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银元时代生活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银元时代生活史》

13位ISBN编号：9787208035393

10位ISBN编号：7208035393

出版时间：2000-6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作者：陈存仁

页数：50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银元时代生活史》

内容概要

该书作者系30年代上海名医，他以亲身经历为主要线索，描述了上海近半个世纪的物价变动；描摹了
作者所接触到的各阶层人士的生活、思想状况，其中不乏名人逸士、政界要人，如章太炎、丁福保、
于右任、吴稚晖等。作者从市民的视角出发揭示了这些人物的普通生活的一面，对老上海的民情风俗
、市井生活有详细而真实的描写。该书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其对物价的真实记录、对取缔中医案引
发的中医集会抗争的内幕等的描述，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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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时代生活史》

作者简介

银元时代的生活史》作者陈存仁(1908-1990)是一位著名的中医师，编写了很多有关中医药的书籍。这
本《银元时代生活史》却是一本传记，记载作者由清末至二次大战前居住在上海时候的生活回忆。全
书以当时的一种货币「银元」为中心，透过个人经历，细致地刻划出上海在那三十年间，社会、经济
和政治各方面的变迁。陈存仁在小说《银元时代的生活史》中这样形容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当时各国
列强正在忙于欧洲大战而无暇东顾，民族资本在夹缝中获得难得的喘息机会，虽然谈不上黄金岁月，
但上海确实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因此他将这段时期称之为“银元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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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时代生活史》

精彩短评

1、当年宋子文追求盛家七小姐，也是很辛苦的也没得手呀
2、自恋狂先生讲野史
3、此照片颇有愧书中的描摹，洋气过盛，书中还是颇小清新的
4、作者有点自恃。但此人是会经营的，很多处世术值得学习。
5、荒废许久后读完的一本书。经济是一种方法论，用它解构纷繁的旧上海、银元时代，真正的好书
6、值得一读
7、图书馆里 

8、鲍老师推荐的书，生存的能人。
9、急需抗日时代生活史一看
10、射射lz!!!
11、民国女子真真迷人，不知其后来命运详情
12、2遍，被人评为介绍老上海的书中最好的一本，我认为还远不止这些，不同的人能读到不同的东西
13、了解一段过去的历史.
14、陈大夫牛逼啊，民国名人哪个没见过？民国美食哪个没吃过？极具史料价值。
15、感谢楼主！！！
16、仁心仁术
17、0904读
18、当挂牌医生最幸运的事情就是可以遇到那么多大人物了，半夜看吴稚晖那一段看得羡慕死了。在
一个废中医的时代可以做一个这么愉快的中医，确实有值得推荐的地方。
19、　　陈皓明，上海盐业银行行长陈蔗青之女，“有美丽之名”，为中西女中“女皇”，与宋子文
妻弟张远东订婚(1931年2月1日)。 
　　
　　陈存仁写作时，此女身在内地，陈为避嫌，故意把宋子文（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妻弟说成“北洋
政府财政部长之子”。
　　
　　照片见此：http://photo.sohu.com/20040824/Img221708174.jpg
20、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牛逼有人缘。
21、感谢楼主！！！我感激死你了
22、感谢楼上，你真厉害！
23、都是故事，我读了一半，此书甚好。
24、觉得现代文字写得好的，多半大家族子弟。金庸，高阳，陈存仁，都是一个理。
25、清末民初大上海，上流社会的生活状况；可看作对现代社会的映射。
26、作者本人从医的奋斗发迹史，名流富商轶事，上海经济生活旧貌，物价变迁，个人经历而至社会
风俗百态，文笔简练，内容翔实
27、忘了为什么突然对上海的历史特别感兴趣，跑到知乎上看别人的推荐就看到有人推荐这位老中医
了。记得当时还想着到淘宝上买的，发现居然是绝版书还卖两三百一本，只好又跑到图书馆去借了，
看完后发现作者应该挺亲国民党的，估计这本书印得不多跟这有关。这本书可以说是老中医在民国时
代到抗战结束这段时间的回忆录吧，虽然其中很特意的穿插着各个时期银元的购买力的变化什么的，
但感觉还是更像一本自传。作者幼年丧父，但一路走来一直有贵人相助，这有那么点运气成分，但更
重要的显然是作者身为中医自身的硬实力和他待人接物的方式。直到现在依然觉得这位老中医是我男
神，也是我学习的榜样，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硬实力，学会如何待人接物。另外，还能从书里领略到很
多旧上海的风土人情，看完以后感觉更喜欢上海了。
28、医生的文笔很棒
29、语言不错，读起来有时代感。有本事的人钱生钱来的快些。直觉里陈存仁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
文人。
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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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时代生活史》

31、非常好看 有趣又有内容的一本书 
32、当时也非常好奇，感谢！
33、一个灿若星辰风华冠世的时代 富贵如老板掌柜 贫苦如车夫乞丐 傲然如文人雅士 温饱如职员小贩 
无不有其时共有的风骨谐趣 飘飘然的存在了那样三五十年 细究离我们不到百年 但却恍如隔世 昨日的
世界
34、描写大上海最好的书
35、有趣的书，生活不易
36、民国生活见闻录。五方杂陈的上海。陈的社交圈相当广阔。不过，其所述皆为真史还是有梦游的
成分，仍有待考证。
37、陈存仁原来还被《上海滩》列做顾问的
38、看前半部时，以为是传奇小说 毕竟那生活离得我们太远，后勉强看到章太炎部分，顿觉其刻画人
物方面实在妙绝。看到终尾，碰触了许多“真谛”，也发现，陈那个时代的人物，不管任何行业，都
非常重视国学功底。与现在的文学环境真是差太多啊。
39、爱吹牛的老爷爷⋯
40、非常有心的作者，也留下了不少有意思的资料。
41、　　      陈存仁先生的文字，应该是由其日记演化而来，比起回忆更加靠谱，更加生动。
　　    一则感慨先生之勤奋，单就次日清晨记下前一天发生之事这一普通民国文人习惯就令我惭愧不
已，跟别说完成两部医学巨著；二则感慨先生之尊师，为老师跪拜打杂似乎有不平等之嫌，可正所谓
放下方能拿起，师徒双方皆诚意待彼此，老祖先的很多好东西都是言传身教得以继承；三则感慨先生
之广博，先生主业为中医，国文功底也堪深厚，触类旁通，财富政治，三教九流，精彩纷呈。
　　   先生笔下的吴稚晖（好一个“女为悦己者容”）、于右任（在秦风老照片上看到此人好风采）
、章太炎、丁福保、丁仲英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又撇民国达人风采，顿生羡意；好奇的是，如今的
中医衰败，先生当初反对取缔中医活动浩浩荡荡，倘若先生安在，与中医情何以堪！
　　
42、每个人都是历史的观察者，记录者，这本书是个范例。
43、应该把爱丽丝的所有资料贴出来才对！
44、一代名医，写得不错！有人就有病，悬壶济世兼不误赚钱，应该给医学院学生都读读，前景光明
啊
45、非常好玩和八卦的一本书
46、看完书，一路八卦至此。感谢楼主抖包袱。
47、老陈的初恋人，后来留学米国，回来嫁给了官宦子弟，丈夫死了，４９后被作为改造对象，８０
年代，在一家医院工作，才挣３０多块，老陈得知该女唏嘘往事，有些怜悯，可这怜悯里有些幸灾乐
祸～
48、陈存仁先生是个值得敬佩的有心人，在那样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笔耕不辍，把我们带回民国时的
上海。书中诸多细节饶有兴趣，让我们有机会一窥当年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状态，也看出陈先生实实在
在是一个有社会担当、民族气节和专业学养的大家
49、偶然于上海购得一部旧书 其中颇多乐趣 世事变迁 当时的生活风气已不复存
50、很不错，今天太累，明天有空写个书评吧。发现我看的版本竟然不完整。。明天再找个完整的把
结局看完
51、可惜通篇年代不明确，忽远忽近，容易把人搞迷糊了。比如筱丹桂是1947年死的，和一·二八有
什么关系？再比如日本人聘请他搞中医科研的时间，如果是一·二八之前，怎的知道他在1935年
和1937年出的书呢？

Page 5



《银元时代生活史》

精彩书评

1、这书的作者对物价极其敏感，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书中所涉的各种价格细目，让人难以想象
这是一位中医医生，而不是商人。当然，他开篇即提及他父亲原本是开绸缎庄的，对算术的敏感也可
能是遗传。作者对商品价格的记录的详细程度远远超过了我读的银行家日记的记录。银行家先生只对
欧洲之行做了详细的支出记录，在国内生活当中极少提及物价。也可能银行家先生不需要自己亲自上
街购物，或者应酬付款。不过说这些真是完全没有贬低的意思，事实上这些细节的记录让我极为欣喜
，甚至觉得这些还不够，我想要知道的更多。比如医生先生没有去过汉口，而我很想要知道汉口的日
常物价。本书渗透了一大宗旨，就是强大的关系网络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作用。从他幼时失怙受到亲
属照顾，拜不同的老师学习医理、旧学。在章太炎身边的经历更是为他自己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作者的回忆中，章太炎不是我印象中那个涓狂孤傲的样子，还挺天真有趣的。）另外，比如作者
到北京探亲访友，大舅子提醒要去拜见曹汝霖（曹的妻子王氏是作者夫人的族人）。曹氏虽然在五四
运动中受到了青年的打击，但是这种打击对曹氏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影响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亲戚
中仍然很重视这一份关系的存在，而作者还特地强调的是，曹夫人王氏当时已经去世，曹氏已续弦，
作者和夫人去拜访曹氏时，曹出门，续弦的太太接待了两人，对王家的亲戚“格外重视”，并下拜帖
，曹氏重新宴请二人。席间曹汝霖取出自己的名片交给作者，以便于作者在琉璃厂购书时打折，最大
折扣可以打到四折。而且事实证明曹汝霖所言不虚，这张名片给了作者购书极大的便利。后来作者在
购书时，遭遇了一个骗局，差点不能把所购三千多银元（巨额啊！）旧书运回上海。也是出手的卖家
萧龙友名医帮忙，给了警察局局长的签单，才顺利过关。作者在北平差点遇上牢狱之灾，也是通过这
位卖家的帮助，才因祸得福，非常传奇。另外，这书里对访问北平一事作了大篇幅的记录，这是很有
趣的，因为他常年生活在上海，那种细水长流难以察觉的生活并不那么特别，倒是突然到一个陌生地
方，就觉得一切都很新奇，反而着墨很多。最让我感动的是他讲到北平商业区的服务业，服务态度极
好，他跟夫人挑选皮草，店家小二端茶倒水送蜜饯，但即使他们挑上百来件皮草，最终不买，掌柜仍
然客气地送到门口，抱拳告别期待下次光顾。作者自己挑旧书，书店的服务更是贴心，帮主顾四处寻
找旧书，誊抄副本，打包寄送，并请主顾吃饭。作者丢了装有三百元的钱包（也是巨款啊，店小二的
工钱不过每月六元），掌柜让送到作者住店。小二从晚上七点一直等到十一点多，还坚决不肯收钱，
让人感叹不已。小二还特别提醒作者保留好曹氏和萧氏的名片，后来这两张名片也救了作者一次。当
时社会的传统道德非常强大，虽然也有骗子混混，但是社会本身的价值观对人际关系的维持，是非常
稳定和有效的。想想现在的服务业，都是年轻小孩，从小家里也惯坏了。客人发个脾气，服务员先给
脸色看，我就不止一次遭遇前面的客人刁难服务员，结果服务员顺便也对我耍脾气，真是倒霉的很啊
。作者还提到，他父亲去世时，家道中落，来参加葬礼的人经过提醒都在丧事送礼时送来钱物。而葬
礼后，作者家的一位“债权人”主动承认对他家收太高利息，又催促赎回抵押的地产而导致作者家遭
挤兑（旧时商店接受亲友存款收息），催化了作者父亲的病逝。因此这位债权人自己拿出八百多两白
银的庄票对作者家进行补充。这种事大概在现在也匪夷所思，叹为观止了。还有亮点总是在最后啦，
作者记录的北平祭药王的仪式真是太重要太令人印象深刻了，比他讲自己领导的全国中医请愿运动更
有意义。整个仪式的过程，领头的祭祀者，在药王前跪拜的位置排列，以及中间摆酒宴、包银、听戏
的规矩都让我激动不已。我要去认真挖掘一下银钱业在这方面的仪式，肯定也有，只是记录不多见，
这个写到书里，真是太有意思了。另外就是作者能成为名医还是有道理的，他讲述事件的过程，语言
极为平实普通，毫无华丽的描述，这点上我觉得银行家先生的文采要好一些，但是本书引人入胜非常
好看，讲到精彩处真是让人激动不已。很有趣，读完我立即去下了他的《抗战时代生活史》。希望这
样口述史的书能多一些，对我太有意义了。
2、开场白，先说一个老故事：“初期法币贬值，有一个故事，传说纷纭：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时，有兄弟二人，哥哥勤勤恳恳地积了许多资财，弟弟有钱就买啤酒喝。常常囊中空无一文，可是他
饮罢啤酒之后，总是把那些空樽堆在后花园旷地。后来马克跌到不值钱，哥哥的积蓄化为乌有，那位
一味饮啤酒的弟弟，拥有啤酒空樽二三千个，反而可以用这些空撙来换取食物，继续生存下去。这个
故事，大家都付之一笑，认为这祗是海外奇谈，谁知后来在上海也发生了类似这般的情形。”这可不
是当今时下流行的那个逗笑段子，前几天，有那么一个改编版，到处广为流传，竟然在同一日里，我
就听了三回。当红作家毛尖，也立刻将其写进了自己的专栏文章《生死由人》，大凡，她逮住了要发
挥的东西，总是颇值一读的。这里所录的，是陈存仁先生大作《银元时代生活史》里的一段文字，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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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元时代生活史》

来历史或会重演，故事自然可以有新唱了。是的，一张一元面值，被不经意留在抽屉角落里，或是遗
忘，或是纪念收藏的老股票，拍卖场上也许可以喊价成千上万了，可是，万亿计数现金扑进去的股市
投资，却已是腰斩过半再过半，甚或裸奔街秀了。让我们再来看看，那德国兄弟俩，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时期（1914年8月—1918年11月），究竟遭遇了怎么样的经济变化：“一瓶矿泉水1914年卖0.75法郎
，1921年卖出价1.75法郎；土豆1公斤0.20法郎变成了0.60法郎；面包从0.40法郎涨到了1.25法郎；黄油
原来3.75法郎1公斤，涨到了18.30法郎；牛奶0.25法郎变成了0.95法郎；白糖从0.75法郎涨到了3.25法郎
；牛肉3.50法郎变成了18.15法郎⋯⋯”这是那个背运而又荒唐的莫里斯.萨克斯在日记里（1919年7 月14
日－1929 年10 月30日）所记载的一段数字，其时，马克与法郎，堪称一对难兄难弟。是的，时下，东
线西线无战事。祗是，那一场疯狂的金融狂赌引起的经济危机，又将我们带到了旧日的场景里，我们
目睹着，楼房价格，被放纵到断线风箏一般肆无忌惮；我们目睹着，股票市值，狂飙到金融能力难以
承受的规模⋯⋯岂不知道，经济规律是有底线的，所以，旧日故事有新唱。从繁荣到衰退到萧条到复
苏，一如那春夏秋冬，其中，节奏越违背常规，也许，磨难也越多。可以砍柴烧炭生把火，取取暖，
可以折一叶芭蕉，扇扇凉。但是，切莫以为，那就可以没有暑夏寒冬，祗是春秋三百六十五日，天天
可以乐且陶然了。时下，各国央行降息潮起，耳边声声，貌似有识之士，呼吁不绝，降息，降息，再
降息！殊不知道，国情有别，倘若社会体制不同、民情不同、消费与储蓄比率不同的国家，都一味去
过份降低银行的储蓄利率，违背资本的真实价格，其所承担的道德风险，也是不一样的。投资拉动经
济，消费拉动经济，都对。祗是，不要盲目扩张投资，过度鼓励借贷消费。没有去过印度，但是多次
去过新加坡，那里亦有上好的印度风味小饭铺，经常饶有兴趣地看那印度厨师摊薄饼，看多了，似乎
看出点名堂来了，那薄饼要摊大，就要不断揩油，可是，再揩油，到一定的限度也不能再摊大了，因
为，再摊大摊薄，饼是要破的。摊薄金融业风险也一样，这绝对不是一个意愿性的问题，而是一个常
识性的问题，还是请适可而止吧。***《银元时代生活史》陈存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
，第1印，印数5100册，399千字，定价30.00元***《充满幻觉的轻浮时代－巴黎日记（1919.7 .14－1929
.10 .30）》莫里斯.萨克斯著，张香筠译，三联书店2008年4月第1版，第1印，印数10000册，153千字，
定价18.00元。
3、我是刚看了《往事并不如烟》的评论又过来的，因为其中看到有朋友怀疑这本书的真实度，因为
作者当时还是个孩子，记忆力和判断力可能都是障碍。而假如你看这本也类似回忆片段的书，就可以
放心了，因为作者本人是有很多年日记经历的人，也正式如此，你会看到所举很多范例是那么的明确
，也正是看了这本书，使我又拿起笔重写日记的，我要让我老了以后有明确的回忆。
4、我找这本书找了好长时间了，但一直没有找到。有一次在一家卖旧书的网站看到了，但被别人捷
足先登了。如果有人看到那里有，言语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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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银元时代生活史》的笔记-第320页

        我有一个感觉，开口都要带着吉利的字句，事事小心，步步留神，这虽近乎迷信，倒也含有一种
人生哲学，教自己做事要小心谨慎，出言要博得人家的欢心，在一年开始就要修养这种功夫。

2、《银元时代生活史》的笔记-第392页

        (钱庄方面)所谓“用”的一个字，就代表“透支”二字。
⋯⋯
任何一个人开出去的庄票，只要在用款额之内，绝对不会退票，因此庄票硬得很，相等于银行本票一
样。付钱的责任是在钱庄方面，所以称为庄票。

银行的开户口⋯⋯存款不足，是必须退票的。
所以钱庄的账户相当于信用卡，银行账户相当于借记卡。钱庄账户开庄票可以透支，有透支额度。银
行账户开出的支票存款不足就会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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