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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
上海的近代城市风貌在中国近代城市发展历史中极具代表性，上海近代建筑在中国近代建筑史中扮演
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上海特有的城市历史风貌正是上海近代乃至当代城市文化产生的重要舞台背景。
城市文化遗产，除了那一座座优秀历史建筑以外，更包括那些建筑周边的总体环境。
失去了统一、有机的整体环境，建筑保护得再好其历史文化价值也将大打折扣。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的城市规划管理部门就提出了“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保护问题，并初步划
出了历史文化风貌区的范围。
尽管随之而来的大规模城市改造运动并未对此充分关注，不少重要的历史风貌在旧城改造中永远消失
了。
但也正是在规划部门的努力下，上海近代特有的历史文化风貌在城市“大变样”中并未丧失殆尽，而
上至决策者下至市民百姓对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认识也随着城市面貌的日新月异反而越来越清醒
。
2003年，上海市人大通过的《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正式生效，历史文化
风貌区的保护工作终于在法律层面得到保证。
同年，我有幸加入上海市规划局成为副局长，并分管这项工作。
在专家们的全力帮助下，在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在政府各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下，不到半年时间，
中心城区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就得以划定并向社会公示。
2003年底，上海市政府正式批准。
至此，历史文化风貌区成为法定的、明确的保护区域。
这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总面积27平方公里，约占上海解放前建成区面积的三分之一。
亡羊补牢，犹为未晚！
随后，我们又花了近两年的时间，对12个风貌区进行保护规划的编制。
这又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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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个上海女作家以寻宝者的精神和探索者的眼光描写上海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
这些风貌区包括具有30年以上历史并极富时代特征的建筑、建筑群以及各有特色的城市空问。
它们从各自不同的侧面展现了上海的城市与建筑风貌，共同构建起了上海城市建设丰富而多姿的画面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永不飘散的风情>>

作者简介

惜珍，是朱惜珍的笔名。
这个喝着黄浦江水长大的上海女人，生就闲云野鹤般的个性，喜欢浪迹天涯，喜欢我行我素，在人群
中独享一份属于自己的孤独。
 
    因为迷恋文字，大学里选择的是中文专业，做过记者、编辑等，最后成了一名自由作家；写过不像
小说的小说《不说也罢》、《寻找感觉》、《不和谐的和弦》、《我不再认识你》、《拒绝浪漫》、
《迷失在丽娃河畔》等。
近年来。
她开始关注上海的文化名人和城市文化，陆续出版了纪实文学《海上学人——蓑烟雨任平生》，散文
集《上海的马路》、《品味老字号》、《上海的记忆——桥》等书籍。
 
    上海女人写上海，自然是有别样的韵味，别样的视角。
长期积累的丰厚的有关上海的素材融入这位个性独特的女作家散文诗般的感性文字中，具有青花瓷般
的质感，而一张张由她亲自拍摄的照片也带给读者身临其境的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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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海本土文化的唯一传承地——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海派文化的史诗巨墙——外滩历史文化风貌区
上海近代与现代的缩影——人民广场历史文化风貌区低调的华丽——南京西路历史文化风貌区花园弄
堂博物馆——愚园路历史文化风貌区飘散的法国风情——衡山路—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上海第一花
园马路——新华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幽幽绿荫里的乡村别墅——虹桥路历史文化风貌区上海的古董——
龙华历史文化风貌区犹太人的“诺亚方舟”——提篮桥历史文化风貌区现代史和现代文学史的展示长
廊——山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大上海计划”的遗物——江湾历史文化风貌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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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上海本土文化的唯一传承地——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区在上海12个历史文化风貌区中，老城厢
乃硕果仅存的呈现“本土文化”历史风貌的建筑聚集地。
老城厢留存有上海700多年城市发展的历史痕迹，集中体现了清末民初以后上海的传统城市生活面貌和
四方杂处的市井百态。
这是一片最上海，却越来越不像上海的古老城区。
在上海城市化的进程中，老城厢的市井文化是唯一的传承。
老上海的石库门、里弄房在这里放眼皆是，目前最具老上海情结的市民在这里世代扎根。
老城厢风貌保护区主要由人民路、中华路两条环状道路围合而成，区内街道交错密布，巷弄蜿蜒曲折
，建筑类型众多，为典型的传统城市格局，也是上海中心城区唯一一处以上海传统地域文化为特色的
历史文化风貌区。
上海老城厢有着深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和独特的城市风貌。
这里是上海的腹地，也是上海人最早开辟的生存空间。
战国时期，上海地区为吴越分疆处，楚灭吴和越后，匕海地区是楚公子春申君黄歇的封地。
秦始皇统一中国，上海属会稽郡。
唐天宝十年（751）正式置华亭县，县治即今松江，这是上海地区设县之始。
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分华亭东境立上海县，今老城厢就是县治所在地，并成为上海的政治经济文
化中心。
此后，这里成为元、明、清三代富豪之家聚集的场所，曾经商船如织、繁荣兴盛。
明嘉靖二十八年（1549），中国沿海倭寇严重，仅当年上半年倭寇三次袭扰上海县城，因此，在1553
年时三个月内上海县城就建成了环城墙，城墙内称“城”，城墙外热闹处称“厢”，这便是“老城厢
”的由来。
老城厢的城郭位置介于今黄浦区中华路与人民路俗称环城圆路的两条互相连接的柏油马路之间。
这路的前身是环绕老上海县城墙外围的一条护城河，串起了东南西北四座城门，公交11路（双环）环
行在这一地块，今天偌大的一座国际化都市就是在这面积仅区区2．2平方公里的基础上发展衍化而来
的。
那8座不复存在的城门，化作了11路站牌上的8个站名。
老城厢的街巷路名是有着书卷气的：梦花街、松雪街、吾园街、望云路、紫华路、昼锦路等，不经意
间就昭示着岁月的风霜，念起来也是韵味十足的。
老建筑、老街区、老街巷、老弄堂、老路名、老地段、老场所、老环境，都是老城厢内具有本土结构
和肌理的特征，反映了地域特有的环境风貌——这些都是老城厢的支撑。
换言之，老城厢的历史积淀、文化内涵、风貌特征等都留存在这些具有悠长年代的有价值的老环境里
，融汇在久居此地的平民百姓的寻常生活中。
失去了这些，老城厢将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在上海的地图中抹掉。
同时作为大上海市区发展之根的老城厢也将会被连根铲除，不复存在。
令人欣慰的是上海老城厢目前还保留着历史遗留下来的众多遗产，形成了老城厢所特有的历史、人文
景观风貌。
从泽国演变而来的城厢格局上海在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批准建县，当时上海镇只有几条街，东南
隅居住的多以航海为生的船户，为了便利，不赞成筑城，官府因库藏空虚，无法筹集经费，就此耽搁
。
经过漫长的261年，一直到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由于居民大增，经济繁荣，加上倭寇常侵袭县治
，烧毁民房，人死无数，因此，在三个月内就将城墙建成。
从此，将城墙内及城墙外围热闹处统称为老城厢。
明清时代，上海依托黄浦江的优势，内外贸易不断发展。
清代中期，上海十六浦一带就成为万商云集、贸易兴盛之地。
1553年，上海城厢人民为抵抗倭寇，筑起了城墙，并沿墙掘护城河，防止倭寇的骚扰，城墙内外统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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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老城厢。
城内河浜交叉，水流纵横，与护城河沟通，水门与黄浦江相连，素有“有舟无车泽国”之称。
河浜两岸有南北、东西走向的街巷，浜上有众多桥梁。
城墙给人带来安全感，一些达官贵人纷纷迁入城内居住，带动了老城厢经济文化的繁荣。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上海北城出现“租界”，城厢内外大批富户纷纷
迁往租界，往返城厢与租界人流量剧增，城墙已成为城厢经济发展的阻碍。
1912-1914年（民国初年）城墙被拆除，护城河被填没，干支浜道先后填筑为马路，主要浜身成为交通
干道，并构筑环城圆路，建成北半圈850丈的民国路，即今人民路，南半圈800余丈的中华路，并由其
围合而成现今的上海老城厢地区。
老城厢最初的骨架以东（今大东门）西（今老西门）为轴线，以县衙门（今县左街、县后街一带）为
中心，东建文庙（原在小东门聚奎街，后迁小西门），西设武庙（即关帝庙），大体定下城市规模。
以后由东而西，由北而南扩展，逐步形成了现在老城厢所特有的城市格局——“中华门一人民路环路
”以及豫园、老西门商业区。
由于老城厢的道路网络主要以昔日一些旧河浜填浜筑路而成，其尺度宜人，蜿蜒曲折的街道成为老城
厢所特有的、有别于上海中心城其他地区的独特的城市风貌。
路网密度大、路幅狭窄是老城厢街巷空间系统所呈现出的特点。
老城厢道路有300多条，道路密度居上海市之冠。
老城厢的道路网错综复杂，但其许多道路路名都有一定的来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城厢的历史、
人文气息。
老城厢的建筑风格可分为两大类。
一类是中国特色建筑，大多是20世纪中期以前未受西方影响的中国传统历史建筑，殿宇巍峨、飞檐翘
角，展现了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如豫园、文庙等建筑。
另一类为中西合璧式的建筑，拥有欧式山花和柱式等西方建筑元素与建筑符号。
由中国传统建筑演变而来的历史建筑，主要为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后建成的里弄建筑、砖木结构的连
排式房屋。
房屋排列吸取了欧洲联立式住宅形式，建筑间距狭小，建筑密度高，呈现典型的里弄空间特征。
它们由不同的线型空间连接成网络，形成对内交通灵活、四通八达、层次清晰，对外由总弄与马路相
连的街巷空间，而每一建筑单体则脱胎于传统的四合院、三合院住宅，如龙门村、集贤村、方浜路沿
街建筑等。
在纵横交错的街巷内，依旧残存着不少年代久远的历史遗迹，它们散落在老城厢的小巷深处，混杂在
喧嚣的街市中，被日常的炊烟慢漫地侵蚀着，默默地湮没在人间烟火中。
漫步其间，你会发现，一些看上去不起眼的小弄堂里，往往会藏着一座深宅大院，让人惊艳。
本土特色的老上海高档住宅区——乔家路老城厢东南部的乔家路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路，然而，这却是
至今依旧较为完整地保存着明清至民国时期的生活街区格局和建筑群的一条老街，这在上海是绝无仅
有的。
乔家路在明清时期是一条河浜，因明末名将乔一琦世代居此，浜因乔家而得名，称乔家浜，河两岸是
名门望族的深宅大院，河道旁还有寺庙、善堂、衙门、商号等。
辛亥革命后填浜筑路，改为现名。
在明清时代直至民国初年，这一带曾是具有本土特色的老上海“高档住宅区”、名人聚集地。
在这条老街上，有明清建筑，也有洋房、石库门、新式里弄，以及酒坊、南货店、糕团店、布店、米
行、铜匠铺等商铺建筑。
如今那些建筑上的雕花、门楣已成了岁月的皱纹，诉说着曾经的生活点滴。
踏过那些苍苔小路，一定要小心翼翼，否则不经意就会踩到一串故事。
乔家路与巡道街相交处的乔家路77号，曾是老城厢大名鼎鼎的沙船世家、清代船王郁松年（1800-1866
）在150年前造的宜稼堂。
家资巨万的郁松年（号泰峰）于咸丰五年，把上海县南半城加固修葺并加高3尺，因此，人称“郁半
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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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泰峰老宅始建于清道光初年，为“三进九庭心”式的创新建制。
其宅坐北朝南，坐落于乔家浜北岸，前为一排六开间上下两层的大门楼，底层中间两大间为出入通道
，称“墙门间”，内置“肃静”、“回避”硬牌。
墙门间楼上并排六大间，为灯楼，每间有6扇花格明亮窗，中间都挂一盏大红灯笼。
入夜，六灯齐放，将楼前的乔家浜水映得通红。
穿过墙门间，便是沿门，其木制的门槛特高，人们进出需将上层木槛卸下，才能跨槛而进出。
门后为第一进，东西为两层楼厢房。
当年东厢房为郁泰峰的外书房，内悬“肆雅书庐”匾额。
厢楼北正中为宽大高爽的正方形大厅，厅中4根柱子有两人合抱那么粗。
大厅屏门上方的横枋上雕有立体感很强的戏文图案，正中雕有镂空花纹，嵌有八卦图案。
此处原悬有一块“田耕堂”匾额。
正梁上原悬有一个金色蟠龙龛，龛内珍藏着清咸丰皇帝赐封郁泰峰为“从二品顶戴”的圣旨。
此龛正对面原悬有一块钦赐“功襄保赤”匾额。
大厅后面为第二进内宅，其格局呈五开间带东西两层楼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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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4年11月.我写的《上海的马路》一书出版，这本书的章节很快在新浪网连载，并被一些网友认为是
写上海的书中较具文化内涵的一本；在淮海路三联书店收银台后的好书推荐架子上，这本书连续三个
月挂在第一排；在陕西路地铁站的季风书店.两排高高垒起放在进门处的《上海的马路》，一个星期后
就不见了。
不久，上海图书馆又为我举办了一次读者见面会，会上，读者的热情更是让我感动，他们希望我多写
一些类似的书，为上海留下更多的记忆。
令我欣慰的是，《上海的马路》成了长销书  至今，在福州路的上海书城、社科书店以及艺术书坊等
依然可以看见它们一2003年11月,上海市政府批准的《中心城区历史文化风貌区范围》确定12个历史文
化风貌区，从各自不同的侧面展现了上海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不同风格的城市与建筑风貌。
而对于出生在上海新天地一带，在上海最早的私家园林“徐园”所在的弄堂里长大，后来又在提篮桥
犹太人居住区和山阴路附近生活，现在又居住在静安区的我来说，对这些历史文化风貌区自然有着别
样的感受。
于是，我决定写一本关于上海历史文化风貌区的书。
这本书的写作用了将近两年的时间，但积累的时间却长达十几年。
它是我和这座城市数十年问耳鬓厮磨的结果。
我在书里倾洒了自己对这个城市所有的爱。
这本书里的照片也全部是我自己拍摄的。
从春到夏，从秋到冬，我拿着索尼数码相机流连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我不是摄影行家，但是，我的每一张照片都是带着我的感情的。
我在少年时期曾经学过6年的素描和油画，我的画家老师教给了我取景的诀窍。
在拍摄这些照片时，我惊喜地发现这个童子功居然给了我很大的好处，它使我能够比较快地找到拍摄
的最佳角度。
本书虽然只挑选了250张左右的照片，但实际上我拍的照片已经超过了3万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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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永不飘散的风情:上海的历史文化风貌区》是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
上海的历史文化风貌代表了这个城市历史上的繁荣，它们足经过历史风云的洗礼而保存下来的，是城
市历史文脉的承载者，也是上海城市发展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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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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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