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城厢>>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老城厢>>

13位ISBN编号：9787560843636

10位ISBN编号：7560843638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同济大学出版社

作者：许国兴，祖建平 编

页数：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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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老城厢>>

前言

上海历史文脉，可远溯松江，上追华亭，但与近代上海关系最直接、最紧密的，当属老城厢。
自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上海正式设县以来，老城厢就是县治所在地。
因此，今日的老城厢地区是上海起步的地方，是申城的城市之根、发展之源、文化之脉。
时至今日，老城厢地区仍是上海名副其实的地理心脏、城市窗口、都市名片和文化平台，成为向海内
外展示上海传统文化亮点的标志性景观，吸引着海内外的宾客。
在世博盛会于浦江之滨举办之际，区档案局组织一批专家，深入发掘史料，精心梳理老城厢的历史文
化，编撰这本《老城厢——上海城市之根》，有利于向世界展示老城厢文化，让上海人进一步认识老
城厢，对于我们回顾和把握城市发展的脉络，传承城市特色文化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历史是一面映照现实的明镜，文化是滋养和推动城市发展的灵魂。
不懂历史会失去根，淡忘文化则会失去魂。
老城厢的历史文化穿越时光隧道，吸引中外游客近悦远来，这就是历史的魂魄，它传递出的情感价值
和文化底蕴，温润着一代又一代上海人；它传递出的信念力量，激励着一辈又一辈后来者。
老城厢文化给予上海和黄浦人民的影响，已经深藏在我们的记忆、情感中，也将蕴含在我们传给后代
的基因中。
学习老城厢历史，研究老城厢文化，了解城市的来龙去脉，将使我们找准历史坐标和发展方位，从而
走好今天的路，更多一份笃定和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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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老城厢：上海城市之根》选取的视角独特，史料丰富，图文并茂，凝聚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
慧和研究成果，是一本兼具史料研究价值和历史文化普及价值的著作。
我们相信，这只是一个新起点。
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专家学者对老城厢地区悠久的历史文化予以发掘整理和再现，使上海老城厢底蕴深
厚、富有特色的本土传统文化得以更好的传承、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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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城墙·城门·城厢一、筑城始末二、河流与道路三、衙署、机构和学宫从十六铺到董家渡一、沙船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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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式里弄新式里弄娱乐生活一、茶园二、茶楼书场三、影戏院四、游乐场、动物园五、主要表演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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擘四、国货运动五、其他名特商店抗战中的老城厢大都市里的草根世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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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曹一士在半泾园筑有书斋，为讲学处，名四焉斋。
斋名出自论语：“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
”同治年间，半泾园日渐荒圯。
光绪十五年（1889）为巡道龚照瑗、海防同知刘元楷、知县裴大中、教谕宣敬熙及绅民捐资购得，于
中筑万寿宫，复重修半泾园，竣工后益为壮观。
半泾园西口附近设有清节堂，是旧社会妇女守节堂院。
昔日，老西门内复兴东路路北关帝庙东有万寿宫，宫后有官厅，再后为岸船楼。
宫的东南隅为斗阁三间。
万寿宫是为皇帝和皇太后祝寿之用，为此地方官不敢懈怠踊跃捐资，一再兴建。
半段泾建新宫后，旧宫便合并于关帝庙。
半泾园本借设西成小学，1911年上海光复后，宫及园均驻军队，后军队撤防，全归西成小学。
1949年后，西成小学改名为蓬莱路第二小学。
今址为蓬莱路225号。
吾园吾园原为上海名绅毛祥麟外祖母家邢氏的桃园。
嘉庆四年（1799）舂，由富商李筠购得，作为别业，始名吾园。
今尚文路133弄和先棉祠80弄内的龙门村，即其原址。
吾园中有带锄山馆、红雨楼、潇洒临溪屋、清气轩、绿波池、上鹤巢诸景，植竹千竿，河池中有鱼数
千尾。
李氏后得露香园桃种，在园中种植桃树百数十株，又复叠山凿池、种花植木，完成了一所景色秀丽的
名园。
李擅长书法，于嘉庆八年（1803）创立吾园书画会。
先后有133位书画家，在吾园挥毫泼墨，共作有书画作品251件，李以《春雪集））辑其精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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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经过三年多的努力，《老城厢——上海城市之根》终于付梓在即。
近代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今日的老城厢地区始终是上海城市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近代以来，随着租界的出现和闸北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华界的南市、闸北和公共租界、法租界构成的
所谓“三国四方”的城市格局。
老城厢地区因其悠久的历史，独特的江南水乡城市的风貌与社会生活方式，在上海多元化的城市景观
和社会生活中，成为上海这座城市中西文化交融中象征本土文化意象的重要基因。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要描述上海这座城市和上海人的生活，老城厢始终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话题
。
三年前，马长林同志陪同同济大学出版社陈立群编辑前来黄浦区档案局，谈及他们正在推动的《印象
·上海》项目，希望通过对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同区域、不同对象的系统描述，推动对于上海城市
形象的多元化表达。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较多地关注租界对上海城市的影响，也出现了一大批相关出版物，但对于老城厢
却缺乏足够关注。
作为老城厢所在地区的档案部门，参与此项工作，记录正在发生和消逝的历史，本来是档案工作者的
责任，能够通过出版一本读物，系统记录老城厢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方方面面，传承文化传统，应该是
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于是我们双方一拍即合，开始组织实施。
《老城厢——上海城市之根》通过对老城厢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城市结构、景观变化、机构兴替、滨水
空间的兴起、产业分布、近代市政公共设施的兴建、文化渊源、园林胜迹、宗教机构、各类住宅以及
品牌字号的描述，试图比较全面地记录老城厢的各种有形和无形遗产，为文化传承做些积累。
黄浦区档案局非常重视这项工作，编写人员除了对原有档案材料进行仔细梳理，还专门走访上海市、
徐汇区档案馆，获得了一些鲜活的历史证据，诸如上海中学迁校过程及龙门村新建等档案材料，由此
使本书向读者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资料。
本书在收集资料和撰写过程中，得到了市、区有关领导及长期关注老城厢地区发展的史学家的积极支
持，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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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老城厢:上海城市之根》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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