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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代以来，上海的城市区划不断演变，上海的地图与文化格局也不断嬗变更新。
从远东第一城市到国际一线城市，这些记载着上海光荣历史的代名词正是靠各个城区的繁荣与发展来
见证的。
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崛起的浦东犹如一颗闪亮的明星令世界瞩目，浦东陆家嘴地区的现代化建
筑群正日益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新地标。
而新城区的人文空间需要在新旧比照中不断寻求合理的定位，从而为上海的城市精神增加新的元素。
此外，作为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上海有着丰富多样的江南民俗文化积淀，这些珍贵的民间遗存在现代
化浪潮下仍然在老城厢和周边城区多有保留，离开了它们，上海这个洋味十足的城市就没有了根基。
　　为了更好地感受、理解大上海的人文成就，不仅需要一张张日益细化的实用地图、一个个以上海
为主题的视觉片段，更需要综合运用文字与画面，以精确的地图为基础，以精彩的地标为导引，由远
而近，层层展现围绕着那些著名空间的今昔传奇与浓郁人文，呈现一幅幅足以恒久定格、又充满回味
的多彩画面。
2010年上海世博会正是展示上海城市文化的最佳契机。
　　2010年上海世博会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它在全球金融风暴中顽强出土，并创下它有史以来新的历史纪录：它是创办一百五十多年来第一次来
到中国，落脚上海；它是第一次把主题定位于城市，提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一个著名的国际化大都市。
它不仅以金融、商业、经济和科研等方面的成绩及地位举世瞩目，而且还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
但立足于世界之林，上海还是一个年轻的城市，一个发展中的城市。
在城市化作为世界发展趋势不断向前的今天，世博会为我们学习、借鉴和交流各国建设城市的经验提
供了很好的机会。
同样，它也为上海展现的城市形象、城市魅力和城市文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为此，我们策划和出版了这套《上海世博人文地图丛书》。
它在众多的世博图书中，有着自己的特点：　　一是在编排上。
它是按照上海现在的行政区域，每个区县一册。
　　二是在构思上。
它从各区县深厚而丰富的历史人文积淀中，选取精华；从特色街道、教育文化、名人故居、人文景观
、独特建筑、名特商业和历史遗迹等角度予以切入；并辅以图片，生动直观，进而构成了一个七彩的
上海。
　　三是在表现上。
它突出和强化了人文的元素，对此进行了全景式和多侧面的观照。
尤其是作者们调动自己上海生活的积累和体会，注重开掘和展现我们熟悉的上海景物和人事中间的文
化底蕴和文化情怀。
　　丛书既展示了上海，让世界了解上海；同时，也让上海人进一步认识上海，了解上海。
　　就在世博会开幕前，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
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计划到2020年，将上海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
位相适当的国际金融中心、具有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的国际航运中心。
它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增添了新的内涵；为上海的明天，描绘了更为美丽的图画。
　　可以说，中国上海世博会举办的成功度及影响力如何，我们作为文化传播机构是有自己的责任和
使命的。
因而，这套丛书还仅仅是个开始。
为建设文化大都市，还需要我们做更多的工作，花更大的精力和心思。
让我们共同为之努力和奋斗！
　　上海东方宣传教育服务中心　　上海百家出版社　　200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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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崇明，是长江之门户，东海之瀛洲。
它曾经是历史的孤岛，如今，这片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土地，已经破茧化蝶，开始了新的篇章。
    以森林度假、休闲居住为主要功能的中央森林区正在徐徐展开，以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田园式新
城和新市镇区正在火热的建设中，以生态农业为主要产业的规模农业区和战略储备区正在蓄势开拓，
以国际会议、湖滨度假为主要业态的景湖会展区正在西沙拉开帷幕⋯⋯    崇明的春天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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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河镇：中国民乐之乡　　离我老家不远之处，就是新河港。
长江隧桥通车之前，码头上车水马龙，人流拥挤，很多次我乘客轮从这里回到家乡，又从这里离开家
乡⋯⋯梦想与现实之间的一道鸿沟，我跃过去，甜芦粟和老毛蟹的味道弥漫在梦里梦外。
　　新河镇始建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是一个有三百多年历史的老镇。
这里的艺术气氛浓厚，民间器乐的演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良好的传统，被誉为“中国民乐之乡”。
　　据史料记载，清咸丰年间新河地区的民乐演奏已有十分高的水准。
当时新河镇上有一个名叫王东阳的人，他以娴熟的琵琶演奏技巧名震大江南北。
清光绪年问编纂的《崇明县志》中说他“擅琵琶，能奏鸣王勃《滕王阁序》，听音辨字，尤为清晰”
，还说他拥有“脚弹琵琶”的绝技：“角技苏州，以足指勾拨章节。
”王东阳20岁出头便已声名鹊起，人称“乐坛奇人”。
在他的带动下，新河地区涌现出了不少器乐爱好者，王东阳和他们继承了前人贾公逵等人的琵琶演奏
技巧，并相互切磋，搜集整理改编曲目，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了我国琵琶四大流派之一的瀛洲古调。
可以说王东阳是当之无愧的琵琶瀛洲古调派的宗师，他还独创了我国绝无仅有的民间音乐演奏形式“
牡丹亭”。
目前，发祥于新河的瀛洲古调派琵琶和“牡丹亭”都已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新河地区的民乐活动一直长盛不衰。
先前新河地区有一城隍庙，每年都要举行庙会。
民间乐手们在茶余饭后也常凑在一起，自得其乐地演奏乐曲。
邻里亲友家有喜庆大事时，他们也会聚在一起演奏助兴。
　　新河镇上老街、老房子还有些没拆除。
逛逛老街，看看古届，发发幽思，尽尽游兴，倒也不失为休闲好去处。
幸运的话，或许还能在旧居老宅中听到瀛洲古调的琵琶演奏。
每逢喜庆佳节，他们更是操琴弄笛地活跃在舞台上、广场上，为群众演奏精彩的曲目。
除此以外，镇上每年还有百余名小乐手在“少年之家”内接受二胡、笛子、扬琴、琵琶、唢呐等乐器
的培训。
逛新河镇，听天籁之音，也是很快乐的。
　　浜镇：昔时崇明四大名镇，而今只有一条小街　　浜镇原名鳌阶镇，因清代崇明人李杜诗和柏谦
住在镇的东西，并相继在科举中进士，故叫鳌阶镇。
该镇建于清康熙年间，曾是崇明四大名镇之一，现已衰落，几乎只剩下一条小街⋯⋯沧海桑田，不过
数十年间。
　　旧浜镇之所以成为名镇，繁荣一时，是因为其北边有一条湾港，是崇明通往启东、海门的重要港
口，启海客商往往取道湾港而转往上海，来往途中，落脚在浜镇。
日伪时期，崇明北沿各港口被封锁，唯独湾港开放，客商进出崇明北部地区，只能经过湾港，于是浜
镇市面更为繁荣，港口来往船只穿梭不停，桅樯林立。
浜镇的全盛时期，由启东、海门客商贩来的花衣、黄豆、蚕豆、三麦（大麦、小麦、元麦）、羊皮、
生猪、花生、豆饼等农副产品都在此交易。
镇上还有官办的恒丰泰盐行和买卖鸦片、白粉的场所。
而自宰鹿、自煎膏的德胜堂药店的产品远销启东、海门。
蔡振兴酒坊名气大，周围村镇酒店均到此批购老白酒。
张裕生油坊酱园生产的“豆汁鲜”酱油味道香美，远销启东、海门和半个崇明岛。
　　1951年开始，由于湾港口外涨沙淤塞，沙滩不断向北延伸，船只不能进出，浜镇开始衰落。
但是，去浜镇走访，不妨拂去历史的尘埃，再去领略一下老浜镇的旧风情。
　　在老浜镇，龚氏家族可谓赫赫有名，当时有“浜镇一条街，龚家占一半”之说。
大桥东的灵龙街上，有一座龚氏老宅，因年久失修，院墙已经斑驳，墙门略显破旧。
可就是从这扇不起眼的龚家墙门中，走出不少才俊，香港著名影星、歌星龚秋霞，就是其中颇有名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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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位。
　　“高凉棚”也是龚家当年的住宅，走进“高凉棚”雅致的书房，著名书法家、崇明中学创办者曹
炳麟先生手书的“养性书舍”匾额在夕阳下熠熠生辉，房门上一幅“汲古得修绠，开怀畅远襟”的楹
联，颇见出大气爽朗。
浜镇的老人至今还记得这位学者在他们幼时赠送《三字经》、《百家姓》等启蒙读本时的情形。
　　黄昏时分，凉风习习，漫步浜镇街头，想象“西万兴”的热闹和气派，感受龚家老宅的幽深与宁
静，品味“高凉棚”大厅的古色古香，书房的小巧别致⋯⋯让人思绪万千，流连忘返。
一个家族，一段历史，一串故事，一个远逝的小镇仿佛在向我们倾诉过去的辉煌，而我们看到的只是
一个古镇的背影。
　　城桥镇：拜见不少树龄颇高的古树名木　　城桥镇是崇明的县城所在，它是县城与桥镇的合称。
虽然是个小小的县城，但是，在这古老的词语中能寻求到一种岁月的风烟。
在古老斑驳的岁月长河中，那是用泥土和红砖围成的壁垒。
烽烟四起，都邑四周筑起防御的墙垣，人们坚守住的是永恒的家园。
尽管，时光已经不能容许我们选择更多，但我们还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找寻到一个古老的地方，供自己
的身体和灵魂安宁地栖息。
　　事实上，从史书上的记载可以看到，城桥镇历来繁盛，商业兴隆，人文遗产丰富，是游客了解崇
明历史的一扇很好的窗口。
　　崇明县城始建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明万历十四年（1586年）筑砖城，已有四百多年的历
史。
县城北边今中津桥路过去有一座普济桥，是清代举人袁直之中举后集资修建，该桥用石条叠成，俗称
大桥，桥镇由此得名。
旧时崇明有四大名镇，桥镇居其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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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悠游绿岛（崇明卷）》为丛书之崇明卷，包括建设成就、历史沿革、胜迹新景、今昔名人等。
重点围绕崇明区地标性建筑，展新颜、谈故旧，在新与旧、远与近、深与浅的有序比照与变幻中，灵
活地展示崇明区的嬗变历程与演变特点，阐释崇明区人文历史的细节与特征。
　　《上海世博人文地图丛书》是由上海百家出版社精心策划的一套为上海市民及各地游客纵深展示
上海各个城区的大型丛书。
　　崇明，是长江之门户，东海之瀛洲。
它曾经是历史的孤岛，如今，这片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土地，已经破茧化蝶，开始了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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