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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素描》

内容概要

《可怕的上海人》内容简介：小小港口，她借助什么吸引世人？人文浅薄，她依靠什么征服世界？历
史短暂，她凭借什么成就辉煌？《可怕的上海人》将带领读者去认识上海之人、领悟上海之道和运用
上海之术，启悟读者创造成功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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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素描》

作者简介

程乃珊，1946年生，祖籍浙江桐乡，上海教育学院英文专业毕业。1979年开始发表小说，主要代表作
有《蓝屋》、《穷街》、《女儿经》、《金融家》等，都改编为电视连续剧或电影，另有翻译作品《
喜福会》、《上海生死劫》、《天书奇谭》。

    1991年开始穿梭于沪港两地，着重关注沪港两地文化、经济、民生的差异和缘源。2007年受意大利
都灵大学之邀访问讲学，2008年经大韩民国上海文化领事邀请赴韩国访问讲学。近年致力于上海城市
文化传承的研究和实录，先后出版了《上海探戈》、《上海Lady》等上海系列，并为多家传媒撰写专
栏。现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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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素描》

书籍目录

家族之树常绿家族之树常绿上海是个大舞池光远坊的故事——海上百年建筑世家张氏家族三代传奇城
市地标——城市生活流行色的载体外滩·上海名片·私人地图品质与风范——沉淀的美学苏州河——
上海故事从这里开始还乡之路第一个国庆老派上海人是这样约会的平衡才能和谐上海的法兰西元素电
车叮当天国送行者——中国及东南亚首位女殓仪师邝金枝上海绅士上海绅士——追忆经典947英语怀旧
金曲老编辑王亦贤生死与共浦东情——追思一代名媛郑念女士黄头发的上海人世博世家申博星激情探
戈慰藉心灵的光束母爱和母仪娜拉的出走与回归娜拉的出走与回归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不要太挺刮哦
小男人和大女人不必名媛，但求贤淑上海女人“作”，香港女人“姣”上海女人的上海女人的好男人
标准做头发你会吃醋吗？非诚勿扰话相亲发嗲和作嗲腔调热水瓶和咖啡壶方言和普通话方言和普通话
母语乡音寻生活、做生活和吃生活野鸡我的“蜗居”生活贵族之色麻将与国粹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
海西餐和上海小吃上海西餐和上海小吃中国香蓝色的中秋过年祭祖年糕和年花饼干琐忆阅读的灵与肉
阅读的灵与肉夏日偶感再富也不要富孩子“慢递”的魅力老校长一生最忠实的朋友——书籍你还找得
那把口琴吗？钟摆人生价钱和价值绿钞票度身定做

Page 4



《上海素描》

章节摘录

　　家族之树常绿　　四世同堂是中国传统最令人羡慕的一种最高境界的生活方式，意寓长寿、和谐
、富足和团圆，尽管内里肯定有这样或那样的矛盾，但分家始终被视为家道败落之兆，所谓“树倒猢
狲散”！反过来讲，在社会福利保障远不如现代的传统中国社会，这种“饭匀在一起吃”的大家庭式
生活方式，对突发性灾难或家庭重大经济变故，有相当抗衡力。笔者经历过四世同堂的大家庭生活，
随着20世纪60年代太祖母高寿去世，特别1966年“文革”受“黑串联”等莫须有罪名的威胁而彻底解
体。开放后各房陆续移民海外，要再同堂聚合谈何容易！期间风风雨雨七八十年，家族之树在各地开
枝散叶，回忆其中细节逸事颇有传奇性，竟也可以是一部新版《红楼梦》。　　我们程家原籍为安徽
休宁人，为避太平天国迁至浙江省嘉兴府桐乡县梧桐镇落籍，从此我们就成为桐乡人。中国传统，五
代为一服，程家宗谱排行为“汝”“树”“传”“家”“宝”；此为循环沿用，今时尚话为“滚动运
作”，以示程氏支脉生生不息之　　意。旧时老家桐乡程氏祠堂有家谱定期修续，最后一次修续
为1946年抗战胜利后修续“家”字辈，所以我哥程家濂（1944年生）正好轧进去，解放后至今就再也
没有修续过，不知这份家谱还在吗？家谱其实是最客观、最原始的社会档案！从前有一句话：“只要
凭着国际歌的旋律，就能在世界每个角落找到同志。”　　这话今天当然值得商榷，但是我绝对相信
，只要凭着家谱中名字的宗辈排行，再配上籍贯，全球任何一个华人都可以找到自己的根。　　太祖
父程汝盛，字震权，在杭州张公馆（前清山东巡抚）做账房先生，后又在张家女婿、北洋政府总理孙
宝琦（他的孙女就是张爱玲的后母）家做账房先生，并在乡间开爿小小的蚕种栈“久盛号”，太祖母
就在乡间养蚕种桑，辛勤劳作。太公早在我出生前已去世，照片上的太公一脸严肃、不苟言笑，一看
就是凡事一点一划的，想来绝不会做假账。由他立下的节俭、用功、谦和、孝顺、互助的家规一直被
小辈记住，可以讲是程家家风。从前老上海说的“好人家”，其实并非指家财身价，而是指家风家规
。　　太公先后育有十一个子女，但最后长大成人的只三子一女，即大伯祖树棠（字不详）、二伯祖
树榛（字慕颐）和祖父树槦（字慕灏），姑婆慕英。大伯祖树棠英年早逝，祖父常告诫我们：要永远
记住大伯祖对我们家做出的牺牲。早年太祖父财力单薄，为帮助家计，大伯祖（树棠公）早早辍学去
南浔启泰酱油店学生意，后任职大掌柜。大伯祖母则留在桐乡与太祖母一起种桑养蚕，正如茅盾在《
春蚕》中所述。婆媳俩形同母女，起早摸黑，她们孵养的蚕种名驰桐乡梧桐镇，一时有“久盛号蚕种
为最好”之说。古语长嫂如母，祖父与二伯祖对这位嫂嫂是一世尊敬。祖父常说，他少小时脑后拖的
辫子（时属晚清）都是慈爱的大嫂为他梳编的。祖父和伯祖是一辈子记住大哥的恩的。　　后来家境
好转后，祖父和二伯祖及太祖父合资在杭州孩儿巷建造中西结合的三层洋房一幢（几年前才被拆迁，
原址已建起省医院）。为答谢大伯祖对全家的牺牲，这幢房子一直由大伯祖及其后代居住至动迁拆除
。就此大伯祖家的支脉就在杭州开枝散叶，故而，我们与其后代也疏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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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素描》

精彩短评

1、一些零碎的上海闲话，家事家史，翻翻还是可以。
2、母上大人说这本书非常好看
3、写人物比写事物的篇幅大，当然，喜欢历史细节的还是不错的选择
4、了解很多老上海的历史和传奇人物
5、虽然书的内容不错，但书的封面有破损，表示有点不开心，希望卖家以后小心
6、大致浏览了一下。非常好。说起来程乃珊的父辈程学樵与我父亲是同学，都已作古也。视书如睹
人，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7、程乃珊今天早晨去世了
8、内容比较丰富，可惜程女士文笔一般。
9、大家程乃珊的作品，值得阅读。原汁原味的描写上海之作
10、程乃珊一贯的风格...以后是看不到了
11、一直喜欢上海女作家的书，尤其陈丹燕描写旧上海的。这本书没写出味道来，有些文章是在报纸
上发过的小杂文，像个旧闻汇集。
12、描写上海的书,都想看.
13、没陈丹燕的好  不过四人已逝 也算纪念
14、我喜欢程乃珊的书,但这本书与作者之前的作品相比不够理想,感觉出版有些仓促.
15、缅怀程乃珊先生。
16、程乃珊女作家四世同堂的纤细描写，回味无穷！
17、老妈要求买的，稍微瞄了几眼，还可以。另外谢谢快递大姐台风天送书，感动哈
18、非常好看
19、程乃珊是炫富狂魔，上海人的风骨解释的很好，穷也要穷出精致
20、先生终于出新书了！先生的书每本都收藏。怀旧的上海人和喜欢上海的人都会喜欢先生的书！
21、“上海这座大舞池，不用入场券，却是势利的名利场。”可谓之恰当而中肯的比喻。//然而记述
人物事件的方式却乏善可陈。更糟糕的是，我不自觉地认为这似是笔者一部炫耀自身家世的作品。篇
章间有重复内容，注释顺序前后颠倒。望有改版有增进。
22、一个时代，一个名媛，致敬
23、前半段介绍老上海历史和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传奇经历颇有参考价值，后面似乎是充数而塞进一
些以前的文章，与主题无关，属粗制滥造之作，失望
24、从前去上海时一个书店老板推荐我看程乃珊写的上海，因而记住了这个名字。现在读完她笔下的
上海，认为她的文字太过于平稳，就像新闻论述稿，没有上下起伏。同样是长大上海的女作家，张爱
玲的华丽，陈丹燕的柔美，王安忆的绮丽成为她们的一个特点。相比之下，程就乏味得多了。当然，
她的书我只读了这本，所言可能不全面。
25、“女孩子可能生得不漂亮，但可以长得很漂亮。”“钻石固然晶璀华贵，但棱角太锐，太显锋芒
，做人不可如钻石......""再富，也不要富孩子。”在程乃珊的笔下，当年那批老上海留给我们下一代精
神上的教诲和财富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她通过对老上海生活上细致入微的描述，带领我们感受到
了当年那批人的风采以及我们所能传承下去对精神财富。
26、帮同事买的，程乃珊的书近期热销，不错。
27、和上海阿姨拉家常
28、还可以吧。没有期望的那么好！
29、本人是老上海的粉丝，也是程老师的粉丝，她的描写老上海的作品，都是必看的。
30、写的真好啊
31、能如此书写老上海的风情世故、名人轶事的作家，恐怕以后难寻了。
32、刚刚收到还没有读呢，但是很期待。喜欢她的作品。
33、真没有陈丹燕写得好啊，不过人都走了，也不多评说了，过几天4.22还是她的忌日。然后书里的
小毛病也不少的，英国大名鼎鼎的wedgwood有几次出现都变成了wegwood，这大概是校对的问题了吧
。
34、上海宁看看，长点老上海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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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素描》

35、程乃珊笔下的上海总是那么有味道。
36、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上海绅士，上海名媛，品质与风范，无论你在哪个城市，都得对她的沉淀
有所了解，上海的故事从这里开始，力荐！！！
37、其中有几篇写得很不错,跑上来几篇像家族广告,不喜欢.
38、程乃珊的文章是我I喜欢的调调
39、上海资深女作家写的一部小说，对上海的历史、曾经的辉煌、时髦都有独特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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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素描》

精彩书评

1、我与程乃珊先生——对了，在上海话里，“先生”一词其实是不分性别的。我们这一代人上中学
时，对所有老师，不论男女，全部是称“先生”的。程先生说她曾经担任中学教师多年，因此称她为
先生是绝对不错的——应该说神交已久。八十年代，程先生曾多次造访天津，在《今晚报》发表一些
访谈之类。那时我也在天津工作。当然，本人与程先生相差级别太大，不可能见到她，但因为是上海
老家来的名人，有关程先生的文章是每篇必读的。现在想来，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程先生赞美京津
河北一带的英雄豪杰时说提到的那句“燕赵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我想，那种恰如其分的“溢美”
之词，一定会让在地的听者读者十分受用的。回国这几年，经常看到程先生出现在上海电视台的各种
节目，特别是曹可凡先生主持的节目上，侃侃而谈她心目中的上海，尤其是“老上海”，深有同感。
这次，又读到了程先生的《上海素描》，更是感同身受，在此记下一点读后感吧。程先生的文笔，没
有任何豪言壮语，既不雄壮豪迈，也不激情澎湃。只是娓娓道来，用词也很平淡，就像相知相悉多年
的老友之间的叙旧。但字里行间，却透着一股贵气，一股傲气，一股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大气。也许，
这就是上海人所推崇的“有腔调”吧。对于“上海人”这个词，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过去是有点带“
贬义”的。直到今日，地域之间交流已经如此频繁的今日，“新上海人”已经大有取老上海人而代之
的趋势的今日，连上海话也已经逐渐式微的今日，却还是有人会给上海人戴上各种各样诸如“小气”
，“会算计”之类的帽子。然而，程先生在《上海素描》这本书里，对这种指责，没有申辩，没有驳
斥，丝毫没有要挑起“吃大蒜的”与“喝咖啡的”之间的争斗的意思。在程先生这本书里，找不到任
何的“义正词严”或“理直气壮”。程先生只是在慢慢叙述着一个个日常的往日的家人朋友在上海的
平凡往事。可是，正是在这些一点都不惊天动地的往日情怀里，洋溢着典雅，洋溢着精致，洋溢着豁
达，洋溢着程先生所钟爱的“海派”气质。上海，上海——为什么每一个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或在
上海生活过的人都会有一种铭心刻骨的，至死不渝的上海情节呢？这不是每个人都能解释的。程先生
在本书中，也没有试图去解释。但只要真正用心去读它，相信读者是会体会出来的。如果要我来解释
，我想，这大概就是我在为刘再复先生的《思想者十八题》一书写的读后感中所提到的那种“贵族气
质”的感召吧。近来“老上海”的话题是愈来愈热了。程先生的《上海素描》是其中的很有份量的一
份子。谢谢程乃珊先生，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来读这本书，从而读懂老上海，老上海的精神，老上海
的气质，老上海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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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素描》

章节试读

1、《上海素描》的笔记-第1页

        李香兰——《夜来香》
西藏路——虞洽卿路；南京西路——静安寺路；延安西路——大西路
上海点心——生煎包、大饼油条、豆腐浆
亭子间
光远坊——张继光私宅——协盛营造厂厂主——中山东一路29号东方汇理银行——法国巴洛克新古典
风格
第一幢带餐饮集娱乐为一体的酒店——外滩19号汇中饭店
大马路：南京东路；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四马路：福州路；五马路：广东路
四大公司：先施、永安、大新、新新
石库门、新式花园里弄、公寓楼、洋房（殖民式风格，即英国乡村式住宅、北欧风格及德国托斯卡式
风格等；海派风格，即中西结合的花园住宅，如张爱玲出生的张公馆；现代派风格，如邬达克绿屋）
3R先生：雷朋眼镜、兰羚自行车、朗生打火机
5R先生：雷朋眼镜、兰羚自行车、朗生打火机、劳力士手表、劳力法力斯相机
传统派时尚先生：虞洽卿、张继光；讲究本土老字号的百年老店，对舶来品品牌仅限于汽车、手表、
收音机等耐用品
公馆派时尚先生（5R）：追求名牌，英国Wedwood瓷器、法国Lalique水晶
学院派时尚先生（3R）：注重个人形象，Arrow衬衫、Park钢笔、OMEGA手表、Jaguar袜子
圣约翰大学里的苏州河
罗宋西餐馆-白蛾人
邝金枝
愚园——愚园路
龙华集中营

2、《上海素描》的笔记--

        

3、《上海素描》的笔记--

        

4、《上海素描》的笔记-第74页

        

5、《上海素描》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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