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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城市的出现是人类文明演进的产物，它的变迁汇聚并珍藏着它所在经济区域文明演进的物质与非物质
的文化遗产。
当一个城市出现时，它就走上一个独特的城市网络舞台，开始它的表演和持续地寻觅自我。
环球贸易走廊的开辟，工业革命的启动，近代城市的出现，这三者的接踵而至、携手呼应，扮演了推
进近代工业文明传播的先驱。
环球贸易走廊曾沿途植入一组组系列城市，极大拓展着城市网络舞台，也是工业革命的火种在欧洲、
美洲、非洲、亚洲传递的前站。
工业革命激发人类创造力，使物质财富以空前的速度、体量猛增，骤然神奇地改变着世界的模样；也
催生工业文明之花在洲际贸易的沿海港口率先绽放。
近代城市的崛起往往既是机制商品的加工地，也是远销境外市场的外贸港。
于是，环球贸易、工业革命、近代城市三者互动共进，引领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新纪元。
打开上海城市的记忆箱，让人看到的是岁月长河太多的错综遗痕。
上海作为一个地名，始于宋代的上海浦①，上海镇的记忆始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朝廷设
置上海县约在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以上海镇为县治所在地。
对于已有700余年城龄的上海，有关它早期身份变更的确切信息至今难以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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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城记是汇集、梳理、展示那些标识城市生命历程的文化符号。
推出《老上海城记》丛书，是梳理、展示近代上海城市记忆若干元素的一种尝试。
    《老上海城记》聚焦近代上海精彩超群的瞬间，透过纷繁庞杂的错综叠影，以独特的视角梳理、检
视、再现近代上海城市生命旅程的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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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马长林  1947年生，复旦大学历史学专业毕业，上海市档案馆研究员，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兼职教授。
长期从事档案管理和上海史、民罔经济史研究，曾担任《上海租界志》常务副主编、《工部局董事会
会议录》执行主审，主编《租界里的上海》，在《学术月刊》、《上海研究论丛》等刊物发表相关学
术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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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银行成为投资弄堂住宅的一支主力军，像浙江兴业银行、金城银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等，都将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入房地产，四明银行则是其中的大户。
1913年以后，上海老城墙被拆除，原先的城壕被填没，兴建马路和房屋，老城厢一带市面逐渐繁荣，
地价也因此大涨。
四明银行在过去的倒账中曾押没了不少城壕地契，经过陆续变卖，获利甚多。
董事长孙衡甫发现投资房地产可获巨利，于是将大量资金投入其中。
1925年时投资房地产63万银两，1930年增加到200余万银两，1933年达到最高峰，为510万银两，由此四
明银行在上海拥有多处里弄房屋，其数量最多时达到1200幢左右。
四明银行直接投资建设的弄堂，其中较为出名的，一条是位于福熙路（今延安中路）上的四明邮，弄
堂内建有140幢房屋；一条是霞飞路上的四明里，建有66幢房屋；再有一条是位于静安寺以西愚园路中
段的四明别墅。
四明邮于1912年和1928年分两次投资兴建，因兴建时期不一样，所以弄堂里房屋的式样也不一样，弄
堂南段为新式里弄住宅，中段为老式里弄住宅，北段的住宅介于两者之间。
四明别墅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弄堂内有三层楼房屋40幢，都是新式里弄建筑，房屋内配备卫生设备
，建筑的西洋色彩浓厚。
四明别墅建成后，每幢房屋的租金颇贵，每月100银元，同时入住时需一次性交纳设备费100元。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上海城记>>

后记

经过将近一年的努力，这本关于上海弄堂的书即将付印了，此时此刻，才算松了一口气。
当初承接主编《老上海城记》这套丛书时，原先想自己超脱一些，让年轻的作者来具体承担丛书中的
几个选题，自己担当内容和文字方面的把关，没想到上海弄堂这一选题，最后还是落到了自己身上。
不过一旦进入撰稿者的角色，我对上海老弄堂的兴趣倒也越来越浓了。
遍布上海的弄堂是那么的普通，时时刻刻在你身边，但是一百多年来其背后发生的故事却是那样丰富
多彩、波澜起伏而又鲜为人知，不由得促使你尽力把它挖掘出来。
策划这套丛书的上海贝叶图书公司视野独特，立意很高，使我在一开始即感到此书要符合要求并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再加这套丛书的结构、内容和表述，都采取了一种新的方式，力求在鲜活生动的故事
中揭示出上海城市发展的过程和特点。
作为作者，我尽力按照这一路子作了尝试，应该说也学到了一种阐述城市历史的新方法。
效果究竟如何，只能留待读者的检验了。
最后，衷心感谢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上海贝叶图书公司为出版这套丛书所做的一切！
也感谢我的家人对我进行写作的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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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是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大约有超过百分之七十的居民来自外省，上海弄堂作为上海最主要的
民居汇集地，接纳了这些来自外乡的民众。
在这些人中，有创业者，有淘金者，有冒险者，也有革命者，形形色色带着不同目的在上海弄堂里生
活的人，演绎了一幕幕让人眼花缭乱的历史。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上海城记>>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