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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虹背面》

前言

名字与名字之间，从一条路开始说起    六月的淮海中路，是都市时尚剧的最佳布景——湛蓝天空下看
不完的老洋房，切割光影的玻璃幕墙，轰炸视觉的巨幅广告，标志鲜明的品牌旗舰店，行色匆匆、提
满购物袋的各种肤色的路人——但也还是相对安静的那种繁华。走在街两旁参天的法国梧桐下，依然
能感到叶子筛下的细碎荫凉，可以听见阳光发出细细的银亮声响。    这里曾是旧上海的法租界，在20
世纪30年代，已经是繁华的商业街和高档居住区，有“罗宋大马路”之称。它现在仍是上海最高档的
商业街区之一，而这个有55年历史的名字来自于那一场奠定了解放战争胜利的淮海战役。    但60年前
，这里是林森中路(林森为原国民政府主席)；62年前，它叫做泰山路；90年前，它叫做霞飞路(霞飞为
法国名将)；100年前，它又叫做宝昌路(宝昌为当时法租界公董局总董)；而103年以前，扩张租界至此
的法国人开始在它的两旁遍栽云南悬铃木作行道树，于是才有了今天我们头顶上的这些“法国梧桐”
。    再以前，它还不是法租界的地盘，甚至还没成为一条路——那时的卢湾区及其以北、以西地区，
皆为溪涧纵横的农田，三两村落，散布其间。    而1843年11月17日以前的“上海”，还只是圈在周长9
华里城墙中的一个普通的江南小县城，虽也号称“东南名邑”，但说到繁华，远不如毗邻的松江府和
嘉定县(今天这两个干年古城已是上海市下属的区)。况且，今天我们所指的“上海”，大部分的根系
也并不在那个“上海”，而是从黄浦江边的泥泞中生发出来的。一切只因为，它离长江出海口有十七
英里——控制着长江通向内地的干里贸易。    我们个人的生命，往往只活在历史中某一个名字所涵盖
的某一个常态之中。然而，从一个名字到另一个名字之间的那些波澜起伏，即使常常被忽略，却恰恰
让人有可能由此去探询其间的蛛丝马迹和其下的潜流暗波。    在这个所谓“欧洲风情”最为典型的上
海街区，不仅侨民众多、商铺和欧式建筑林立，它更是当年上海滩上各种风云人物荟萃之地。他们形
形色色、各不相同，又关系紧密、错综复杂，终于和这座城市其他的街道一样，共同织就了一个五光
十色的霓虹向背的世界。    至于“霓虹”，它永远是现代大都市繁华生活的标志，也是上海的图腾。
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字光影中，霓虹灯(Neon Lamp)简直就是大上海的同义词。“Neon”这个单
词用上海话来读，发音正是“霓虹”。能想出这么个美丽别致的译名，难怪张爱玲曾有这样的感慨：
“到底是上海人。”    从虹霓到霓虹，从自然到人工，从天光到电气化，古时中国天空里的诗情画意
就这样转成了大上海夜幕里舶来的西洋景。但无论天色如何，梦幻怎样，这里总是上海——古老中国
最特殊的一块滩涂。    有那么多的人，被那梦幻诱惑来，再被别的梦幻诱惑去，来来往往，不会留下
什么过多的痕迹。而如果留下来栖息，人毕竟是不能住在霓虹里的。真正能够安顿他们琐碎而平凡的
生活，承载他们理想和梦幻的生命的，总是在霓虹的背面。    至于上海，这个名字倒是一直没有变迁
。也许是因为它太年轻的缘故，和中国一切古老的城市相比，它的历史都短得受人嘲笑。但时间却在
这里忽然快了起来，快得令人眼花缭乱。在人们的叙述中，上海是一个混血，一个异类，一个倒影，
一个海市蜃楼，一个传奇磁场⋯⋯它有多种定义，多种形容，多种角度，多种的联想和对比，它所有
的生机都来自于它内在的复杂和矛盾。    于是，上海就是上海，它的镜像不是任何城市，任何地域，
任何文化，而只是它的另一个自己。    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当事人。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一切
似水流年似乎都已支离破碎，只剩下稍纵即逝的幻影。我所能做的，只是在依然璀璨依然魅惑的霓虹
投下的阴影中，尽力贴近，哪怕一点点残存的真实。    西美尔曾经说：“既然这样的生活力量已经生
长到根本和整个历史生活的顶端，那么，在这样的力量中，在我们转瞬即逝的生存中，我们只是作为
一个细胞，作为一个部分，指责和开脱都不是我们的事，我们能做的只是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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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949年5月28日，素有“儒将”之称的陈毅，被任命为“新上海”的第一任市长。
夫人张茜也带着三个孩子从山东解放区来沪，曾经“幼儿长成双询父”的一家人终于大团聚了。他们
夫妻俩是有名的“好学标兵”，陈毅政务之余还读书不倦；张茜则担任了上海俄文专科学校的宣教股
长，并开始自学俄语。到1952年陈毅出访苏联时，她已经可以胜任翻译工作了，后来还以“耿星”为
笔名翻译出版了两部苏联文学作品。 虽然家里太平喜乐了，但家外还不安宁。1949年的上海滩不是个
好“管”的地方，危机四伏、鱼龙混杂、百废待兴，还有诸多敏感的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在新中
国由“破”到“立”的艰巨开篇中，陈毅当的上海市长可谓是精彩之笔。这5年里方方面面的大事举
不胜举，但既然“元帅本色是诗人”，我们就只说说那些琴棋书画、酒朋诗友的故事吧。 上海博物馆
是陈毅市长的一大贡献。早在解放战争年代，陈毅就命令部队注意收集出土文物和流散文物。1952
年10月，上博正式开馆，它的第一批藏品就是当年战士们收集来的2853件文物。陈毅还多次指示有关
部门追加文物收购经费，并规定了“秉公作价”的收购原则，对“主动捐献文物者应发奖状和奖金，
以资鼓励”。这些原则为上海博物馆赢得了声誉，各地收藏家及爱国人士捐献的文物累计达10万多件
。潘达于女士将家藏国宝、著名的西周青铜器大盂、大克两鼎捐献，如今大盂鼎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大克鼎仍为上博镇馆之宝。 陈毅还拯救了当时险遭解散的上海交响乐团。上交的前身是成立于1879
年的上海公共乐队，1922年改名为上海工部局乐队，其演出水平曾有“远东第一”之称。上海解放后
，有人认为这个团“外国人管了几十年，是文化侵略的产物”，而且团里成员有三分之一是外国人，
拟将乐团解散，但陈毅及时阻止了这一做法。 此外，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鲁迅纪念馆、中共“一大”旧
址、上海音乐学院、艺术剧院、电影制片厂、工人俱乐部等，也都是当年在陈毅的支持下得以建立或
发展的。这位市长对文化事业的重视与偏爱，使上海人至今都受益无穷。 陈毅自己最大的业余爱好就
是下棋。在战争年代，他做了两个装着黑白子的布袋撂在马屁股上，随自己转战南北。解放后在上海
，虽然公务繁忙，他也时常抽空找人切磋。1954年冬，陈毅被调到中央工作，临走时他对上海的棋手
们说：“你们要卖力气呀，好迎战日本。”陈老总的兴致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围棋，这也是他在外交棋
盘上的一记妙着。6年后，在他的努力下，日本围棋代表团首次访华。他亲自与日本棋手对弈，并在
宴会上提出，中日两国围棋界今后可以经常交流。从此，中日两国间的“围棋外交”正式拉开序幕。 
而陈毅的诗既“大气磅礴”（毛泽东语），又多“兰心慧质”。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记录的是三年南方游击生涯； “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
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勾绘出新四军杀敌的畅快矫捷； “泉台幽幽
汝何之？检点遗篇几首诗。芳影如生随处在，依稀门角见玉姿。”——是哀悼他的第一任妻子肖菊英
； “地动天寒西北行，山川遥共客心深。最是荒村风雪夜，思君吟咏到天明。”——写的是后来与他
风雨同舟32年的夫人张茜。 除了这些雅句，他在老百姓中最有名的恐怕还是那句口头禅：“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把这些组合起来，就是一个真性情的陈
毅。 1950年秋，上海市举办了第一届书画展，陈毅和夫人张茜应邀参观。他在一幅作品前驻足良久，
连称好画。再一看作者竟是陆小曼，于是对张茜说：“此人当年有‘南有唐瑛、北有陆小曼’之称。
过去我在上海中法大学读书时，多次听徐志摩老师讲课，依辈分而论，她还是我师母呢！”不久后，
在陈毅的关心下，原本在家蛰居、生活颇为孤苦的陆小曼被吸收为上海美术家协会会员，受聘为上海
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并领到了一张华东医院免费就诊卡。1956年上海画院成立，陆小曼又被聘为画师
。她的工资由参事室发放，可保晚年生活无虞。海外华人得知此事后，一时传为美谈。胡适曾感慨地
说：“有人说共产党无人情味，我不敢苟同，陈毅这人，人情味就很浓。” 在“文革”中，陈毅身患
绝症，为了护理肠癌晚期的陈毅，忙碌劳累的张茜也身患癌症。陈毅逝世后，她在重病中整理编辑了
一部《陈毅诗词选集》，写下了这样的题后诗句：“残躯何幸逾寒暑，一卷编成慰我情。” 如今，我
在这通体洁白无瑕、筋骨劲挺的老房子前流连，草木清香环绕。 有如此多的人曾在这里来来往往，我
甚至都不知道他们一家曾住过哪间屋子，住过多久，他们曾经在哪儿办公，在哪儿下棋，在哪儿吟诗
饮酒，又在哪儿种过兰花，或者，他们实在是太忙了，除了办公，其他都无暇兼顾。 走出工艺研究所
的大门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一个细节：张茜的原名，叫做“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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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7年前的那些日子，从谷雨到立秋，我都在上海的马路和弄堂里穿梭，寻找着那些老去的、或者早已
不在的房子。对于方向感极差又讨厌城市生活的我，这实在不是个轻松的工作。那时的这些所谓故居
，大多都没有被建成纪念馆，没有挂牌，没有标识，甚至连门牌号也旱被改得能把人锻炼成私家侦探
。一个人在浩如烟海的里弄街道里打听着那些早不在的人的住处，有时忽然想到些什么，停下来，确
定自己不是走在徐讦的鬼故事里，再定定神继续走下去。    有惊，也有喜。那巴掌大却也种满了太阳
花的窗台，带着我东找西找的热心的阿婆(虽然她的话一句也听不懂)，领我去拍张爱玲阳台的电梯师
傅，巴金旧居围墙上忽然转过脸来对我笑的猫咪，孙中山后花园里一场奇妙的雨⋯⋯    7年后，再回来
重走这些路，荒漠般的上海，也有了几分故人情。    同学少年都不贱，当初无人问津的故居们，如今
的待遇已是云泥之别。有的早在城市改造中销声匿迹；有的却“挂牌转正”，甚至特冠以本不想干的
“大师题名”以示其文化身份之重要，让人啼笑皆非；有的深宅大院，“天生丽质难自弃”，便注定
改不了被概念偷换的命运，忽尔机关大楼、忽尔酒楼茶座、忽尔待估私邸，纵使旧主上门恐怕也是“
相逢应不识”。至于那些原本就被作为国家文物保护的，作为大众旅游景点来规划经营的，如今更因
搭上文化遗产旅游热潮的顺风车而门庭若市。爱屋及乌，这话现在倒是该反过来说。    人走茶凉，雁
过留声，茶杯和雁巢里又能看出几分故人风采及人情世故呢？或者，靠考据鉴定标签宣传，将“遗居
”文物化，史料化，古董化，偶像化，甚至圣物化；进而，古为今用，将“遗居”收藏之，保存之，
展览之，拍卖之，开发之。这些几乎就是我们现在对待所谓文化遗产，尤其是寄身于有形之物的文化
遗产的态度和手段。名人故居，作为留给某地的有形无形之遗产，究竟应该如何对待，才算得到了珍
惜与呵护呢？    且不管这些“屋”、“乌”之间此起彼落的世态人情，单说名人故居如今成了文化遗
产游的新宠，也算一件美事，起码能为一个游客在另一个城市里的有限经历多提供些不同向度的选择
，也可能因此，能对那个有过彼人彼时的彼处多些了解，多些欣赏，多些体贴。当然在此我必须感谢
读图时代的蒋一谈老师和雪梅姐，正是他们在七年前就抱持的这种敏感与体贴，才有了这套《名人故
居游学馆》。    在上海，凡是好天气，就抬脚去些老街衢里弄里转转吧。运气好的话，走着走着，也
能走回木心笔下的《从前慢》。市井里的天日，有懒散人，有油垢气，亦有庄严相。喜欢那些拾掇得
干干净净的犄角旮旯，墙上挂着过年的咸鱼腊肉猪耳朵，只只小小的，一连串很斟酌地在白壁上点着
睛。花花绿绿的布头棉被，件件被晒得心平气畅，在宽窄曲折里合纵连横如城市里的经幡，有累赘的
不世出的幸福感。桌椅板凳也都小只，此时若来只白猫便也是轻手轻脚，慢慢走到一小片太阳地里，
把自己端然卧下来恰恰好。出了弄堂口，找到家印象里早被拆迁掉了的小店，叫上二两生煎，来碗小
面，饶是挑嘴的人，也吃出了从前的好味道。抬眼想赞一句，也无从说起，笑笑，立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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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很粗糙，很多照片居然是不能进从外面随便拍一张，描述一栋建筑居然只是在外面看一下而已。
很多内容都是东搬西凑抄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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