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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陆其国这本还散着油墨清香的书《昔日上海风情》的作者叫彭祖基，彭先生生于1940年1月，今年已
经70岁出头，这是老彭出版的第一本书。
这本书收集了老彭几十年坚持勤奋写作以来他比较钟情的文字。
说钟情，是因为老彭在过去的岁月中，对收在这本书中的文字，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倾注了太多的感
情。
用老彭的话说，他就是书写着这样的文字，从青年一步步走向中年；然后又由中年一步步迈入老年⋯
⋯老彭不是科班出身舞文弄墨的人，他1956年16岁时告别学校，开始进入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工作，
这一干就是40多年。
他热爱上写作是在1980年。
那时候的社会娱乐说不上丰富，好在他喜欢看书，看书也因此成为他最好的娱乐。
这样的娱乐于不经意间使老彭_的精神和文化有了一种积淀，当这样的积淀到了一定程度时，老彭就
技痒难耐了，于是他就拿起了笔。
老彭有自知之明，所以他落笔不好高骛远，不去搞什么鸿篇巨制，他就写身边的故事，或就身边的故
事所引发的他的一些感触和想法。
总之，老彭开始写作就抱定一个宗旨，那就是写他最熟悉的东西。
老彭是上海本地人，所以他的笔触自然而然转向他熟悉的上海。
当然，更确切地说，是转向他所熟悉的上海风情故事。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如今收在这本《昔日上海风情》一书中的昔日上海日常生活方面的市井商贩、服
装饰品、居家休闲、日用器具、医药卫生；文化生活方面的文化艺术、教育娱乐；社会生活方面的市
容景观、水陆交通、社会万象、陋俗劣迹等等内容。
这里面既有历史故事，也有风情轶闻，内容之多，涵盖之广，可谓洋洋大观，有不少内容都已消逝，
所以不夸张地说，老彭这本书称得上是一本了解昔日上海风土人情的指南。
这本书中的文章，有的曾经发表在《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报》《劳动报》等报纸上，或是
刊登在《家家乐》《自我保健》《食品与卫生》《人人保健》等刊物中，老彭文字的包罗万象于此可
见。
也许是觉得文字的表现还不过瘾，老彭渐渐又开始为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蔚兰信箱》撰稿。
这档节目是上海空中节目中的一个响当当的品牌。
老彭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这一“触电”就一发而不可收，足足写了200多篇。
之后，与晓理主持的《老年广场》合作，当嘉宾，走进直播室，与听众进行交流。
老彭曾担任过上海市医务工会写作组组长，编辑过一本题为《闪光集》的书；参与过电视专题片《天
职》《涌动爱心的上海医务界》《上海市医务工会五十年》等的编辑工作。
退休后的老彭现为虹桥街道乐龄读书会会长。
我在这里点出老彭的这些经历，意在说明，一位喜欢舞弄文字的退休老人，他的文章最后到达怎样的
标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快乐吗？
而老彭用他的这本书告诉我们，他很快乐！
这就够了。
老彭是我一位朋友的朋友。
老彭因为知道我曾经出过有关上海的书，所以经他的朋友介绍，找到我，希望我能为他这本书写序。
这就有了以上文字。
我希望读到老彭这本书的读者，也能像老彭一样感到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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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史是近现代中国的缩影，上海市民的生活是上海史的组成部分，要了解国情就有必要了解上海近
百年来的发展历程。
《昔日上海风情》作者彭祖基是一位老上海人，他把自己所阅历的上海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故事娓
娓道来，着重讲述那些业已消失的事物，并配有一些图片。
《昔日上海风情》既可以使青年人了解昔日上海的风情，也可以让具有改革开放前生活体验的读者引
起回顾和反思，更可以为一切关注上海发展的人们提供一份真实而生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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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彭祖基，上海市人，生于浦东北蔡镇。
自1980年起为上海各大报刊、杂志、电台、电视台供稿千余篇，涉及杂文、散文、论文、科普文章、
报告文学、电视小品、微型广播剧等。
其中，科普文章《水果放在饭前食》曾引起社会关注，内地报刊与港、澳、台媒体相继转载。

曾为上海市医务工会：写作组组长，参与通讯《闪光集》、电视专题片《天职》、《涌动爱心的上海
医务界》、
《上海市医务工会五十年》等的编辑工作。
 在参加市、区、局的征文活动中多次获奖，散文《人间自有真情在》入选《上海人一日》文集。

现为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乐龄读书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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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处可见的高音喇叭
 第一代黑白电视机
 （五）医药卫生
 分钟拍苍蝇活动
 麻雀曾经被围剿
 防治瘌痢头的三字方针
 走街串巷的“小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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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市民吃毛蚶
 神奇的针刺麻醉
二、文化生活
 （一）文化教育
 局外人写出《青帮大亨》
 弄堂口的小书摊
 万众争听《支部生活》讲座
 万听众的知音——《蔚兰信箱》
 通俗易懂的民间谣谚
 打手心和立壁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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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艺术娱乐
 南京路上的百米画廊
 五花八门的香烟牌子
 卖梨膏糖的小热昏
 颈、肩、腰、腿上的艺术——打连厢
 马戏团来到家门口
 五颜六色的影片说明书
 风靡上海的康乐球
 简易可行的各种游戏
三、社会生活
 （一）市容景观
 老上海的东南西北城门
 昔日的肇家浜变绿洲
 上海滩木桥的演变
 九曲桥畔的铜像
 烟消人散的新城隍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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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山果园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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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将水往高处流的水车
 可以把米舂成粉的石臼
 孤身独步走中国的余纯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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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最苦的女人——童养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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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碉堡前的沉思
 取缔反动的一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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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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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方便大众的传呼电话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上海的公用电话星罗棋布，是与市民生
活密切相关的一道风景线。
公用电话绝大多数装在弄堂里的烟纸店中。
市民只要看到一块红色牌子上的一只胶木拨盘电话机，就找到了可打电话的地方。
由于那年间私人电话极少，市民之间的联系、沟通、交流都借助于公用电话传递，并引发出公用电话
的另一个重要功能：传呼。
传呼的方式有三种：传呼、留言、回电。
我记得那时打一次电话4分钱（不超过3分钟），传呼一次3分。
安装公用电话是要向电话局提出申请，申请的大多是弄堂里的烟纸店。
电话局根据申请报告予以调查核实，是否符合安装和传呼的条件。
问题是同一里弄有几家烟纸店提出申请，就会发生争装公用电话的矛盾，其中曾发生颇有曲折的故事
。
一个寡妇与两个男人之争有条弄堂并存两家烟纸店，一家位于弄堂口，是两个男人合伙开的，另一家
开设在沿马路，是一名寡妇开的。
在平时，弄堂口那家依着弄口的优势，生意兴旺，而寡妇的烟纸店虽然在马路旁，但住在弄堂、口的
市民为少走几步路，都到弄口那家烟纸店去购物，致使寡妇的生意清淡多了。
当两家烟纸店得知可安装公用电话的消息，都想争得安装权。
两个男人想，若能装上公用电话，与周边的市民联系更密切，生意一定会更兴隆。
而寡妇自认生意做不过两个男人，若再失去安装权，生意会更难做，生活会更艰难。
由于两家烟纸店都打报告申请安装公用电话，电话局决定：以敲到居民图章多少为据，谁多就安装在
那家。
于是一场斗智斗勇的“战争”开始了。
两个男人认为有弄堂口的优势，只等居民前来敲章，胜率十拿九稳。
但他们忘记了居民出门从不带图章，连续三天只敲到十多只图章。
而那位寡妇也在冥思苦想，如何能敲到更多的图章。
考虑良久，她作出一个决定：关店三天，夜以继日，一家一户去串门，求得居民支持。
那年代，一个寡妇带着一个幼子，生活十分艰难，本来就值得人们同情。
如今，她带着孩子诚心诚意上门求助，谁能不为之感动？
仅仅三天，寡妇就敲到了450多个图章，占该地区居民的95％以上。
而那两个男人尚未搞清楚寡妇关店三天的原因，已处于必败之地。
当知道寡妇关店的意图，却为时已晚。
电话局决定下达通知：公用电话装在寡妇的烟纸店里。
此刻两个男人气急败坏，岂能败在一个寡妇手里。
他们跑到电话局诽谤寡妇的种种不是。
但电话局已决定，岂能更改？
为了缓和矛盾，电话局通知寡妇：试经营三个月，若居民不满意，改由另一家烟纸店经营公用电话。
谁知三个月中麻烦不断：上门捣蛋的人多了，打电话不付钱还强词夺理，打2次电话只付4分钱，传呼
单子填错了等等。
面对现实，聪明的寡妇知道是那两个男人在作祟。
既然来之不易，决不能败在两个男人手中。
经历了种种磨难的寡妇狠下决心：雇了一名店员专管公用电话和传呼，应对挑战，并贴出告示：全心
全意，尽心尽责，日夜服务，接受监督。
有了公用电话业务后，她的生意也好多了，与居民的接触更加密切了。
在实践中，即使半夜来电，她毫不犹豫起床去传呼；有人打电话忘了带钱，寡妇说：“几分钱，不要
放在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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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与电话业务不相干的事，寡妇也会乐意去做。
有户居民家中老太急病住院，但手头上缺钱，寡妇知道后，她把准备进货的钱款送到医院，解了燃眉
之急。
有了公用电话，寡妇对周边居民家中情况更加熟悉，心中有本活的户口簿，手中有资料本。
倘若有人前来找亲朋好友，她会马上作出回答，甚至陪客人去要找的人家。
一件件、一桩桩深得人心的事，赢得了周边居民的赞扬。
从此，公用电话在寡妇的烟纸店中扎下了根。
遍及上海街头巷尾的公用电话，为市民的工作、学习、生活提供了极大方便，功不可没。
直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电话局对私人电话开放。
随着岁月的逝去，公用电话兼传呼业务功能逐渐减退。
跨人21世纪的上海市民，几乎家家户户都装上了私人电话，继而手机的普及，市民的通讯联系方式进
入了现代化科技时代，公用电话的消失势在必然。
凌晨的第一声吆喝那是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上海的早晨，天色尚未发亮，“马桶拎出来！
”的叫喊声，已响遍上海每一条弄堂小巷。
在倒粪师傅的叫喊声中，家家户户把马桶拎出家门待倒。
瞬时，弄堂的两侧，大小高矮的马桶一字排开，颇为壮观。
无论是风雪酷暑，倒粪师傅每天都要拖着黑色木制的两轮拖车，出现在街头巷尾。
粪车呈长方形，形似古墓中出土的那种棺材，黑不溜秋很难看。
粪箱上方有一方形盖子，作为倒粪的人口。
每位倒粪师傅包干一定范围的居民区，我家位于兴国路李家宅，由一位苏北师傅包干。
经历了日积月累的干活，他对责任范围内的居民已相当熟悉，乃至谁家的马桶都能分辨出来。
所以，有时倒粪师傅会叫喊：“李家阿婆你的马桶未拎出来，我等你，不要急。
”话语中带着关切。
有一次张家姆妈的马桶未拎出来，倒粪师傅喊了几声没有回音。
底层的邻居说张家姆妈病了，倒粪师傅二话没说，“噔、噔、噔”地奔上楼，把马桶拎下来，倒入粪
车后，又向楼下居民要了点水，洗刷干净，把马桶靠在墙壁旁晾晒。
临走时还叮嘱邻居，待晒干后，帮忙拎上楼去。
倒粪师傅是苏北人，约40多岁，他性格豪爽，喜欢打抱不平。
有一次弄堂里给水站发生争吵，是一位小青年“插队”与老太发生争执。
倒粪师傅看不惯，怒斥小青年不该插队，还留下一句话：“下次再插队，老子就揍你！
”这位倒粪师傅以自己的言行改变了许多上海人的偏见。
在居民心中倒粪师傅是一位热心仗义的苏北大叔。
长期以来，倒马桶行当是被人瞧不起的脏臭累苦活。
但这位倒粪师傅却干得实在，用他的话说：“靠劳动吃饭，心里踏实。
”正是这种平和的心态驱使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怨无悔地拖着满满的粪车，一步一步拖向苏州
河边的周家桥蓄粪站（粪船码头），倒人大型蓄粪池中，供郊县农民的粪船前来装粪。
清晨，“马桶拎出来！
”的叫喊声，是那个年代，上海独特的叫喊声，市民称为“清晨第一声”。
这第一声叫喊不仅仅催促市民把马桶拎出来。
同时亦提醒熟睡的人们：该起床了，新的一天开始了。
对此，有人戏说，把这第一声比作催人起床的定时闹钟。
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就是在那熟悉的“马桶拎出来！
”的叫喊声中成长的。
时代巨变，倒粪行当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今日的粪车已是电动新颖的自动抽粪的运粪车，环卫工人只要把塑料大管插入化粪池中，启动开关，
不费吹灰之力，大量粪便被抽入椭圆形的粪箱内。
从当年工人拖着粪车倒粪，到今日开着粪车抽粪，此等巨变，标志着环卫工人从繁重脏臭的体力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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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解放出来。
运粪这一行当进入了轻松、方便、高效、多快好省的现代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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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三位深交的笔友相继出书：张伟群的《上海弄堂元气》，周成树的《三百六十行大全》《名导游带你
游天下》，张百年的《茉莉花》《相思鸟》《野玫瑰》。
三位的成功，激励和鞭策着我，急起直追，终以14个月的耕耘，完成了《昔日上海风情》书稿，送审
于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得以问世，有两位要特别感谢均，一位是周成树先生，他一直鼓励我，予以点拨：写自己熟悉的
人和事。
另一位是资深编辑龚维才先生，认识他是我的幸运，他为初稿修改和提炼，竭尽其能，携扶上马。
借此我表示对两位的感激之情。
我还要感谢上海档案馆的陆其国先生，他写的序为本书锦上添花；崇明江南三民文化村展览馆馆长姚
金文先生热忱相助；民间收藏家唐修皓先生提供了票证资料和图片。
我在收集资料过程中，得到了上海图书馆、长宁图书馆、宝’山图书馆、川沙图书馆、虹桥街道图书
馆及上海铁路博物馆、上海烟草博物馆、苏州河展示中心等单位提供的方便，谨表谢意。
我写《昔日上海风情》的动机和目的十分明确：供老上海人去回味那虽然艰苦，却值得自豪的岁月；
供年轻的上海人去品味祖辈乐于奉献的美德，珍惜今日拥有的幸福，供新上海人去寻味老上海人辛勤
的付出，才有今日海纳百川的新上海。
出书成名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
但我十分清醒，名利都是身外之物。
有此感悟是我人生定位决定的：自比蚂蚁，一只微不足道的“小蚂蚁”。
得此定位，精神富有，享受快乐，少有烦恼。
数十年来，此等定位鞭策我不断努力和前进。
我的人生谈不上辉煌，却颇艰难：1岁丧父，16岁母亲瘫痪，只能弃学从工，竭尽孝心10年，直到为慈
母送终。
那年代，“寡妇的孩子受人欺”，受尽凌辱。
我抗争过，我不甘过，誓把磨难当财富，练就了独立、自强、正直、善良、热忱的性格。
此种性格在实践中，誉毁参半，誉者认为爱憎分明，不人云亦云；毁者视为骄傲、固执。
同事和朋友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吃亏在不肯低头，不会看风使舵。
”事实正是如此，我宁愿吃亏，不肯低头，再吃亏，仍坚持做一只抬头挺胸、人格不低的平凡“小蚂
蚁”。
生性乐观的我，从不惧怕磨难，以乐观的心态，面对现实，积极应对。
年过70岁的我，心理依然年轻，身体良好无大病。
在《年轻十岁》一书中，专家对我的评价是：“心态平稳，戒烟限酒，膳食平衡，适度运动是世界卫
生组织提倡的健康四个基石，彭先生基本做到了，这样，就有效地加强对老年慢性病的防治，延缓了
衰老，表现出年轻。
”我尚健康的身体，得益于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锻炼，跑步、做操从不间断。
我尤其喜欢踢足球，因百米速度快，时任前锋，曾参加过全国乙级联赛。
20年的足球生涯，留下了累累伤痕：骨折过，颈、肩、腰、腿、头、足都受过伤，且久治不愈。
到了40岁，疼痛得彻夜难眠，真担忧下半辈子怎么办？
我选择了针对性的科学锻炼，自编关节操，一直坚持到今天，没有间断过。
终于“奇迹”出现，疼痛逐渐减轻乃至消失，现在除了腰痛偶有发生外，其他部位都恢复正常。
应验了中医“通则不痛，不通则痛”理论的精辟。
40岁过后，不能再驰骋绿茵场了，我就弃武从文，开始业余写作。
谁知，投稿一年多，不是退稿，就是石沉大海，看来写文章比踢足球还难。
此时此刻，是进还是退？
我选择了进。
果然，有一天我从《劳动报》上看到了自己已发表的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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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是豆腐干文章，对我来说却是非同寻常的转折：我还行。
此后写稿不断，为《新民晚报》《劳动报》《解放日报》《文汇报》《上海大众卫生报》及《家家乐
》《自我保健》《人人保健》《食品与生活》等供稿。
1987年5月11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蔚兰信箱》开播，作为热心听众的我积极参与写信、投稿。
至今我还珍藏着三盘录音磁带，记录着为我播出的稿件。
基于此，我与主持人蔚兰、晓理结下了友谊。
自从电台从北京东路搬迁到虹桥路，与我家仅一路之隔，联系更为方便。
我与晓理主持的《老年广场》结缘，作为嘉宾，走进直播室，通过电波和老年朋友交流。
屈指数来，居然有20多次，也是一个普通市民十分难得的经历。
2000年退休，重心转移到街道，我当了一名志愿者，最多时担任八个职务，简直比上班还忙。
这一干就是七八年，业余写作也束之高阁。
直到三位笔友先后出书才触动了我，周成树先生激励我：“你完全可以写点东西，为何不写？
”经权衡，我陆续辞去了一些职务，静下来专心写书。
经过14个月的笔耕、奔波，《昔日上海风情》方得以完稿。
人至七十才出第一本书，自感不易，兴奋之情难以言表。
在兴奋之余，我深知该书非一人之作，凝聚着众多亲朋好友的鼓励、帮助和付出。
在此我特别要向妻子李宝珍道一声“谢谢！
”她承担了全部家务，劳苦功高。
更为可贵的是，书中的农谚，气象谚大多出自她的回忆。
还有在读的外孙张紫龙，为我电脑搜索，筛选照片，做到有求必应，招之即来，小小年纪很不容易。
《昔日上海风情》涉及的内容，有不少是我亲身经历的，写作时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记忆犹新。
因个人能力和经历的局限，无法把昔日上海发生过的人和事全面展示，此等遗憾谅我力不从心。
唯有借本书出版之际，抛砖引玉，期待行家高手推出力作，更全面广泛地反映昔日上海的风情。
彭祖基2011年6月5日于上海虹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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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昔日上海风情》一书包括昔日上海日常生活方面的市井商贩、服装饰品、居家休闲、日用器具、医
药卫生；文化生活方面的文化艺术、教育娱乐；社会生活方面的市容景观、水陆交通、社会万象、陋
俗劣迹等等内容。
这里面既有历史故事，也有风情轶闻，内容之多，涵盖之广，可谓洋洋大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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