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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人有没有腔调？
在上海人的眼中，是门面、是店招、是商标、是外套⋯⋯在上海人的嘴上，是评语、是判词、是口碑
、是广告⋯⋯在上海人的心里，是分水岭、是验钞机、是化学试纸、是交际评估的先导⋯⋯一个人的
格调高不高？
在上海人的眼中、嘴上和心里，都是一道躲不开的风景，仰望、俯视、对瞧、自照，熙熙攘攘、芸芸
众生都能一览无余。
就像卞之琳的《断章》所言：“你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今天，我们在这里议论格调，明天，人家在别处议论我们的格调，谁也逃不掉的。
腔调是有没有的事，上海人是不能没有上海人的腔调的，那是上海人在某一段时间里，时尚流行的形
象和做派的特征。
格调是高不高的事，上海人是崇尚经典、讲究高雅的，大多低调奢华，骨子里却透着浓浓文人趣味的
风范，那是上海人社会等级的标杆，只能通过个人教养、品位的提高体现出来。
再没有其他的办法，可能提升你的社会地位和等级了，即使你嘴上说的上海方言，或者怀里揣着上海
户籍，或者名片上挂满醒目的上海头衔，或者在上海银行里存着万贯家产。
上海滩上的上海人很多，其中有本地土著的后裔，有开埠后移民的后代，也有改革开放各地来创业打
拼的新上海人，还有外裔上海人（详见本书《阿拉上海人的中产梦》一文）。
但是，上海滩上有腔调、有格调的上海人却不多，有些背影渐渐正在远去，许多老上海对着黄浦江水
低声呼唤，归去来兮，上海的格调！
腔调，本义是指一个人说话的声音、语气，自然可以引申为各人说话时，所反映出的一种语言形象。
我们说话时，除了词汇、语法因素外，体现个人形象的主要因素是语音、表情及肢体动作。
记得美国心理学家梅拉比曾经说过，听人家说话，55%取决于对方表情、动作的视觉效果、38%取决
于对方语音、语调、语速等听觉效果、还有7%是词汇表达的意思。
（大意如此，原话记不清楚了）。
上海腔调，自然最好用上海方言，像个上海人。
然而，上海方言是个“混血儿”，随着近代以来的开放和都市化，烙上了深深的海派胎记。
兼收并蓄了全国各地方言和外来语特点的上海方言，真说起来可谓千人千面、万紫千红的。
早年上海话的成分中，“苏州话最多，宁波话次之，本地土话又次之”（王昌年《大上海指南》1947
年），其他地方如苏北、广东、山东等地的方言也多少都融合进来。
加上这么多年西风渐入，各国外来语的输入，上海话讲起来，只要哪些成分凸显出来，就会有些腔调
的不同，甚至档次的差异了。
（可参见本书《“闲话”里头的那点骨气》一文）上海话语调里的灵魂，是保持吴语的那种儒雅温婉
、低声清丽和矜持适宜，上海人就是说普通话，也是这番腔调，否则，就有失了上海腔调的危险。
上海话里还混杂着一些行话、切口和下层社会的“白相话”，包含着一些戏谑性、庸俗性的词汇，在
大庭广众之下用起来，腔调就有些粗俗低下了。
上海腔调，不仅仅在于讲话带出的“腔”与“调”，也包含眉眼的表情是否亲善，手脚动作及坐立姿
势是否文雅。
更要紧的，当然是讲话时的仪态、风度、气派，应该与这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地位等协
调，这似乎就跟格调有些“搭界”了，与西装、香水或“头势”清爽不清爽，关系倒不太大。
格调，本义是指一个人的风格或品格，有时，也指不同作家或不同作品的艺术特点的综合表现。
由此看来，上海人的格调，该有些优劣、高下的区别的。
前几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保罗.福赛尔写过一本书，书名叫《CLASS》。
在英语中， Class有阶级、阶层和等级的意思，也有品位、格调的含义，所以，中文翻译就将书名直接
译作《格调》。
福赛尔教授在书的开篇第一章中有几段话，对我们今天理解上海格调很有帮助，摘录如下：1、尽管
绝大多数美国人感到，他们的确生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等级制度当中，他们甚至怀疑，正是对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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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地位的种种顾虑，左右了置身其中的人们的言谈举止。
2、美国的等级差别是如此复杂和微妙，以至于国外的访客常常会忽略那些细微的差异，或者有时甚
至意识不到等级结构的存在。
3、等级尤其应该成为一个严肃的美国话题。
因为在这里，我们并没有一个世袭的头衔、地位和荣誉的体制可以从容展开分析，每一代人不得不重
新界定等级体系。
这个社会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社会都要变化得更快。
4、尽管我们对政治和法律平等公开表示欣然接受，但就个人的感知和理解而言——-其中的大部分很
少表露——-我们纵向地将事物进行分类，并坚持价值观上的差异至关重要⋯⋯似乎，我们从内心深处
需要的是差别，而不是聚作一团。
差别和分离令我们兴趣盎然，融合则令人油然生厌。
我觉得，这些看法似乎也迎合了今日上海的一些社会现象。
上海社会不仅贫富差异在扩大，等级差异也在拉开，没有世袭的头衔、地位和荣誉，只有怅然怀旧的
记忆和民国范儿的故事，像一面面镜子，反映出当代的“王子与贫儿”们，即许多富人和穷人们，都
自惭形秽而手足无措了。
最困惑的是处于富人与穷人两极之间的“大多数”人，生活质量在不断提高，却不清楚自己属于哪个
社会等级？
他们收入越多，疑虑也越大，事实分明在提示他们，花钱越多，并非档次等级提升得越快越高！
外来的访客，也同样经常忽视上海人细微的言谈举止上的差异，意识不到格调层次差异的存在，盲目
地模仿、追逐时尚流行的节拍，晕头转向地，身在上海而迷失了上海⋯⋯上海高雅格调的根，深深扎
在民国与三、四十年代那种趣味、风尚的美学精神里；这种上海格调的躯干，吸取的营养，主要来自
本地民俗的土壤和太平洋吹来的海风；这种上海格调的枝叶，幽幽散发的都是稳重自信、典雅高贵的
气息。
上海格调是十分感性的，靠五官感觉，有时，更需要用心去感受它的存在。
格调反映在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中，体现在一言一行、一招一式之中，真可谓“枝枝叶叶
总关情”，平凡琐碎。
“情调”所在，内里蕴藏着个人长年教养、气质和学识修炼的精华。
一个人可能一天改变命运，也可能一夜暴富，但不可能一下子改变自己的格调。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经常会看到那些全身上下都是名牌装束，大方出手、挥金如土的富豪款爷、那
些身居高位号令百姓，附庸风雅收藏不菲的达官贵人，心理却还挣扎在卑下猥琐的窘境里，品位还停
留在原始的贫困线上。
过去讲“三代培养一个贵族”，高雅的格调就是一种贵族精神，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养成，除了环境的
熏陶，要紧的是从细微处的讲究做起，逐渐养成良好的习惯，形成高雅的风格。
也许一个低垂的眼神；也许一声委婉的谢谢；也许一瓶旧日的花露水；也许一条很少有人走的小道⋯
⋯孤独的时候是那么不起眼，耐着寂寞，守着无聊，偏偏又不时闪烁清亮、飘逸幽香，使人久久难忘
。
这是一种上海格调的魅力，开放在一些人生的边上，散发出全部生命的芬芳⋯⋯上海人的腔调，是形
象；上海人的格调，是精神。
我以为，上海人的腔调是横向的，不断发展前行，固步自封就会落伍；上海人的格调是纵向的，持续
提升向上，有厚实的根底，也有开拓的空间，单纯地沉迷怀旧也会浮华迂腐。
这些年，上海人的形象变化很大。
过去外地人对上海人的形象的评价都不太高，“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
、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淡、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
标新立异、琐碎、市俗气⋯⋯”（余秋雨：《上海人》）自然，余先生概括的是外地人贬义的看法，
上海人的角度则不同，对此大多不屑一顾，我行我素的。
改革开放的潮流，不断融合上海与外地的情感，“做可爱的上海人”的呼声，发自越来越多上海人的
心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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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2010年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以来，上海人的形象与时俱进，热情好客、宽容大气、见多识
广、聪明机灵、典雅端丽、浪漫时尚等等特点，日益得到全国各地更多的认同。
上海腔调，虽然大多只是讲话时表现出的一种形象，但是，讲究的是个人综合素质的集中反映，全靠
平时做人修炼的功夫。
如果光练一张嘴皮子，摆出一副腔调当滑稽表演，为赚几声鼓掌而“诱”腔“花”调，即使挂着清口
的牌子，也难免会浊口，让人生厌的。
上海格调是这座城市的精神，弥散在大街小巷的每座楼房、每个角落，依赖这里生活的每个上海籍和
非上海籍的市民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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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格调》以衣、食、住、行、玩为主要线索，介绍上海人的生活格调，兼顾上海的历史与当下。
全书分为四大部分——上海格调·日常生活、上海格调·前世今生、上海格调·他与她、上海格调·
未来，正文后附有海派格调哈哈镜，用以读者自测，形式活泼。

《上海格调》两位作者淳子、伟立熟悉上海格调，文笔优美，气格优雅。
其中作者淳子文笔细腻、偏重画面感，胡伟立行文大气、逻辑性强，这两种文风搭配在一起能给读者
一种新奇的阅读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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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淳子，上海籍女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史及张爱玲研究者，同济大学海派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著作有文化散文集《上海闲女》、《上海留声》(与陈钢合作)、《玻璃电台》(与陈钢、李黎合作)、
《上海才子》(与宋路霞合作)、《上海老房子里，点点胭脂红》，《前天》、《白天睡觉的女人》、
《与名人约会》、《张爱玲城市地图》系列等以及剧本六百万字。

伟立，上海人。
生于斯，长于斯。
“上海话发音人”的合格候选人。
“老三届”中学生，“高考一九七七”的幸运者，都市文化的精神漫游者，关注我们这座城市的历史
、文化及海派精神的传承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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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丈夫当家，老婆做主妻子，在上海男人口中的称呼各式各样。
有叫“屋里厢的”、“孩子（阿毛）娘”或者“老婆”的，这就像说一件贴身的棉毛衫，散发着丝丝
体温，有拦截非分之想的作用。
也有称“爱人”、“太太”或“夫人”的，那很像在说一件华美的礼服长裙，高贵端庄，美丽动人，
有时还会激起一种占有的冲动。
其实，在上海本土方言里，对妻子还有个“家主婆”的叫法，更加神形皆备，象征了上海妻子的地位
。
在上海人的户口簿里，“户主”通常都是丈夫。
然而，了解上海家庭情况的人都知道，大多数的人家，当家的是丈夫，做主的却是妻子。
上海女人把嫁为人妻当做改变自己命运的“第二次投胎”。
她们中间，打天下的女强人很少很少。
大多数认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读书、享受，学会做个上海好女人，嫁个好人家，相夫教子，持家小康，是她们中大多数人的人生理
想。
上海男人心仪的妻子，都是有教养的。
如果再追溯她们的前辈，很多都是金陵女大、圣玛丽女中或者中西女校等教会贵族学校毕业的洋学生
。
上海女人最早接受西方教育，她们的女人味里，最先有了追求个性的自主性。
上海男人娶妻，更多时候是上海女人选丈夫，她们情愿守着“高价”（文化上或者物质上）当剩女不
嫁，也不肯勉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当然，上海女人一旦看中某个男人，她也会不顾一切地率性追求，直到做了他的妻子。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滩上曾流传大家闺秀裘丽琳看戏迷上麒麟童周信芳的事。
裘小姐到处打听周信芳的为人品行，虽然知道对方已有家室，但是她还是十分满意周信芳，想嫁他为
妻。
裘家绝不允许最受宠爱的三小姐下嫁一个戏子，全族动员，规劝、训斥、严加看管，不让裘丽琳再出
家门一步。
裘丽琳被关在家里，大哭大闹都无济于事，只好假装听话，趁家人管束懈怠时，她抓住一个机会，连
衣服都来不及换，穿着睡衣拖鞋逃出家门，找周信芳去了。
周信芳将裘丽琳藏在苏州，裘家人非常愤怒，扬言一定要报复周信芳。
裘丽琳躲在苏州给母亲一连写了几封请求宽恕的信，希望父母能同意她与周信芳的婚事。
裘家不但不理会，反而登报公开谴责裘丽琳败坏门风，声明与她脱离关系。
在压力与威胁面前，率性要强的裘丽琳也干脆委托律师在报纸上登启事：“当事人已经成年，依法享
有法律规定之公民权利，任何人无权限制其人身自由和侵犯其合法权益。
”裘家勃然大怒，利用一切关系施加压力，想逼迫“三小姐”回心转意。
裘丽琳拖着周信芳逃离上海，开始在外埠跑码头唱戏为生。
直到多年以后，裘丽琳和周信芳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他们才得以重回上海。
裘丽琳穿上洁白的婚纱礼服，周信芳穿起崭新的燕尾服，举办了一场隆重的婚礼。
上海女人要做什么人的妻子，心里是很有主张的。
所以，她们为人妻子以后，即使会收敛些清高，但还是时时能让人感觉到她们的主意。
上海妻子总是给人娴雅端丽、秀外慧中的印象，让丈夫“带得出去”、为丈夫撑足了“面子”。
许多外地人不明就里，揶揄上海男人都怕老婆。
其实，在外人面前，上海妻子从来都是用忍让柔顺来衬托丈夫的威信的。
而造成“上海男人怕老婆”的感觉，或许正印证了上海妻子的精明聪慧，她们给了自己的丈夫一个万
能的挡箭牌。
丈夫在外面遇到任何尴尬为难的事情，都能用“我得回去跟妻子商量一下”，或者“对不起，我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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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等理由来委婉拒绝。
上海丈夫都是乐得挂着“怕老婆”招牌进退自如的，上海妻子也总是心甘情愿维护丈夫“当家人”脸
面，这种夫妻默契，即使关起门来矛盾分歧闹得再大，外人一般是看不出来的。
虽然，跟别的地方一样，上海夫妻间争吵也是很普遍的，但是，上海夫妻间的相互忍让和庇护是第一
位的。
上海妻子就是情绪不好，也会在别人面前折中自己的感受，轻描淡写一些。
她们自我调节的办法很多，比如逛街买衣物，或者去美容院做头发。
优雅时新的服饰、飘逸靓丽的美发，能帮她们一扫阴霾，很快找回好心情，高贵自信地面对烦恼黯淡
。
因此，讲究形象格调的上海妻子，不管是花园洋房里的阔太太，还是石库门弄堂的家庭主妇，走出来
时，都有种香奈尔香水的派头，暗香浓郁、潇洒经典，似乎从来没有颓唐落魄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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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上海格调》讨论这些争议话题：上海人要不要保留自己的生活方式？
上海要不要保存自己的街区风貌？
一代代的上海人，如何在与外界交往中保持相互尊重、交流的姿态？
如何在内部融合时既自我，又合作？
⋯⋯　　——李天纲本书的两位作者，因1977高考而邂逅于黄浦江畔。
这一对才子佳人，即便人到中年，也能让人依稀想见其年轻时的风华。
他俩醉意传统，怀旧亦不斥新；他俩静观沉思，体微知著，用心触摸现代大都市发展品位与格调的脉
搏，融汇为笔端的汨汨溪流。
　　——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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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格调》：为何上海有重穿着不重人的风气？
上海的契约精神和市民精神从何而来？
上海崇洋而不媚外到底是为什么？
上海人怎样过“日脚”？
上海人该不该讲上海话？
上海男人怕老婆的本质是什么？
淳子、伟立新著《上海格调》分日常生活中的上海格调、上海格调的前世今尘、她与他的上海格调、
面向未来的上海格调四大部分，分别讲述上海格调的日常体现、渊源、性别因素及发展，同时向读者
演示，真正有格调的上海人如何对待自己、他人，如何生活和怎样看待生命，并探讨上海格调该如何
取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与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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