纸上。
画家悲天悯人的情怀，也浸透其间。
他还不时地跳进画面，以短小精悍的文字表述自己的见解与旨趣。
贺老的画，深刻、幽默，老的话隽永、老辣。
他的这些画和话，以自己的丰富阅历，对作家的描述进行必要的补充，为已逝的岁月留下记忆的印痕
和理性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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