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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具有独特活韵味的上海马街头弄口，充满着旖旎万分的海派风情，一代又一代的上海人，就是在
这里度过了一段段难忘时光，演绎着一个个悲喜股市。
　　街头弄口折射出的五光十色，培育着上海人的视觉和感觉，影响着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
　　街头弄口承载着上海人的怀旧情感，那些已经消逝了的景象依然鲜明，时常地闪烁在他们深深的
记忆里。
　　《上海街头弄口》由二十四篇文章组成，分为“衣食风尚”，“弄堂风景”，“马路风气”，“
都市风尘”四辑。
作者从那些烙下岁月印痕的马路上，弄堂里，寻找出不少令人回味的话题：《老上海裁缝手艺和绒线
生活》，《忧忆孩提食粥时》，《弄唐游戏杂忆》，《捉蟋蟀&#8226;买蟋蟀&#8226;斗蟋蟀》，《“
小热昏”卖梨膏糖》，《荐头店的前世今生》，《都市消暑方式种种》，《上海滩赌博风气谈往》⋯
⋯一幅幅老上海草根社会大众生活的真实写照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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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仲富兰，上海人，民俗文化学专家。
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长期在上海新闻媒体工作，曾任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副总监、高级记者，
《新闻午报》副主笔。
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新闻学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主
任、《传播学研究集刊》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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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衣食风尚　老上海裁缝手艺和绒线生活　话说中山装　赶时髦与海上时装勃兴　菜场、饭摊和“
包饭作”　犹忆孩提食粥时　海派菜肴“吃得开”弄堂风景　弄堂口的剃头店　石库门话旧　弄堂：
热闹的公共空间　“滚地龙”与棚户区的形成　弄堂游戏杂忆　捉蟋蟀·买蟋蟀·斗蟋蟀　花鸟虫鱼
与赏花传统马路风气　黄包车小史　“小热昏”卖梨膏糖　街头市场众生相　趋时善变的行话市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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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上海的娼妓　上海滩赌博风气谈往　迷信陋俗与数字禁忌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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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上海也开始了前所未有　　的近代化过程，在饮
食生产和消费的社会化方面发生了传统与近代化之间的　　对抗与冲突，为饮食文化和传统食俗的普
遍性变化提供了客观基础。
而餐饮　　和食品市场化的过程，其实就是上海饮食文化大踏步向前跨越的历史。
　　饮食市场化和社会化，这两个因素胶着状态的发展，竞争成为难以避免　　的现象，从而又表现
为一系列新事物的出现：一是“菜场”的出现；二是适　　应下层民众需要的“大菜饭摊”的出现；
三是类似于后世大食堂的“包饭作　　”的出现。
这三个新生事物，最为充分地表现了饮食市场化与社会化的种种　　特点。
　　在餐饮和食品业高度社会化的今天，超市的发达、购物的便捷，人们难　　以想像老上海的民众
，他们为每天的食品消费，走过了多么艰辛的历史过程　　。
在近代上海开埠以前，上海县只是江南的一个中等县，上海县城也只是一　　个直径不足三华里的小
县城，与江南的其他县城一样，民众蔬菜、副食品的　　需求与供应主要通过两种途径：第一，就是
乡间种菜的菜农，担挑肩扛，到　　县城里叫卖：时间一长，又有了专门从事销售蔬菜、副食品的菜
贩，他们从　　菜农手里买来蔬菜、副食品，尔后沿街叫卖，以走街串巷的方式，把蔬菜、　　副食
品送到居民区。
第二，在老城厢四周零零散散地分布着一些集市街，菜　　农或专事贩卖的小贩在那里设一些摊位，
传统社会的行商坐贾，早先在蔬菜　　和副食品销售中，已成雏形。
有些摊位还形成一定的分工，比如，这条街是　　专门卖蔬菜的，那条街是专门卖豆制品的，还有专
门卖副食品、南北货、河　　鲜、海鲜的，天长日久，民众到哪条街市买什么东西，都已经形成相对
固定　　的习惯，大家心知肚明。
时至今日，在黄浦区老城厢还保存了一些路名，例　　如“咸瓜弄”、“豆市街”、“火腿弄”、“
面筋弄”之类，应该是菜农与　　副食品小贩设立摊位并形成格局现象的一种昔日孑遗。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已经成为远东繁华的大都市，这种走街串巷叫　　卖的现象仍然比比皆
是。
当时著名的歌星和影星、有“金嗓子”美称的周璇　　曾经演唱过《讨厌的早晨》，其歌词云：“粪
车是我们的报晓鸡，天天早晨　　随着它起，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哭声震天是二房东的小弟弟
，双脚乱　　跳是三层楼的小东西⋯⋯”歌词十分形象地描述了三十年代上海里弄居民的　　生活场
景，但是，“前门叫卖菜，后门叫卖米”，也只是说对了一半，那个　　时候还有很多的上海人是到
菜农和小贩的固定摊位去购买的。
这个相对固定　　的“摊贩”的集合处，就是菜场的雏形。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随着中国近代化社会的逐步形成，在上海县城以北　　出现了租界。
最初，租界规定为洋人居住和贸易区，华人是不允许居住在租　　界的，因而租界实际居住人口很少
。
有资料统计，在1853年（清成丰三年）小　　刀会起义前，上海租界内洋人总数仅三百余人，加上为
洋行服务的工作人员　　也不过几千人，所以租界不设菜市，租界内洋人所需的蔬菜、副食品主要通
　　过到老城厢采购而获得。
1853年小刀会起义时，大批人群因躲避战祸而涌入　　租界避难；1860年至1862年（清同治元年）的
太平军东进期间，也迫使数以万　　计的苏南浙北难民进入上海租界避难，致使租界的人口激增。
虽然战乱过后　　，原先的秩序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不少山南海北的难民返回了原先的居住　　地
，但仍有相当一部分居民就在租界里住了下来（有资料说，当时至少十五　　万人在上海租界定居下
来）。
租界原是为避免“华洋杂居”而设立的，而此　　后，租界又成了五方合居、华洋杂处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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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街头弄口》给我、你、他上了一堂深动的历史课。
讲述了上海近代历史的一段段故事。
它离我们每个人是那么的亲近，又是那么的遥远。
它既激发我们这一代回忆那逝去的悠悠岁月，又引发我们憧憬那美好的未来。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上海街头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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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