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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精品魅力间徜徉（卢湾卷）》从卢湾区深厚而丰富的历史人文积淀中，选取精华；从特色街
道、教育文化、名人故居、人文景观、独特建筑、名特商业和历史遗迹等角度予以切入；并辅以图片
和地图，生动直观，进而构成了一个七彩的上海。
在表现上，它突出和强化了人文的元素，对此进行了全景式和多侧面的观照。
尤其是作者们调动自己上海生活的积累和体会，注重开掘和展现我们熟悉的上海景物和人事中间的文
化底蕴和文化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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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陕西南路、复兴中路这个十字路口，在我过去的日子里，有两段时光与它称得上是朝夕相处的：
一段是在我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每天上学放学都要经过这里。
另一段是孩子年幼，不到入托年龄。
而家里又无人照看，只好寄托在陕西南路213号、文化广场隔壁的一户人家，每天送她来回。
　　本来，在这路口的东北拐角上，靠陕南村的地方，有个警察的岗亭，伫立也有几十年了，不知什
么时候就不见了。
现在，每当我经过这个路口，总会想起一位老人，不论刮风下雨，他都拿着面红色的小旗，维护着交
通秩序。
见我天天背着包，推着孩子，小车上丁零当啷地吊挂着吃的穿的玩的，就吐出一口山东音：“小老弟
，你可真辛苦。
又当爹又当娘。
”　　北自延安中路，南到肇嘉浜路，这条全长2360米的陕西南路，几乎是全在卢湾的境内。
陕西南路筑路，是在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
　　最初的名字是宝隆路，是在1911年。
对于名字的由来，说是得名于长乐路口的宝隆医院，宝隆是个德国医生；与同济医院也有关系。
1915年，身在租界改得个洋名亚尔培路，说这是借用了比利时国王之名。
1943年，路名又改为咸阳路。
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改成现在这个名字。
　　不长的陕西南路，还是几家合用的。
属于卢湾的，只有路之东。
路西的延安中路至长乐路段，归静安区；再从长乐路南到肇嘉浜路段的陕西南路，是徐汇区的地面。
　　这三区共享的陕西南路，从北到南一路下来，还是有不少的看点。
因为本书说的是卢湾，那只能花表一枝：在淮海中路以北，主要有两处，一是名气较响的陕西南路25
弄，里面的12号是出国人员服务公司办的外汇商品供应站，是上海最早供应出国人员外汇商品的机构
，也是华东地区出国人员购买外汇商品的中心。
这里一度是“打桩模子”（“黄牛”）云集，买卖大件。
其二是红房子西餐馆，在本书中有专门的介绍。
这里就不展开了。
　　在淮海中路以南，有当年著名的赌窟回力球场和跑狗场。
后来，分别成了同样著名的文体场所，前者是上海体育馆，后者是文化广场。
现在，又在变身中⋯⋯　　这条路的这一路段，有过两次影响极大的火灾。
一次是1969年12月19日下午文化广场的那把火，当时，我就在一路之隔的永嘉路小学，成为一个新闻
事件的目击者。
那场火造成13人死亡，140人受伤，损失达329万元。
　　第二次是陕西南路上海造漆厂的大火，发生在1985年6月27日，也是一个下午。
烧毁厂房900平方米，伤8人，经济损失8万余元。
那时，我已从电视台新闻部调到社教部，没法再次成为新闻事件的目击者。
但领导就此发出做新时期“战地记者”的号召，依然记得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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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卢湾是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商业中心，淮海中路商业街横贯区域北部，是卢湾的精粹，也是上海高
雅繁华的象征；卢湾是中西文化的交点，她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容纳了不同国度的文化，区域内建筑博
览会似的众多法国式、英国式、西班牙式、罗马式建筑就是最好例证；卢湾是人才荟萃的集贤堂，区
域独特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造就了人才云集、群贤汇聚的人文景观。
　　改革开放后，卢湾有了更快、更大的发展：现代服务业迅猛发展，跨国公司、外商企业大批入驻
，外向型区域经济发展提速，打造出融上海本土文化符号和国际时尚元素为一体的新天地新景观，成
为中外游客感觉、触摸、体验上海昨天、今天和明天的最佳去处。
卢湾正日益成为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环境幽雅、居住适宜的现代化城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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