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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常有关于上海地方史研究的力作问世，比如上海社会科学院熊月之先生为主编的15卷本《上
海通史》、美国卢汉超教授的《霓虹灯外》、法国白吉尔教授的《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等等。
这些著作中都涉及对上海弄堂的研究，但是，毕竟不是对弄堂进行专题研究的，从上海史研究的现状
看，有必要加强对弄堂的完整性较强的研究。
尽管上海的弄堂与北京的四合院共享盛名，堪称著名的地域性近现代民居，但由于这方面研究的缺乏
，使得关于上海弄堂与北京四合院在人文世情、民生样态的描述研究水平与境界上，存在着一定差距
。
    张伟群先生关于四明别墅的研究，似能弥补上述的部分缺憾，它辟出了一条描述研究上海老弄堂的
新路径。
就其特点而言，一是多方面多途径地收集了与四明别墅密切相关的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包括民间文献
、户籍档案、口述材料、自传文字等一千多件，这不仅为描述研究“四明别墅”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也为研究上海弄堂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样本。
长期以来，描述与研究上海弄堂的文字样式不少，有从城市建筑与设计史的角度，文学的角度，历史
学、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展开的，也有由市民个体的怀旧追忆、传媒的即时报道纪录的，但是，都
没有像作者那样聚焦一条弄堂，深入收集和开挖史料的。
本书在史料方面的成功，说明上海史的研究还有很大空间，上海史的史料是有待深度发掘加工的富矿
。
二是作者从亲历亲为实证调研的角度对“四明别墅”的历史进行了生动描述，全书读来亲切可信，栩
栩如生；本书依据实证资料对这条弄堂的建造历史、建筑格局，居民的分类、身世、生活及其变迁，
弄堂的日常生活样态与其中的名人佚事趣闻，进行了多维度、多层次的描述和探究，从一条弄堂的变
迁，折射时代的发展和进步，让读者从中领悟很多道理。
三是该书中的描述与探究，以主旨问题为中心的，不拘泥于某一学科或某一侧面，多学科并举，可以
说是文史哲交融、知情意交汇、真善美交织，“貌似学术、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使得这本书可读
耐读，意味深长。
在当前学术界比较浮躁的情况下，作者的努力也许会带来学术研究创新的新时尚。
    我希望作者继续努力，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为繁荣上海史的研究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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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曾经是一个拥有海量弄堂的城市，上海的城市历史离不开对上海弄堂的记录与研究。
本书通过对四明别墅的人文世情、民生样态记录与描述，试图还原出一条真实的弄堂，开辟一条描述
研究上海老弄堂的新路径。
作者多方面多途径地收集了与四明别墅密切相关的丰富而珍贵的资料，包括大量民间文献、户籍档案
、口述材料、自传文字和七百多幅历史图片，并依据这些实证资料对这条弄堂的建造历史、建筑格局
，居民的分类、身世、生活及其变迁，弄堂的日常生活样态与其中的名人佚事趣闻，进行了多维度、
多层次的描述和探究，从一条弄堂的变迁，折射出时代的发展和进步。
“貌似学术、娓娓道来”的叙述方式，使得这本书可读耐读，意味深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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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联益银行团队前述 甲字号第3幢的前身据讲做过旅店，唯一能够坐实这一说法的是
，迄今为止还能从有的住户家中看到旅店式的家具——漆成湖绿色的矮柜与床。
该幢房子住的人家少说有六家，当然包括了汽车间和灶披间楼上的亭子间各占了一家。
这样的话，仍然每层相对分开，三楼住了应家，二楼是苏州人慎铁寅先生一家，慎家子女多，共四女
一子，慎先生在扶梯口的墙上凿出一只壁橱，内搭双人床，给小囡睡。
他本人读到私塾五年，先后做过烟草公司文牍、自设美瞿印刷公司、民生银行会计主任、华大企业公
司轮船部管理，末了在1944～1950年任普益轮船公司经理，后又失业。
次年，慎先生去了香港以后，二楼住进了我小学同学哈皮一家。
余下底楼的两家全是联益银行职员，原先的客堂变为两户，东间潘苇涟先生的职务略高出西间的周先
生，潘老先生历任联益银行、联易公会文书、科主任、机要秘书。
联益银行的阵容还有该银行的茶房方家与花匠汤师傅，前者在亭子间，后者在汽车间。
 联益银行宿舍的那些人和事 上说甲字号第3幢（588号）前身为旅馆不确。
事实是有一家开在马路对过中实公寓底层的联益银行，就近租赁了整幢588号作为行内职员的宿舍。
因此一直以来，该幢房子的二房东是联益银行而非个人。
银行安排的人住对象自来有这样几种：1、单身在沪的无房行员；2、遇有从乡下来沪探亲的眷属、需
要短期鹊桥相会的行员；3、携家带口、暂无其他住处的职员。
前两类人员的流动性较大，第三类多属银行新进职员，基本来了以后就不走了。
直至联益银行打烊，银行宿舍的性质自动解除，各家住什么房间成了既成事实，于是自立门庭，直接
过渡成为租赁户。
截止上世纪40年代末，至少有六家联益老人马在此落地生根。
这六户人家，究其去留之迹，少则住了十来年，长的延续到第三代，居住迄今。
 上述六户，分别为方、潘、周、慎、应、汤诸家，以潘家潘苇涟先生的职务为最高。
但所说之高，仍不过科主任、机要秘书一级。
其他几家，概称收入不高，不提也罢。
由此可推，住在这幢宿舍的，当属一般职员。
然而银行拿来作为宿舍，着眼正在安顿无房可住的中层以下员工。
虽则只有一幢，却收作得十分舒齐。
 前番将银行宿舍误会成做过旅馆，还把楼下西厢房周涤凡先生家里数十年完全照旧不动的一套摆饰—
—湖绿色的矮柜、床等，拿来作为做过旅馆的物证。
现在正好反过来证明，银行为宿舍的各个房间，定做了家生。
甚至，“厨房搭好现成的壁橱，三家（潘、方、周）合用，还有落地长台子，有抽屉”，“三楼后晒
台，联益来就搭起一间木房子。
这间无人住，不收房钿，也没灯，专门给宿舍里的人熨烫衣裳、放杂物”。
考虑不可谓不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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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承蒙中央编译出版社厚爱，拙著得以与读者见面了。
值此之际，不由想起早年一位朋友的小诗《一字吟》，拙书即从《一字吟》之理，毋以“一”小而不
为。
前后跨越九年，将上海一条弄堂的历史还原完稿，它能起的作用无非以小见大，推而广之。
    无论作者怎样下功夫耗精力做这样的事，书稿完成以后就不属于自己了，将接受读者以及社会的检
验与评判。
特别是涉及到上海弄堂史的写作，人们一方面对弄堂久已耳熟能详，另一方面又处在没有弄堂史范例
可循的状况。
定位于一部弄堂微观史的拙著，就其材料的鲜活性、独家性和稀缺性来说，比较容易被认知。
但如何找到恰当的历史叙事方式，不排除会有异议。
目前作者偏重人事史亦即重心落在写人、写家族、写门户的处理方法，主要也是把弄堂史与弄堂看作
是一致的，把原始住户看作是这条弄堂历史的创造者使然。
而我所能追求的，唯在求真为上。
让读者从零星、碎片的描述，转而较为完整地了解一条真实的上海弄堂，最初究竟何等模样。
    因此，我非常感谢中央编译出版社能够接纳拙著。
在上海弄堂既为人关注，而弄堂史又前无榜样示例的情况下，出版这样一本文字图量甚巨的《四明别
墅对照记》，确实面临读者、专家以及市场的考验，需要眼光、胸襟，还有勇气。
我同时也必须感谢张维军编辑悉心给予的专业指导。
由于分处两地，沟通主要靠通信，他给我的几大页审读意见极为专业精到，甚至深恐我会否对消除任
何不合规范的表达重视不够。
意见结束之时，看得出他加重了语气。
一种希望出好书、希望自己经手之书能够无懈可击的心情，溢于词表。
总之，他对好书是真爱啊，遇此编辑，吾等幸甚!    追溯上去，我还要特别感谢杨早、邱小石两位先生
，多赖他们的推荐汲引，力促其成。
从杨早、邱小石二君于邑里发起组织“阅读邻居”，议论风发，我进一步认识了这二位粹然爱书人，
咸以文章气节相期尚。
承他们不弃，并玉成其事。
如此真心待吾，我会记得的。
    要不要把一份五十人的大名单放在这里，不是没有过迟疑。
名单主要誊录了九年来以不同方式支持、协助我完成弄堂史的四明别墅老邻居及其后人的名字，少数
几位是弄堂外的知情人或帮助者。
除了诚挚表示感谢，从名单可知弄堂史和居民的密切关系，亦可窥作者和这条弄堂之间血肉相通的复
杂关系。
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同属帮助过作者的居民，有站在前排的代表，也有隐没在黑暗中的沉默者。
作者对后者不愿出现在公众面前表示理解。
当是因此，现在所见尚不能称之为一份完全的名单，姑仍抄录如下，尚祈见谅(排名不分先后)：    余
梅笙、李智康、梁惠方、黎泽荣、黎泽宁、刁蓓华、张美君、余海律、    孙秋华、张路、罗国源、朱
震伟、朱澍诚、沈敬永、黄静琴、洪家复、    卢秀英、胡锺英、尢大屿、潘清和、潘泳懋、汪光裕、
周文达、张焕珍、    张新民、慎慧兰、齐备、李大用、童德教、姚凯文、薛德庆、葛赵宗、    马企昕
、周以蕴、史荷珍、俞建民、高梅嵛、裴以维、裴尚德、李令闻、    朱辅田、朱廉、童钺教、吴关忻
、郭琦发、赵肖麟、周忠俊、周克俭、    陈有昌、顾以洁、王采薇。
    上述名单中的大多数，还将出现在随后的《谁的谁：集体记忆留存中》。
读者看到的，已经不是停留于一般的鸣谢，而是参与者和记忆对象二者的情缘和宿命。
    借此机会，深深感谢弄堂所在的四明居委会，感谢他们的一贯支持。
    多谢知名设计家胡颖先生的封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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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至京都之后，拙著脱胎换骨，快认不出了。
谢谢北京!    由于水平有限，加之拙著涉及面太宽，错误定然难免，敬请批评指正。
    张伟群    2012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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