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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百年演变，风云变幻，桃落李起，人事兴废，更迭无休。
本书记述以讲话形式为主，为你详细讲解了上海地方和社会的百年轶事，揭露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
的暴行，控诉了封建官僚主义的腐败，鞭挞了大流氓黄金荣、杜月笙等人危害人民的种种罪恶。
它既是一部了解旧上海的必要读物，也可作地方和社会文史研究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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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傅湘源（1910-2002），浙江镇海人。
早年经商于上海，中年后开始著述。
原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著有《青帮大亨》、《上海滩野史》、《七美被害记》、《上海大世界史
话》、《上海城隍庙史话》等中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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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回 上海滩草莱初辞筑城堞防寇入侵孔雀张尾待开屏，丹青画龙末点睛。
深闺处女谁添妆，沉滩托命开拓人。
春花蕃昌接广陵，风雨横吹常失宁。
幸有园丁勤耘芟，群芳独秀标远名。
地处东海之滨、长江入海之处，被人们漠视的原始沙滩：上海滩，原是东海沿海的一隅，处于长江三
角洲的缓冲地带。
在战国时属于楚国春申君黄歇的封地，因而上海有春申港、申江、申地、黄浦江、歇浦等名目繁多的
代称。
上海在几千年前，原是一片汪洋，沧海变桑田，逐渐涨为平陆。
清人王韬对黄浦江曾有一篇笔记：今之黄浦滩，昔本纤道，潮来没入水中，潮去则露滩面。
吴淞江的流水，犹似黄泥浆，死沉沉的躺在江床上，平静静的流动着，整个上海，还是一片荒土，绝
少人烟。
唐宋以后，沿江一带才有稀稀落落的村民，成为依靠渔业世代：息之处。
大约距今八百年前，这个黄浦滩开始作为进出海港船只系泊的场所。
那时还没有黄浦江的名称。
因上海原来是一个海滨渔村地，古称沪渎。
“沪”字的解释，是捕鱼的渔具。
“渎”者，是沿江地方的古称。
此为“沪”字的来由。
“上海”两字的端倪，原靠黄浦江东南隅称为上海，黄浦江西北隅称为“下海”（今虹口区舟山路下
海庙一带），或本有上下两个海港，地居上游者，就称为“上海”了。
公元l280年（元世祖时），这一没有被人注意的渔村，竞被开拓者发现了。
后来人们渐渐改变了它的处女地的本来面目。
黄浦江的支浜纵横密布，状似蛛网一般。
黄浦江直通杭州湾和湖州、平湖等地，黄浦江支流吴淞江（即苏州河）直通太湖流域。
黄浦江既是一条天然的淡水大港，渔业资源又非常丰富，水上交通便利，对发展经济和商业带来有利
条件。
当时有位姓李的知府，看中了上海港这块地方，认为有开发价值，就具奏朝廷，将华亭县的长人乡、
高昌乡、北高乡、新江乡和海阳乡等五乡划归于沪，设上海为县，属松江府，隶属江、浙行省，辖境
东至海、南至华亭县境、西至平江路昆山州、北至平江路嘉定州，东西一百里，南北五十里。
上海县治的轮廓开始诞生了。
据《松江府志》载：上海立县是在1291年（元朝至元二十九年）。
立县的时候，县衙附设在上海镇守使衙门内。
在这漫长的年代里，随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县衙的所在地已经三次搬迁。
第一次搬迁，是在1299年（元大德三年）。
上海镇守使衙门那时设在宋榷场古址。
这个县衙门是十分简陋的。
因县治初创，方兴未艾，也就权宜驻治下来。
过了几年，这个县衙门总觉得太不像样，决定另行搬迁。
就在这时，上海市舶司衙门奉上级之命，并入浙江省宁波府驻上海市舶司。
上海市舶司的房屋就空了起来。
于是上海县官具文呈请松江府尹准许后，将县署迁入上海市舶司的房屋。
可是，市舶司署的房屋，虽较旧县署宽敞得多，但设施陈旧，必须大为修葺。
因没有改建经费，得过且过。
到了1301年（元大德五年秋），一场大风雨把县署吹坍了，不得已暂借民房办理公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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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县监官蒙古人达鲁化赤·稚哈稚倡议，筹资建造新署。
于是在1302年（元大德六年夏），将县署房屋改建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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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滩野史》记述了上海地方和社会的百年轶事，是一部章回体通俗史活。
让人们了解“人吃人”的旧社会，勉励后世热爱社会主义新上海，为上海的振兴、繁荣而竭尽自己的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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