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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故境》

内容概要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一百年间，上海渐渐地从那个冒险家在死亡嘴边捞些钱财就走的“跳板
”，变为承载故事与情感的“东方象征”。形形色色的商人、政客、文人、戏子、江湖人等纷纷来到
上海，从外滩发迹，与上海人共同开创了这座国际大都会的奇迹。外滩的一栋栋建筑，二三十年代黑
帮大佬争霸，伶人戏子们的前尘往事，甚至是海派文学代表人物张爱玲的踪迹，在这百年的上海滩里
缓缓拉开序幕。
我们要讲的不是那个局限于某个方位或某段历史时间中死去的上海，而是街头巷尾、口耳相传的弄堂
故事，是鸿篇巨制开埠历史后面那些上海先生们落寞的情感空洞，是人人都会哼唱的《上海滩》，是
读着海派文学长大的女子们前仆后继实践着的《红玫瑰与白玫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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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故境》

作者简介

彭颖，专栏作家，资深媒体人，多以lavigne 为笔名在时尚媒体发表游记。写作及游历经验丰富，从风
俗迥异的少数民族部落，到人迹罕至的阿里荒原，背包走遍中国西部及尼泊尔、印度，后来找到一种
方式在城市中漫步，在生活中旅行。尝试用丰富多元的文学想象，体验及解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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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故境》

精彩短评

1、就说我这个对上海几乎一无所知的人也挑出了几个错误⋯
2、照片太漂亮
3、有点干货但是水分和个人臆想YY太多了 一看就是不懂上海的外地人腔调
4、速翻，很多片段还是学到知识的，但是过多矫揉造作
5、花擦擦的书
6、.
7、感觉本书前后就不像一个作者。写张爱玲的部分倒是颇有意思，也有情怀，前面写外滩写黑帮，
带着不正三观的强烈感情，甚至充分表明对赫德的赞美，很奇怪。
8、内容很多很杂，更像是一本百科知识
9、没什么深度内容
10、跟百度百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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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故境》

精彩书评

1、喜欢张爱玲，这本书也有点文艺范，适合文艺青年啊张爱玲对服饰的热爱众所周知，不仅限于她
那篇刊登于英国报刊专门针对中西服饰研究的美文《更衣记》。从她年仅19 岁时写的自传《天才梦》
到《童言无忌》、《十八春》、《色·戒》⋯⋯几乎她的每篇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有鲜明而细腻的穿衣
风格，她习惯于从服饰观察人间百态。20 世纪40 年代的时尚风潮是一袭紧身的丝绸旗袍，配上复古小
卷发，项链、耳环、手表、皮包，透明丝袜及高跟皮鞋，一方手帕随手掖在裸露的手臂腋下纽扣间。
有钱人家的太太们手戴大颗钻戒，“洗牌的时候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色·戒》）。在张爱玲的
字里行间，可以整理出一套40 年代的时装行头。中西混搭，改良旗袍20 世纪30 年代开始，世界女性时
尚风潮被欧美引领，可可·香奈尔、玛德丽·维奥内特将女性解放意识通过服饰表达出来，这一时期
欧美的女性风尚可以用“透”、“露”、“瘦”、“短”四字概括。勤快而开放的上海女人很快便接
受了这种新思潮，并戏剧性的加以改良，便形成了当时上海滩中西混搭的时装风：在领子和袖口上设
计西式翻领、开叉袖、荷叶袖，下摆缀有荷叶边或是蕾丝边等欧化风格的装饰物。穿着旗袍的方式也
局部西化，如在旗袍外搭配一件略有男性风格的西装外套。旗袍高开衩早期“局部西化”的时候，旗
袍长及脚踝，还是相对保守。张爱玲在《十八春》里写到，“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
的风格。”1927 年，有些时髦女子想提高旗袍的高度，又怕遭到守旧派的非议，便一面将旗袍做到小
腿肚以上，一面又在旗袍下摆钉上三四寸长的蝴蝶裥。1928 年，旗袍进入新阶段，长度缩短到膝下两
寸许，整个小腿都裸露在外，很方便行走。直至1932 年以后，旗袍从低衩、无衩变成高衩，衩高过膝
甚至及臀，蔚然流行。上海当红明星顾梅君当年常穿高衩旗袍出入交际场，电影《色·戒》中扮演王
佳芝的汤唯件件旗袍都高开衩至臀，既符合其贵妇身份，又极富挑逗之意。无袖张爱玲留在世上最出
名的那张照片：寒得沁人的深秋，张爱玲穿着无袖旗袍，袖缘还往里裁减得很深，从这边的肩胛骨可
以看到那边的肩胛骨，张爱玲把瘦削的旗袍穿到了刻薄。1937 年之后，主流旗袍的袖长缩至肩下两三
寸，几乎没有袖子，被称为旗袍史无前例的特色。在电影《色·戒》中由于旗袍无袖，王佳芝给易先
生唱《天涯歌女》时，腋毛若隐若现，成为电影话题之一。李安称，那个年代上海滩淑女，原本就是
不刮腋毛的。布料对于布料的选择，张爱玲喜欢“参差对照”，“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
那时候流行的旗袍布料，夏季多选择纯棉印花细布、绸缎、麻纱、提花布等薄型织品。电影中王佳芝
的旗袍在南方香港相对比较薄透，不同于传统中国旗袍上的牡丹、龙凤、鸳鸯等传统花纹，王佳芝的
旗袍上花纹多为唐草、腊梅、玫瑰、云纹、几何等图案，更显素雅。张爱玲在《对照记》中有两张照
片穿着广东土布做的衣服，布面图案是“最刺目的玫瑰红印着粉红花朵，嫩黄绿的叶子，印在深紫或
碧绿地上”，她就喜欢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飘飘欲仙，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
张爱玲从小就喜欢去虹口买日本布料，因为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幅图画，一卷卷都像古画儿似的卷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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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故境》

章节试读

1、《上海故境》的笔记-第30页

               英国领事馆：万源之源
       
       一百六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远离老上海中心县城的李家庄坟场，英国首位驻沪领事巴富尔便以
他敏锐的殖民者眼光，盯准了这片泥滩芦苇荡，他预言这里势必成为英国远东势力的根据地。他的判
断没有错，这里是自古以来的战略要冲，清军曾在此设立炮台，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是从这里开始失陷
了整个吴淞地区。很快他的预言也成了真，由这里延展开一个世纪的远东殖民史。
       外滩上出现的第一栋欧式建筑建于1873 年，有宽阔的草坪、四坡顶蝴蝶瓦、南洋风格的外廊、罗
马式栏杆⋯⋯其实这不是典型的英国文艺复兴建筑风格，而是东印度商人融合了南洋文化特色发明出
的新式样。楼外巨大的草坪是典型英国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里不仅举办了殖民大楼奠基仪
式和赛花会，还经常举办社交舞会。第一批来上海的殖民者都是单身汉，又由于“华洋隔离政策”的
严格限制，租界内几乎没有女人。1851 年的一个夜晚，一帮穿着燕尾服的光棍们在黄浦江畔翩翩起舞
，泥滩上吹来湿冷的风，在脸上抹去的不知是雨还是泪。
       

       亚洲文会大楼：博物馆与图书馆的源头

       位于虎丘路上这座现今看起来不起眼的红砖建筑，曾经是上海首个自然历史博物馆，以及首个西
方汉学图书馆。该楼命名源于英国皇家亚洲文会（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Society）, 它既
是一个汉学机构，也是西人文化的传播机构。其成员最初为英国人，1887 年11 月开始向所有国家开放
，同时还规定“吸收有名望的中国绅士加入文会，因为他们可以帮助文会在中国展开活动。”1911 年
以前，文会发展为“英美在华侨民为主的国际文化组织”，但最初根本没有中国籍会员参加，大多是
薪资和知识层次都很高的驻沪外交官、传教士及大学教授。1868 年，文会计划建立图书馆，同时也计
划建立博物馆，并且还因此将这条路改为“博物馆路”，这栋建筑成为在外滩源地区第三座英侨社团
建筑，是高层人士的文化俱乐部会所。
       如今见到的亚洲文化大楼是1932 年由公和洋行设计翻修后的装饰派风格大楼，顶部、门框等细节
都可看到中国传统装饰图案，内部还设计了八卦窗。大楼功能设计完善，一楼为演讲厅，二楼为亚洲
文会图书馆，是最早且最好的东方学图书馆；三、四楼为首个自然历史博物馆，并采用西方博物馆的
陈列方式。在当时的上海，最初是由西方人打开了中国人对东方的全面认识。如今的亚洲文会大楼低
层为“外滩美术馆”，是外滩源片区改建后首开的第一所公共美术馆。

       文化之光：出版外滩源

       跟随着西方殖民者进来的未必只有坚船利炮，首任领事巴富尔那句“要使一切未开化文明屈服较
高文明之下”，至今虽听来仍令中国人刺耳，但最初的英国冒险家们却带着他们自认为“上帝的旨意
”，将权杖指向遥远的东方。 
       第一本在上海印刷的外文书籍是《圣经》，1843 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远渡重洋来到上海建立起第
一个西方印刷出版社“墨海书局”，他写信至伦敦总部请求将最大的现代滚筒印刷机运送至上海，开
启了中国的现代印刷术。而随之一大批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如点点星火，开始以燎原之势覆盖了整个中
华大地。
       在这个占地面积并不大的地块，图书馆、博物馆、戏院和新闻出版机构如此集中，在当时全中国
堪称奇观。无怪乎著名作家袁鹰，在每次提起上海时总说，“最难忘便是圆明园路，因为那里曾经点
亮过多少人的心，燃烧过多少人的梦。”上述的这些文化机构都早已消失，只有部分建筑至今仍在无
声地缅怀着那份光荣与梦想。
       从外滩源开始的诸多出版机构，至1930 年代前后福州路、山东路一带聚集大小报馆、书局、印刷
厂30 多家，成为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期间西学东渐的最大基地，是社会运动和思想文化的传播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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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故境》

撼动古老中国的思想力量从这里发起，启蒙意义远远超过了上帝的福音。
       在今日位于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海事时代展厅内，陈列着英国人引以为豪的远东殖民地图，由
天花板穹顶上伸出一只巨大的水晶手指，指向地球仪上远东的那片海域。英国人认为那是上帝的手指
，他们是带着上帝的旨意要将文明与福音“传播”给东方⋯⋯而上海，也因为承载了这西方的价值旨
意，始终都无法为自己那段模糊的历史做辩解。或许，站在人类的角度，在苍穹之外那个上帝的眼里
，并没有所谓东方西方的区别，也不存在国度疆域的隔阂；或许，我们该记住的是那个腐朽的封建统
治者，而不是上海身上混杂的血液。

2、《上海故境》的笔记-第229页

               张爱玲对服饰的热爱众所周知，不仅限于她那篇刊登于英国报刊专门针对中西服饰研究的美文
《更衣记》。从她年仅19 岁时写的自传《天才梦》到《童言无忌》、《十八春》、《色·戒》⋯⋯几
乎她的每篇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有鲜明而细腻的穿衣风格，她习惯于从服饰观察人间百态。
       20 世纪40 年代的时尚风潮是一袭紧身的丝绸旗袍，配上复古小卷发，项链、耳环、手表、皮包，
透明丝袜及高跟皮鞋，一方手帕随手掖在裸露的手臂腋下纽扣间。有钱人家的太太们手戴大颗钻戒，
“洗牌的时候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色·戒》）。在张爱玲的字里行间，可以整理出一套40 年代
的时装行头。

       中西混搭，改良旗袍

       20 世纪30 年代开始，世界女性时尚风潮被欧美引领，可可·香奈尔、玛德丽·维奥内特将女性解
放意识通过服饰表达出来，这一时期欧美的女性风尚可以用“透”、“露”、“瘦”、“短”四字概
括。勤快而开放的上海女人很快便接受了这种新思潮，并戏剧性的加以改良，便形成了当时上海滩中
西混搭的时装风：在领子和袖口上设计西式翻领、开叉袖、荷叶袖，下摆缀有荷叶边或是蕾丝边等欧
化风格的装饰物。穿着旗袍的方式也局部西化，如在旗袍外搭配一件略有男性风格的西装外套。
       
       旗袍高开衩

       早期“局部西化”的时候，旗袍长及脚踝，还是相对保守。张爱玲在《十八春》里写到，“初兴
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1927 年，有些时髦女子想提高旗袍的高度，又怕遭到守
旧派的非议，便一面将旗袍做到小腿肚以上，一面又在旗袍下摆钉上三四寸长的蝴蝶裥。1928 年，旗
袍进入新阶段，长度缩短到膝下两寸许，整个小腿都裸露在外，很方便行走。直至1932 年以后，旗袍
从低衩、无衩变成高衩，衩高过膝甚至及臀，蔚然流行。上海当红明星顾梅君当年常穿高衩旗袍出入
交际场，电影《色·戒》中扮演王佳芝的汤唯件件旗袍都高开衩至臀，既符合其贵妇身份，又极富挑
逗之意。
       
       无袖

       张爱玲留在世上最出名的那张照片：寒得沁人的深秋，张爱玲穿着无袖旗袍，袖缘还往里裁减得
很深，从这边的肩胛骨可以看到那边的肩胛骨，张爱玲把瘦削的旗袍穿到了刻薄。
      1937 年之后，主流旗袍的袖长缩至肩下两三寸，几乎没有袖子，被称为旗袍史无前例的特色。在电
影《色·戒》中由于旗袍无袖，王佳芝给易先生唱《天涯歌女》时，腋毛若隐若现，成为电影话题之
一。李安称，那个年代上海滩淑女，原本就是不刮腋毛的。

       布料

       对于布料的选择，张爱玲喜欢“参差对照”，“红绿对照，有一种可喜的刺激”。那时候流行的
旗袍布料，夏季多选择纯棉印花细布、绸缎、麻纱、提花布等薄型织品。电影中王佳芝的旗袍在南方
香港相对比较薄透，不同于传统中国旗袍上的牡丹、龙凤、鸳鸯等传统花纹，王佳芝的旗袍上花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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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故境》

为唐草、腊梅、玫瑰、云纹、几何等图案，更显素雅。
       张爱玲在《对照记》中有两张照片穿着广东土布做的衣服，布面图案是“最刺目的玫瑰红印着粉
红花朵，嫩黄绿的叶子，印在深紫或碧绿地上”，她就喜欢穿着“博物院的名画到处走，遍体森森然
飘飘欲仙，完全不管别人的观感。”张爱玲从小就喜欢去虹口买日本布料，因为日本花布一件就是一
幅图画，一卷卷都像古画儿似的卷起。

3、《上海故境》的笔记-第134页

               人贩霸

       贩卖人口在旧上海有很长的历史, 共有两种方式：一种专贩男孩，暗语叫“搬石头”； 一种专贩女
孩, 暗语叫“摘桑叶”。男孩往往被卖去做苦力，女孩就要沦落为娼妓。
       当时做此买卖的人贩霸有三大势力。一大势力范围是公共租界的尤阿根, 曾任公共租界老闸捕房刑
事股总探长, 也参加过青红两帮, 有徒弟5000 多人。他们将女孩拐卖到公共租界的福州路会乐里高等妓
院（俗称“长三堂子”），有的卖给福州路状元楼宁波饭店后面的十几家宁波妓院, 还有的卖给福州
路、浙江路、广西路口一带的低级妓院。
       还有一大势力是法租界法捕房的任文祯, 此人是杜月笙的学生, 有徒弟1000 余人, 他的后台是法捕房
刑事科长范郎打。他们往往将女孩卖到黄金大戏院后面爱来格路（现柳林路）褚家桥一带, 以及东新
桥宝裕里、宝兴里等处的数十家二等妓院，俗称“幺二堂子”；有的被卖给爱多亚路（现延安东路）
、朱葆三路（现溪口路）到郑家木桥福建南路一带靠法租界一边的低级妓院, 专门接待外国水兵，俗
称“咸水妹”。
       还有更为险恶的势力是“国际护照贩”，就是人口贩子用“贩黄鱼”（因被贩卖人都挤在船舱里, 
像被捕的黄鱼, 故俗称“贩黄鱼”）的方式诱骗去葡萄牙后转往法国, 男的被迫出卖石刻, 受他们剥削的
女孩被他们带到法国马赛、尼斯等地去跳小脚舞。
       
       赌场霸

       说到黑帮势力，自然离不开赌。早在20 世纪初上海就具备了各种高端的赌博形式，比如在公共租
界设立“跑马厅”，每年春秋二季举行赛马；还设立“明园跑狗场”；法租界里则设立“逸园跑狗场
”和“回力球场”等。黄金荣、杜月笙都借用了赌场敛聚财富，勾结帝国主义在法租界公开设立俱乐
部, 其实就是变相的赌场。那时最著名的俱乐部是福熙路（延安中路）181 号, 其次是褚家桥申吉里及
东新桥宝裕里。
       上海沦陷后, 静安寺以西部分公共租界越界路段变为既不归属租界当局，也不受制于中国政府的无
人管辖地区, 一些外国报纸称此为“Bad Land”（歹地）。于是大批汉奸云集该地, 先后开设六国饭店
、绿宝俱乐部等赌场, 由黄金荣徒弟沪西大流氓朱顺负责保护, 后迁移到南市九亩地。

       烟毒霸

       旧上海流行的烟毒有鸦片和白粉两种，鸦片有四等：一是所谓“大土”，即印度出产的, 是英国从
印度运来的；二是“云土”，是云南军阀强迫农民种植罂粟，通过走私运到上海出卖的；三是“川土
”，是四川出产的；四是“蒙疆土”，是内蒙古出产的。白粉即海洛因等，大多由日本人利用军舰运
入。旧上海规模最大的贩卖鸦片机构，有“土行”、“燕子窠”等，都集中在法租界，由黄金荣、杜
月笙等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经营。
       黑帮抢烟的过程江湖上分为“挠钩”、“套箱”、“硬爬”三种。
       旧上海烟商为避开军营与关卡，偷偷将鸦片装袋，在吴淞口抛入江中，待江水退潮后再用舢板小
船将鸦片捞出。而当时的流氓烟霸们以贼制贼，在烟商将鸦片投入江中之后，在岸边预先埋伏的人就
顺势用竹竿挠钩将烟土拖上岸，这就是江湖上俗称的“挠钩”。
       “套箱”则是另一套偷梁换柱之道，抢烟流氓预先布下眼线，在烟商将鸦片分装煤油箱之后，将
木箱迅速套在煤油箱之外，这样就驾着马车堂而皇之地偷走了烟土；而“硬爬”是指那些势单力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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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氓拦路硬性打劫单身烟客，以打闷棍、谋财害命来抢鸦片烟。
       当时谙熟这一套的是横行一时的“大小八股党”。“大八股党”纵横英租界，“小八股党”独霸
法租界。
       上海滩黑势力总图

4、《上海故境》的笔记-第170页

               百年来活跃在中国民间的戏曲艺术为不同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市民提供了适合他们的娱乐方
式。20 世纪30 年代，上海和北京一样，步入了戏曲的鼎盛时期。不一样的是，北京的戏曲繁华多少离
不开清末皇室的追捧，而上海却第一次将戏曲演出带入现代商业市场，中西文化的交汇带来现代化表
演形式，移民潮带来戏种的丰富与多元，经济繁荣造就了成熟的演出市场，发达的新媒体传播更是戏
曲文化兴盛的关键。上海成为中国乃至远东最为繁盛的一片乐土。
       百艺杂陈的游乐场此时已经成为平民的娱乐天堂；戏曲已从几千年的禁锢中得以释放，以更多元
化的形态融入不同阶层、性别的话语空间，京剧依旧迎合男性话语空间、女性色彩浓厚的越剧昆曲与
其平分秋色；沪剧以表现都市生活见长而吸引了大批都市男女，在给予他们休闲娱乐的同时，也加强
了他们对都市的认同；各种地方戏曲也为客居异地的外乡人提供些许的慰藉；话剧作为知识分子施展
抱负的舞台此时在艰难曲折中奋力发展⋯⋯至此，套在戏子手脚上的无形枷锁化为袖长善舞的艺术形
态。
       一时间，沪上演出场所剧增，除天蟾舞台之外，新舞台、更新舞台、共舞台、黄金大戏院、兰心
戏院等都相继营业，日日爆满。到了20 世纪30 年代，上海的戏院建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四大舞
台”所代表的专演中国传统戏曲的戏院，其建筑外观更多地保存了中国民族建筑风格；另一类是专演
外国戏剧，同时兼放电影的两栖式戏院。以当时的“四大戏院”为代表——卡尔登大戏院(1923 年)、
黄金大戏院(1930 年)、兰心大戏院(1931 年)、美琪大戏院（1941 年），建筑形式更多地融合了西方建
筑理念。上海真正进入到了大舞台与大戏院并存发展的娱乐鼎盛时期。这些舞台剧院在几辈人的欢呼
声中走过了历史，上演其间的故事早已随风飘散，而它们也垂垂暮矣，有些正在消失，有些重新焕发
了青春⋯⋯

       古戏台：隐在老城厢里

       最早的上海戏曲表演场所主要集中在老城厢内，大多由富宅或同乡会公馆改建而成，如晚清时期
的“张园”和“三雅园”。古代传统的公馆建筑一般是中轴明晰，由大门、戏台及主要的厅堂组成。
两侧是环绕的院落式厢房，改建成戏院后，厢房就成了包厢。正厅也称“ 池子”， 座位像是大摆筵
席的局面, 散落着八仙方桌，方桌后并列两椅，每个座位上都泡着盖碗茶。正厅两旁为“ 边厢”，也
设有长凳，边厢的后面还可以“ 立看”。一般正厅与边厢为普通老百姓看戏之所，二楼的包厢则为达
官贵人看戏之所。
       虽然自“满庭芳”之后，出现的茶园戏院都是仿京式的，但不同的是，上海的此类酒馆式戏院内
除了座位，还设有“花桌子”。所谓“花桌子”，一方面指座位前的茶几上盛满瓜子、蜜橘及橄榄等
零食；另一方面指客人看戏时还可以召妓同观，称为“叫局”,妓女应召而来谓之“出局”, 这种说法
是江南传统的说法。因此，当时的戏院不仅可以听曲赏戏，还能召妓，加之赌博活动也很猖獗。在西
式舞台剧场出现之前，“茶园戏院”往往也是风流场所的代名词。当然，那时的戏子伶人名声再高，
也只是社会中的“下九流”。
         清末茶园戏院的平面图示意       （自“ 舞台”、“ 剧场” 出现之后，让这些茶园戏院的古戏台失
去了赖以存活的市场， 如今大都不可寻踪迹，仅留存能依稀判断出当年光景的古戏台只有两处。
       朱家角城隍庙有座始建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的戏台，近年已移作堆放杂物之用，依稀可辨
认出当年面目，梁枋藻井均甚精致。还有青浦城隍庙里有明代的戏台，当年任青浦县令的元曲作家屠
隆在此上演《浣纱记》，主客是《浣纱记》的作者梁辰鱼。
       豫园内原本也是有戏台的，清代末期还常常演戏，租界里的外国人亦来猎奇，楼下设有许多小吃
摊位，比如有名的张志飞糖粥铺。现在豫园内的古戏台却不是原物，是1974 年从闸北中学移过来的，
原先那里是钱业会馆，为光绪十四年（1888 年）建造，保存得相对完好。豫园古戏台至今尚有戏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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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算是非常之难得。当然豫园里有另一座戏台名气更大些，那就是打唱台，面对着点春堂大厅，半
架于水上镂金错彩，想是当年豫园主人闲情雅趣时看戏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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