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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文明的步履声（金山卷）》

内容概要

《聆听文明的步履声(金山卷)》主要内容：金山区历史悠久，江南地区典型的史前文化——早期“良
渚文化”遗存于此。金山素有“上海粮仓”之誉，盛产大米、瓜果、蔬菜、鱼虾、禽蛋、海产品等，
现已形成出口蔬菜和精品西瓜两大主导产业以及种植葡萄、蟠桃、草莓、花卉苗木和食用菌等五大产
业基地。
金山蕴藏着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金山土布”享誉江南，精美的雕花木床、洒脱明丽的灶壁画、造
型别致的砖雕是农民的艺术世界。在民俗艺术的沃土上，现代金山农民画让自己的民间艺术走向世界
。金山故事、金山影视文学和金山农民画被称为金山民间文艺百花园中的三朵奇葩。“一镇一品”特
色文化创建工作使金山的人文景观摇曳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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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明步履　　张堰镇：一代名相张良曾隐居此地　　张堰镇位于金山区中部，东邻朱行、山阳镇
，南、西与金山卫镇接壤，西北与干巷镇毗邻。境内山明水秀，土地膏腴，民风淳朴，是典型的江南
水乡。　　张堰镇古称赤松里、张溪、留溪。相传刘邦打败项羽，坐上帝位，封张良为留侯。一代名
相张良为刘家建汉朝立下汗马功劳，可他深知伴君如伴虎，找好友赤松子谈起了隐居之事。赤松子云
游四海，见多识广，对留侯张良隐居之念大为赞赏，并自告奋勇携留侯张良出游寻找隐居之地。两人
四海为家，足迹遍及神州大地。这一日到了湖边一条小溪旁，只觉浑身神清气爽，抬头展望：溪水清
澈见底，两岸果木郁郁葱葱，满地庄稼硕果累累。张良不禁赞道“好地方，好地方”，便不想离开了
。不久，当地百姓得知隐居小溪边的是留侯张良，便把这无名小溪称作了张溪。　　多年以后，一次
海潮侵袭，横扫百里良田民居，庄稼受淹，茅屋皆塌。所幸张溪百姓由张良带上山去而逃过一劫。张
良看到百姓遭此劫难，心中隐隐作痛，立志要办筑堰大事。正当他日夜盼望着早已远走高飞的赤松子
重归张溪之际，赤松子竞然真的又来了。赤松子知道张良要为民造福的心愿，布阵作法，使张溪上一
夜之间冒出了一条堤堰。　　由此相传神仙筑堰，后人仿效。至唐代为御海潮之袭，更是筑华亭十八
堰，其中张泾堰便筑于张溪处。　　堰成潮退，百姓安居乐业，张溪边集市逐年兴旺繁荣起来，老百
姓为感念张溪上张泾堰御海潮之好处，就把张溪边由集市成镇之地称作张泾镇，而后来又索性叫开了
张堰镇。张堰镇之名便一直传至今日。　　张堰镇内还有相传为秦始皇登山望海的秦山（又名秦望山
、秦皇山、秦驻山）。唐末至元代，浦东盐场课司大事署设于张堰。明代驻金山巡检司署、税课局，
一度设金山分府，为金山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张堰在晋朝已形成商市。明清商业兴旺
，尤以米业为盛。《重辑张堰志》称：“牙行米市聚晨昏。”民国初期，相继出现金山地区最早的商
会、钱庄和银行，近代工业起步。　　张堰人自古以来重视教育，张堰重视教育的传统由历史积淀形
成的。早在元代，张堰白杨竹西树帜吟坛后，明清之“能诗者不下数十辈，或专集，或录总集，指不
胜屈”。清代金山出过两名状元，其中康熙三十年（1691年）状元戴有祺，他的老师黄枢就住在张堰
；辛亥革命时期名震天下的进步文学团体南社的创始人之一高天梅，是张堰人；南社后期主任姚石子
是张堰人；南社耆宿高燮是张堰人；还有近代著名书画家白蕉，也是张堰人。清末，张堰有6所两等
小学堂，12所初等小学堂，还有1所女学堂。张堰重视教育的程度，可见一斑。1923年发表《周髀北极
睿玑考》的中国近代天文学开拓者高平子，曾担任张堰中学前身张堰浦南中学校董主席。经过多少次
改朝换代，张堰“教脉”不断，时至今曰，张堰中学仍有出色的教学成果。　　张堰镇曾是金山革命
的策源地。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高天梅等人创办《觉民》月刊，宣传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
，恽代英、萧楚女、陈云等革命家曾来张堰地区指导革命活动。1924年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金山县
党部、1926年成立的中共浦南特支，皆建于此。　　张堰经历过沧海桑田的变迁，走进今天的张堰镇
，这里巷陌洁净，几乎家家养花，姑娘、妇女都善打“木兰拳”。从20世纪50年代始，张堰就以“苏
南首个卫生镇”而闻名于江浙沪，如今，张堰又被列为“国家健康镇”试点镇（全国仅有2家），被
市政府列为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中的中心镇。世界500强公司中的6家在张堰工业园区投资建设，在国
内乃至国际上颇具影响力的“南社纪念馆”正吸引着四方宾客，引人注目的包玉刚国际实验学校已经
落户。　　张堰，正朝着“实力张堰、活力张堰、魅力张堰”的目标迅跑。　　亭林镇：上海“良渚
文化”主要发现地之一　　亭林是历史悠久的江南名镇，位于金山区的东北部，南至金山卫和上海石
化总厂，西抵沪浙边境，东达上海市区，距上海市中心45公里。面积122.27平方公里。　　亭林是上
海地区“良渚文化”的主要发现地之一。位于镇区西部祝家港东岸、大寺场及原亭林中心小学周围的
良渚文化遗址，在四次挖掘中，共出土墓葬23座，石器制作场1处，出土文物近500件，这些文物目前
主要收藏在上海博物馆和金山博物馆中。良渚文化印证了早在4000多年前，亭林先民已创造了灿烂的
原始文化。　　亭林镇相传由“十二家埭”发展而来，原是农村鱼米集市。南朝梁、陈年间，著名文
字训诂学家顾野王游学隐居于此，他的住宅旁边有一片树林，人称“顾亭林宅”，亭林由此得名。唐
代以后，亭林已形成集镇。明清时成为浦南重镇。亭林镇清代属华亭县云间乡，1912年称亭林市
，1930年为松江县十二区驻地，1945年称亭林区，翌年改称浦南区。解放后，为亭林区政府驻地
，1957年撤区并乡，成为县属镇。1966年10月，改属金山县。　　亭林工商业发展较早。清光绪三十
四年（1908年）已有以柴油机为动力的碾米厂，民国时期全镇有60多家米行。1922年曾建蓄电池厂，
并利用米厂动力在晚间发电，商店开始有电灯照明。1937年，日军入侵，南、东两街商店、住宅焚毁
殆尽。抗日战争胜利后，工商业诼渐恢复，至1949年，全镇计有商号222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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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世博人文地图丛书》是由上海百家出版社精心策划的一套为上海市民及各地游客纵深展示
上海各个城区的大型丛书。　　《聆听文明的步履声（金山卷）》为丛书之金山卷，包括建设成就、
历史沿革、胜迹新景、今昔名人等。重点围绕金山区地标性建筑，展新颜、谈故旧，在新与旧、远与
近、深与浅的有序比照与变幻中，灵活地展示金山区的嬗变历程与演变特点，阐释金山区人文历史的
细节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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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传说，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完成了统一大业，听说柘海湖畔有个留溪镇，镇西有座小山，山上
时有金鸡报晓之声⋯⋯”戏说得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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