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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顾颉刚小时候少年老成，不爱游戏，只喜欢听大人讲神话故事，或与祖父外出散步。
祖父带他上街或给先人扫墓，看见一块匾额，一个牌楼，一座桥梁，必定会把它们的历史讲给他听，
回家后再让顾颉刚按着先后次序写成一个单子。
于是，在少年顾颉刚的意识里，就有了最起码的历史认识：凡是眼前见的东西都是慢慢积累起来的，
不是古代尽有，也并非现在才有。
后来成为一代历史大家的顾颉刚，回忆往事仍然说这个认识使他毕生受用。
历史不是一套套空洞的干巴巴的说教，也不能仅依靠宏大的历史叙事，历史是鲜活的，有着丰富的细
节，一个普通人，思想只要不被汗牛充栋的细节淹没，总能从具体的历史中得到感悟。
而最能让一个人历史认识得以升华的，恐怕就是生活周围最熟悉最常见的事情。
　　这本小书将向你叙述上海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来龙去脉。
从书中你会知道一百年前上海人怎么度过一年的四时八节，辛亥革命前夕上海人的生存环境、衣食住
行，最具上海地方特色的蔬菜，最平常的早点大饼油条；百年前的上海潮人怎样穿戴，以致上海女人
何时开始披围巾，何时拎着坤包上街之类生活史的细枝末节。
　　本书取名&ldquo;画说&rdquo;，因为图画和文字在书中同样重要，书中所选上海城市生活史的二
百余帧画面，都是从《点石斋画报》和《图画日报》等百年前的报刊上细心截取，有些画能直接传递
文字不能或者不曾记录的信息，有的画则以中西老报纸以及清末笔记细加考证。
图画传递老上海的市井风情，不只满足一般读者的好奇，对于再现历史场景的影视戏剧创作，也有参
考的价值。
辛亥前夕上海的中上阶层流行穿极高领子的衣衫、插胸花、冬天穿皮靴，这些服饰史的细节恐怕许多
导演舞美不曾留意。
百年前上海街头小店出售汽水，因为装在圆底的瓶中，所以必须倒挂在店堂里。
松江的欢乐谷之前一百多年，上海就曾有过西方发明不久的木质过山车，这些城市细节都能增强历史
的真实感。
关注细节不只是有趣，写作中尽力收集的第一手资料，或许也改写了文化史的通常说法，譬如上海人
使用煤气的最早时间，男装与女装红帮裁缝的区别，还有上海最早男女同台演戏的时间，这些在文化
史上不无意义。
扑克牌在中国的流行，过去很少见文献记载，我们在小说《海上繁华梦》中有了意外的发现，借助互
联网的帮助甚至找到了一百年前上海人最初玩的扑克，并且知道了生产它的美国公司依然存在，这种
牌仍然还在生产。
　　历史教科书关注的是那些给当时或后世带来深远影响的大事件、大人物、大发明、大改革，以及
改变社会进程的大战争、大革命。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将那些彰显易见大事件比喻为&ldquo;澍雨降而麦苗茁，烈风过而林
木摧&rdquo;。
除了明显地影响历史的骤变，还有一种历史以渐变的形态出现，譬如衣食住行之类生活方式，变化细
微而难以觉察，就好像是潮水冲击着河岸，渐渐地形成的淤滩；又好比隔夜的茶水在紫砂壶中慢慢积
淀为茶渍，哪怕细心的人也难以察觉。
然而历史的渐变一旦形成便不能轻易地被磨灭，一个社会或一个时代的共同习惯或心理，人们无法确
知它在什么时候，由什么人造成，但普通男女的饮食起居行为举止，也许对它的出现都曾起过作用。
历史是骤变和渐变的总和，悄然的渐变为彰显的骤变积聚能量，彰显的骤变又为悄然的渐变打开了闸
门。
辛亥革命正是烈风过而林木摧的历史骤变，这本书讲述辛亥前夕上海社会发生的细微而难以觉察的历
史渐变，也算是对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纪念。
　　最后，这本书写作和出版得到过许多帮助，钱丽明女士细心的编辑，美编魏来小姐对图画做了极
认真细致的装帧设计，秦静女士曾给本书的初稿提过不少的建议，还有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和卢
湾区图书馆的朋友，在本书资料收集中给予了热情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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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刘善龄等的《画说上海生活细节(清末卷)》这本小书将向你叙述上海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来龙去脉。
从书中你会知道一百年前上海人怎么度过一年的四时八节，辛亥革命前夕的上海潮人怎样穿戴，以致
上海女人何时开始披围巾，何时拎着坤包上街之类生活史的细枝末节。

《画说上海生活细节(清末卷)》取名“画说”，因为图画和文字在书中同样重要，书中所选反映上海
城市生活史的二百余帧图画，都是从《点石斋画报》和《图画日报》等百年前的报刊上细心截取，有
些画能直接传递文字不能或者不曾记录的信息，有些画则以中西老报纸以及清末笔记细加考证。
图画传递老上海的市井风情，不只满足一般读者的好奇，对于再现历史场景的影视戏剧创作，也有参
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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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代人送拜年帖或骑马或坐轿，清末上海富贵人家拜年先坐马车、人力车；到宣统年间又有了汽
车拜年。
有钱人貂褂狐裘，高车驷马，&ldquo;身不觉其冷，体不觉其劳&rdquo;，虽然日拜几十家，亲自下车
递帖的只有几处，其余一律仆从代劳。
贫穷人家忙于生计即使过年也没有空闲去行这等虚礼。
　　最苦恼是上海中等人家，他们大多做小本买卖，对那些生意场上的伙伴，或者经常往来的客户，
过年时候决不敢怠慢，但出门拜年只能靠两足奔波，沿门入贺，一天下来已是汗下如雨，筋疲力尽。
倘遇上雨雪盈途泥泞载道，上张雨伞，下穿钉靴，四处奔走更加苦不堪言。
　　拜年虽是个老习俗，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际交往的日益扩大，便不断有人想出简化的方法。
19世纪90年代上海官场开始流行团拜，这一风气最初兴起于京师会馆。
1885年农历新年，正值中法战争之际，浙江巡抚刘秉璋因时局严峻，不允各地官吏前往省城团拜贺岁
。
《点石斋画报》那一年特作&ldquo;新年团拜图&rdquo;，称赞&ldquo;此举固可敬又可师&rdquo;。
　　1909年农历的十月初八，《申报》登出一则印制贺岁名片的广告，只要花上一角洋钱就可定制洋
梅红纸的贺岁名片百张，那家叫振华物产的印刷所除了印中国传统梅红名片，也印&ldquo;外国名片，
每百叁角，洋文式角。
　　金边方角圆角或红纸或白纸，每百叁角至六角，隶字或宋字任诸君选择&rdquo;，一百年前上海正
处在中式名片向西式名片的转型，现如今诸位见惯了白纸黑字的名片，有谁还记得&ldquo;绕阶名纸拾
梅红&rdquo;的美丽年景。
其实名片、贺卡使用古朴鲜艳的梅红，应该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画里有话：贺年片有奖销售民国之后新式贺年片逐渐流行，推行这一新事物的是各家出版机构
，1918年文明书局发行的贺年信片分绅界、商界、学界、女界和普通等五种，每种都有相应的祝贺小
启，词句隽妙得体，不需再费笔墨；贺年片上绘有花草、风景、人物等图案二十余种，式样精美堂皇
，每张二分，一打二角。
1927年各书局发行贺年片不再设专门对象，唯有花草、人物等图案与双片和单片等不同式样的区分，
售价双片为三至二分，单片约一分半到八厘。
由于市场竞争激烈，各书局都以买二打送一打，或者在整包销售时附赠礼券，如大东书局头奖赠梅兰
芳牌香烟十听，或铁机花缎马褂料一件；二等赠獭皮四喜暖帽一顶或金山驼毛绒毯一条；三等赠天韵
楼游览券一张。
国华书局的奖品更加诱人，一等奖一名，奖品十足赤金戒礼券一只；二等五名，赠德国二磅热水瓶一
只；三等十名，赠裸体美女香烟盒一只；四等十四名，赠蜜蜡香烟嘴一只；五等四十名，赠玛瑙弹簧
铅笔一枝；小奖送的无非挂历、信笺、铅笔之类。
奖品昂贵虽不免为商家噱头，但贺年片市场大，获利厚，竞争激烈亦可推想。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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