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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素描》：四世同堂是中国传统最令人羡慕的一种最高境界的生活方式，意寓长寿，和谐、富足
和团圆。
尽管内里肯定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但分家始终被视为家道败落之兆，所谓“树倒猢狲散”！
笔者虽经历过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生活，但随着20世纪60年代太祖母高寿去世，加之开放后各房陆续移
民海外，要再同堂聚合谈何容易！
期间风风雨雨七八十年，家族之树在各地开枝散叶，回忆其中细节逸事颇有传奇性，竟也可以是一部
新版《红楼梦》。

 《上海素描》由程乃珊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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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乃珊，1946年生，祖籍浙江桐乡，上海教育学院英文专业毕业。
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主要代表作有《蓝屋》、《穷街》、《女儿经》、《金融家》等，都改编为电
视连续剧或电影，另有翻译作品《喜福会》、《上海生死劫》、《天书奇谭》。

1991年开始穿梭于沪港两地，着重关注沪港两地文化、经济、民生的差异和缘源。
2007年受意大利都灵大学之邀访问讲学，2008年经大韩民国上海文化领事邀请赴韩国访问讲学。
近年致力于上海城市文化传承的研究和实录，先后出版了《上海探戈》、《上海Lady》等上海系列，
并为多家传媒撰写专栏。
现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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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家族之树常绿　　四世同堂是中国传统最令人羡慕的一种最高境界的生活方式，意寓长寿、和谐
、富足和团圆，尽管内里肯定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但分家始终被视为家道败落之兆，所谓“树倒猢
狲散”！
反过来讲，在社会福利保障远不如现代的传统中国社会，这种“饭匀在一起吃”的大家庭式生活方式
，对突发性灾难或家庭重大经济变故，有相当抗衡力。
笔者经历过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生活，随着20世纪60年代太祖母高寿去世，特别1966年“文革”受“黑
串联”等莫须有罪名的威胁而彻底解体。
开放后各房陆续移民海外，要再同堂聚合谈何容易！
期间风风雨雨七八十年，家族之树在各地开枝散叶，回忆其中细节逸事颇有传奇性，竟也可以是一部
新版《红楼梦》。
　　我们程家原籍为安徽休宁人，为避太平天国迁至浙江省嘉兴府桐乡县梧桐镇落籍，从此我们就成
为桐乡人。
中国传统，五代为一服，程家宗谱排行为“汝”“树”“传”“家”“宝”；此为循环沿用，今时尚
话为“滚动运作”，以示程氏支脉生生不息之　　意。
旧时老家桐乡程氏祠堂有家谱定期修续，最后一次修续为1946年抗战胜利后修续“家”字辈，所以我
哥程家濂（1944年生）正好轧进去，解放后至今就再也没有修续过，不知这份家谱还在吗？
家谱其实是最客观、最原始的社会档案！
从前有一句话：“只要凭着国际歌的旋律，就能在世界每个角落找到同志。
”　　这话今天当然值得商榷，但是我绝对相信，只要凭着家谱中名字的宗辈排行，再配上籍贯，全
球任何一个华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根。
　　太祖父程汝盛，字震权，在杭州张公馆（前清山东巡抚）做账房先生，后又在张家女婿、北洋政
府总理孙宝琦（他的孙女就是张爱玲的后母）家做账房先生，并在乡间开爿小小的蚕种栈“久盛号”
，太祖母就在乡间养蚕种桑，辛勤劳作。
太公早在我出生前已去世，照片上的太公一脸严肃、不苟言笑，一看就是凡事一点一划的，想来绝不
会做假账。
由他立下的节俭、用功、谦和、孝顺、互助的家规一直被小辈记住，可以讲是程家家风。
从前老上海说的“好人家”，其实并非指家财身价，而是指家风家规。
　　太公先后育有十一个子女，但最后长大成人的只三子一女，即大伯祖树棠（字不详）、二伯祖树
榛（字慕颐）和祖父树槦（字慕灏），姑婆慕英。
大伯祖树棠英年早逝，祖父常告诫我们：要永远记住大伯祖对我们家做出的牺牲。
早年太祖父财力单薄，为帮助家计，大伯祖（树棠公）早早辍学去南浔启泰酱油店学生意，后任职大
掌柜。
大伯祖母则留在桐乡与太祖母一起种桑养蚕，正如茅盾在《春蚕》中所述。
婆媳俩形同母女，起早摸黑，她们孵养的蚕种名驰桐乡梧桐镇，一时有“久盛号蚕种为最好”之说。
古语长嫂如母，祖父与二伯祖对这位嫂嫂是一世尊敬。
祖父常说，他少小时脑后拖的辫子（时属晚清）都是慈爱的大嫂为他梳编的。
祖父和伯祖是一辈子记住大哥的恩的。
　　后来家境好转后，祖父和二伯祖及太祖父合资在杭州孩儿巷建造中西结合的三层洋房一幢（几年
前才被拆迁，原址已建起省医院）。
为答谢大伯祖对全家的牺牲，这幢房子一直由大伯祖及其后代居住至动迁拆除。
就此大伯祖家的支脉就在杭州开枝散叶，故而，我们与其后代也疏离了。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上海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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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