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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风流记》

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在上海，与弄堂有关的典故太多，与弄堂有关的人生太多。可以说，没有弄堂，也就没有上海。一座
城市的记忆是什么？时间给出答案。《新闻晨报》星期日周刊团队近年来一直专注于上海本土题材的
写作。他们写上海人，着力写的都是平凡的普通人。在过去的几年里，周刊团队和许许多多这样的上
海人交了朋友，贴近他们，观察他们。在他们风尘仆仆的日常生活里，你依然可以看到上海人独特的
看待生活的角度和方式。这是智慧，是生活日常，是上海的城市之光。
【编辑推荐】
★历时5年采访，新闻晨报周刊部编著，一部反映上海弄堂的纸上纪录片。身临其境感受弄堂文化，
零距离接触“上海宁”，感受他们的家长里短与酸甜苦辣。通过他们风尘仆仆的日常生活，你能看到
上海人独特的看待生活的角度和方式。这是智慧，是生活日常，是上海的城市之光。
★轻松掌握上海话。本书编辑是北方人，为了读懂本书，专门请教了“上海宁”，为全书方言加了贴
心脚注。
★随书赠送弄堂特色手绘藏书票六枚！逼真呈现上海弄堂生活场景的手绘图，被精心设计为藏书票，
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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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风流记》

作者简介

《新闻晨报》周刊部，长期关注和报道上海本地的人与事。里弄新村，爷叔阿姨，菜场灶间，家长里
短。满满正能量，逐一来分享。微博粉丝2523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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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风流记》

精彩短评

1、鄙社出品，本人参与改写。充满市井味道的老上海故事。
2、写人的都特别好看
3、印象最深：深知生活就是把女人“花”好的广场舞教练大叔，当年“保险丝”乐队的老克勒甩头
唱平克弗洛伊德
4、一半好一半不足吧～ 作为外公家在弄堂的上海人，多少有些感同身受，但有又遥远的距离感～ 有
些事我不能理解只能通过这样的记录来留存～
5、这种书，只要记录者用点心，总会很好看。我的话会不知不觉一本接一本看下去，等回过神，不
知有汉，无论魏晋。
6、语言和生活非常“活”，可以看到上海不同群体的人在时代的洪流里如何浮沉。拆迁对于许多底
层而言是一夜暴富改善居住环境的一个甚至是唯一的渠道，但在这里却能看到拆迁对于日常生活更为
巨大的改变。不论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我们最终都成为了异乡人。过去永远在时空的另一条隧道里
与我们背道而驰。
7、2017年第一部，记录下魔都人民最真实，最不做作的生活。
8、朴实的文字与简单的市民生活片段。小时候住了二十几年的弄堂，看了这书让我的弄堂回忆都泛
起来了。特别是定海路、淮海路织补摊和公用电话这三个主题真是感同身受。读的时候全程脑中都自
动代入方言语境，倍感亲切。对我来说这样的弄堂环境从搬家那天起就已经消亡了，多写了几句以表
怀念吧。
9、总是对那些事着历史气息的文化有着特殊的情感，比如北京的四合院，比如上海的弄堂。而这本
书，更多的不是那些方方正正条条深深的房与巷，而是深藏其中的小故事。邻里邦亲之间的友爱，三
代四世之间的温暖，织补档、电话间、彩票店的各种细碎的故事。
10、在书店看到，顺手推荐给了急于进行在地化写作的小伙伴。以一个基本从越剧沪剧和小说中了解
上海市井的人的角度看，还是挺地道的。
11、如果不是江浙一带的人，可能读起通篇音译的上海话会略困难。很写实的文字纪录片
12、总感觉写的还不够
13、好看 扎劲
14、最上海的关于上海的书，尤其是从弄堂长大的上海小宁看了特别的亲切，记忆最深刻的是欢喜罗
杰沃特斯的老爷叔：“哪能讲呢，不老卵的事体，阿拉是不会做的“ 2333333
15、扣一星给翻译上海话的部分.非常不连贯
16、太多城市记忆
17、我在上海住了七年多 周末喜欢逛弄堂 通过这本书了解不少 
18、正在 逐渐消失的上海弄堂文化，每个上海人的记忆。
19、还是很“正能量”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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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风流记》

精彩书评

1、定海路449弄，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弄堂，其中有一栋楼的二层有一个凸在墙体外的悬空搭建，看起
来十分稀奇，记者在下面端详了半天，不知道这东西派什么用处。一个老奶奶路过：”淋浴间多看有
啥呢看头？“——这就是弄堂，两端是两个不一样的时空，一个不懂曾经的风情，一个不惯现世的隔
阂。一翻开书，就被满满的上海话击中了神经。“伊”、”掼“、”汏浴“、”灶披间（我还反应了
一下这是什么）“、”花头“、”事体“、”白相（其实我家不用这个词，“玩”用的是“嬉”这个
字，但也有个别人会用）“、”侬记得伐“这个语气助词、”多少早“这种表达方式⋯⋯我并不是上
海人，但老家方言与上海话相近，里面的那些个对话用普通话读起来别扭，换成方言，反而顺畅多了
。亲切又自豪（这自豪感是从哪里来的啊喂）。看到封面上写着”一座城市的记忆是什么“，我就想
，旧时光的弄堂，应该跟现在的农村一样，家家都是敞开大门，邻里乡亲都是熟人，路过了会聊聊天
，聊着聊着就到家里坐下来忘记了时间，没事就去窜个门八个卦，谁家有需求了开个口总有人来帮。
我老家现在仍是这样的生活习惯。在大城市生活多年，过惯了闭上房门左邻右舍住的是男是女是老是
少都不清楚的生活，真的更喜欢农村。哪怕那样会没有一点秘密。我猜中了开头，书就是这样开始的
，但我没有猜中过程，更没有猜中结尾。毕竟这是上海的弄堂，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一米深巷
，前头是旧年代，后头是新时光。所以书的后半部分，更多的是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故事。比
如那些玩音乐的人。站在现在的眼光看那会儿，总觉得应该是所有人都在为生存而奔波，生活单调而
麻木。没想到居然还有摇滚，还组乐队，还办演出。听说谁吉他谈得好，千里迢迢跑去斗琴，输赢都
开心，因为交到新朋友。组了乐队，有些比较幸运，能接到商演，又享受又赚钱，有些则是自己开心
，自己办演出，不会搭舞台，就把学校的乒乓球桌借来拼一块，热情人会默默提供一些材料，算作支
持。就这样也能办得有声有色。为了买乐器，可以花天价，但有便宜占的时候，还是要占一占的。“
周紫峰记得，那天售货员找钱的时候还多了20块钱，朋友就使了个眼色——不要慌，两个人从容地背
着新吉他走出了市百六店的大门，然后就一溜开跑，一口气跑到了田林十二村。”比如奇特的流氓。
看起来像电影里的古惑仔，也会打架，兄弟成群，但事实上很质朴——没错，质朴。弄堂里有人家人
翻房子，流氓贵宝大热天的主动跑去帮忙，大汗淋漓，不求回报。去酒店吃饭，从不赊账，每次都结
清。他们更多的是以义气来换人气，而从没有戾气。他们去过外面的世界，懂得机会要靠自己争取，
他们更能吃苦，会当家。“现在最可怕的是什么？读了物理系的毕业生出来，屋里火表坏了还要寻物
业。”比如打公用电话的人。公用电话的老板娘听遍了各种故事，男人在外面养小家的、谈恋爱唠费
话一唠一小时的、跟对方吵架吵到摔电话让她心疼不已的、跟男朋友吵架吵到放话要自然的⋯⋯因为
有私秘不能在家里打电话，所以跑来打公用电话，老板娘把各种听到的故事深埋心里。到了后来，甚
至会跟他们聊一聊，劝一劝，开导开导。如今已是手机的天下，这样的场景，已成绝版。比如型堂里
的馄饨店，为了材料新鲜保证质量每天只做到9点半，对于没付钱的顾客从不去说，有一次店里帮工
追出去要还被他嫌弃，招牌配料八宝辣是不是免费提供要看老板的心情，顾家不会拌面他分分钟上去
帮人拌。“这里不一样，在这里吃饭，就像是去住在弄堂里的娘舅家吃饭，娘舅总归一面嫌弃你拿筷
子的姿势不到位，一面还老是往你的碗里夹红烧肉。”比如最让我自己汗颜的女教师。10年知青生涯
后回家，在厂里工作，也成了家，但总有梦想。于是自考大学。“那时连刷牙、洗衣服都在看书，书
就架在洗衣机上。一本书买3份，一本放在家里，一本放在单位，还有一本10个单元拆成10本，上衣跟
裤子口袋里都放一点。走路的时候都在看。上班的时候剪用来包皮球的片子，我把纸头就压在片子底
下，一边剪一边看，可以看到几行字就把这几行背下来。”“大概看到半夜2点钟睡下去，早上5点钟
又爬起来上班。乘公共汽车的时候，手吊着把手，我把一张纸拿在手里看。”⋯⋯好吧我再一次汗颜
！！！这一份毅力，若给了我，哪还会是现在这样的糟糕境地啊！好吧⋯⋯阂上书，背税法去了⋯⋯
2、印象里老上海最经典的马路风景，总是混合着道旁粗壮的法国梧桐。穿过一条繁华的大街，街道
开始幽静，沿着夹道的老梧桐树，拐进一条弄堂，两边是经历了百年依然兀自优雅的老洋房。如今日
新月异的上海，步履匆匆，蓦然回首，已是今非昔比、面目模糊。不禁问，上海在哪里？流光溢彩的
上海，太繁华，高楼、大厦、霓虹灯，雍荣华贵却冷若冰霜。感慨之，真正的上海究竟何样？新生代
的上海人，看似冷漠，内心却在激荡，理想、困惑、迷茫，可谁在凝神倾听?作为“不是小说，也不是
散文”的《弄堂风流记》，是一本写当下上海人的书，也是一本新闻作品集。“每一章每一节每一行
每一字，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虚构的成分”，既不美化也不丑化。不以艺术创作的观念和写作技法
炫耀，运用最平实的语言来记录上海普通人的生活，表现普通人的人生价值与审美追求。它以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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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堂风流记》

上海腔调与言说，从平凡物事中辨识出非凡奇异的品质，开辟了一条重新认识日常经验世界细节的新
路。它在一种微观美学的笼罩下，恣意盛开，低回婉约，缓缓舒展开来，具有一种深入骨髓的都市情
缘与气味。《弄堂风流记》中的人和事都属于上海的所谓“下只角”部落，是平头老百姓的菜场灶间
、家长里短。每一篇稿件都来自于数万字的采访笔记、数十小时的采访录音，日积月累，甘苦自知，
用上海话讲，这是“吃功夫的生活”。它不是这个城市光鲜亮丽的“性感肌肤”，而更像是它粗糙的
老茧。当这些普通人家的普通事汇集一起的时候，会与“国际大都会”的上海形成了一种反差强烈的
对比，仿佛已经十分久远的黑白照片泛了黄，有种微醺的陶醉。华丽的街道、时尚的生活、匆忙的人
群，这些只是上海的表象。真正的上海其实是隐没在摩天大楼背后的老旧弄堂里的，那些长满了青苔
的有些斑驳的弄堂里衍生着上海的历史文化精魂⋯⋯
3、开卷大为吃惊，因为和预期大不相同。之前在预览中看到一则画，是早些年间甚至是家庭电话尚
未普及之时，街坊公用电话的场景。两厢开的柜台上摆着几部电话机，老板娘坐在柜台后织着毛衣，
上方悬挂的老风扇还在转不停，抱着女儿的男子在打电话，黑白分明的一幅画，没有色彩，却瞬间将
记忆拉回过去，你可能会默默揣测男子穿的长裤出自的确良面料，鸭蛋青色。就是这幅插画，不知怎
么让我想当然的以为这是本画册，集成无数黑白线描，道出上海弄堂的众生万象。上海弄堂一如北京
胡同，市井中扎着城市的根基，是城市最本来的面貌。即便后来存于鳞次栉比的高楼夹缝之中，仍然
有稳定的魂魄。旧砖旧瓦旧人，不同于新城区的繁华和行色匆匆，却是另有一番热闹和自在。这本生
活纪实，原汁原味的描绘了各色各样的弄堂居民，他们说着吴语方言，将平凡的日常生活过的各色各
样，托出“上海宁”的根基和气质来。对上海的印象一直模糊，仅仅是二十世纪初叶的纸醉金迷、十
里洋场，是张扬繁华、精英汇聚的陆家嘴，是味美价廉、遍地开花的小杨生煎，是电视剧里的干练女
子和精明丈母娘。当翻开弄堂风流记，感觉熟悉和真实，虽然语言不同，地域不同，起居习惯不同，
人生经历不同，但人物都是一样的为生存爬坡，为生计打算，日复一日中是常见的面孔。很多事物，
都是时代的产物，例如公用灶披间，因为条件的限制，多户共用一个厨房，各立灶头。这种情形，居
住在北方的我，少年时代也在租住的小房子里见过。大概随着旧城改造的推进，这些跟不上人们生活
品质需求的老事物都将渐渐淘汰不见，但如今还罕有保存的，也是邻里街坊的一道景象。灶披间里阿
婆阿公之间的声音，是讨喜的上海话。灶披间里端出的一道道家常美味，是以浓油赤酱著称的本帮菜
。这阵子papi酱的风行，带起上海话的一阵风靡，也将上海姑娘的别样可爱呈现在万众面前。我也很
想去趟上海，玩一玩大家嫌贵的迪士尼乐园，尝一尝传说中皮薄馅足的小杨生煎，赏一赏灯火璀璨的
夜上海，串一串那经纬纵横的上海弄堂，看一看弄堂里上海宁的风情风貌。
4、《弄堂风流记》是《新闻晨报》主打栏目《柒调查》的第一本作品精选集，讲述了普通上海人的
故事。书中所有文章都是《新闻晨报》周刊部记者的稿件，每篇稿件都来自于大量的采访，为我们展
现了普通上海人最真实的生活。文章起名为《弄堂风流记》，是因为本书着重为我们展现了曾经或者
现在住在弄堂中的人们的生活，弄堂既是他们生活的地方，也是他们情感的归属地。随着时代的变迁
，城市的发展，弄堂在逐渐减少，记录下这些饱含岁月沉淀的故事，是《新闻晨报》送给读者的厚重
大礼。文中多对话和自述，没有任何加工的真实记录，呈现出这些故事主角们的真实情感与生活状态
。带着典型地域特色的吴侬软语让读者快速的置身其中。当年的生活条件艰苦，小小的空间局促地住
着好几家人，但是邻里相互关照着，生活和乐融融。从小一起长大的邻居们，因为弄堂拆迁而分开，
几十年后的相聚，没有陌生，几杯黄酒，几句寒暄，又如当年般热络，一起回味，相互调侃，这是弄
堂里生活的人们浓厚的邻里情谊，如朋友，如兄弟，似家人。会过日子精打细算的陈师傅全面了解菜
场菜价，用实惠的价钱买到质量丝毫不差的菜，眼睛不好的张师傅做饭倒油有些问题，自己制作油壶
，榨油的渣收起来，吃麦片的时候放一勺，又香又节省，这些都是生活的智慧。几十年美味不减的弄
堂爷叔的馄饨店，价格实在的剃头小店，热心的李师傅开的五金小店，为居民提供便利的电话间，经
营成顾客介于家庭和工作之间休息驿站的彩票店，不仅仅是生意和谋生，更多的是贴心，那萦绕在心
间不退却的适意，便是弄堂的魅力所在。弄堂里有过激情岁月，听摇滚、斩琴、组建乐队，那些为音
乐疯狂的日子是阳光最灿烂的日子；几年如一日地刻苦努力，最终考取文凭，由工人成为老师，那些
为梦想奋斗的日子是最充实的日子；跳舞、培训模特、带队走穴，那些风光的日子是最惬意的日子。
当然，生活不止有欢乐，也有悲伤。失去独生儿子的杨继勇，孩子生重病，经常中彩票却不够医药费
的年轻女人，他们的痛苦无人能懂，但是生活在继续，他们都在坚强地生活着。《弄堂风流记》记录
了一个地区的成长与衰落，记录了时代背景下一个个家庭最平凡也最真实的生活，他们的故事里有着
一代人的生命轨迹，我们看着这些旁人的故事，自己也成为故事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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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这本书是由《新闻晨报》周刊部的记者原样记录下来的生活实录，他们穿越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犄角旮旯，呈现出一幕幕似曾相识的画面，因为那是生活的本来色彩，不好不坏，但要人看了想落泪
。上海的弄堂很多，那里飘出来一阵阵菜香味，也飘出来一阵阵人情味。一条弄堂的历史也是生活在
那里的居民的生活史。这里有几个故事我读了之后记忆犹新：龙门村里的时髦老太：这位老婆婆打扮
时髦，爱好搓麻将和跳舞，谈吐幽默大方。看了开头我在想一定有什么背景。但结果还是出乎预料，
这位老婆婆的父亲与杜月笙、黄金荣是拜把子哥们，人们喊她“冯小姐”。我想起来在民国那会儿，
这样的爱好，就是不愁吃穿的女子从小姐到太太所爱好的呀。烧顿饭，比老早上班压力大：读罢真感
叹这位做父亲的。辛勤一辈子，拉扯子女长大了，到了退休的年纪本应该悠闲地安度晚年了，可又开
始照顾子女的子女。虽说老人都喜欢看到第三代，是个人意愿，但觉得这劳碌命真苦，可也真甜。“
吃货”爷叔的灶披间：这是一位眼神不好的叔叔，在众多人物里，我特别钦佩他。他需要用放大镜才
能看到正常人能看到的文字。但是他却是一位烧菜高手，可倒食用油的计量都是个问题，因为看不清
楚。这是如何做到的呢，他利用某种机械原理对油瓶稍加改造后，倒一次就够煎鸡蛋了，倒两次可以
摊张饼，倒三次正好炒个菜。买菜的问题是亲戚帮助解决，一次性够吃一个星期，但有的时候也有出
入，他就准备了腌泡菜。除此，在乎吃自然在乎食品安全问题，买了面条机和榨油机自己动手。我觉
得真是认认真真过生活的人啊，有这样的精气神活着，那日子才叫日子。富日子富过，穷日子穷过，
老百姓过老百姓的，名流过名流的，但是不能少了这个认认真真的劲头啊，这是生活的乐趣。出流氓
，出大亨：看了这一篇，我才恍然大悟关于83年严打的问题。本书说的流氓并非无所事事调戏良家妇
女的流氓，而是因为社会原因，没有事做，成了街头的一员，这样的闲散状态就容易滋生问题，比如
打群架之类的。但也由于这种性质，他们接触了外面的事物，成了最早走出定海桥的人。混江湖都有
绝活，走出去能立足的人都是这般。弄堂爷叔馄饨店：这位店老板真是个生意经，但这种生意经透着
人情味。是在做生意，但也是在做人。似乎也可以反过来说，会做人自然就饿不死了。他精于研究自
己的馄饨，规定过了上午九点不再销售。有生意也不做这是为了那般呢，原来是过了时间馄饨皮不行
了。九点之后卖面条，但面与咸菜不要钱，面条吃了还可再加，拌酱要钱，酱是他自己研制的。从我
吃小吃的经验来说，我未遇到这种卖法，但依照食客的话来说，这却透着他的生意经。除此，最要我
觉得有人情味的，是说到客人忘记给馄饨钱走了，被店员追回。可这店员被老板凶了一顿，他觉得这
馄饨才几个钱，你伤了人家面子，太没面子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实际的人生哲学，哲学离我们一点也
不远，因为它可以从言语与交流中体现出来。这个时候他考虑的不是生意的规则，而是对方的感受，
这是人性化的表现。这个老板是粗中有细的。女儿常拉阿拉去八仙桥看看，这是阿拉的“乡愁”：看
到“八仙桥”这个字眼，我好像在哪见过，之后便想起来了，是我买的郁飞先生的藏书上，他在上面
写着购于上海八仙桥。然后我就想买张飞机票去八仙桥看看，乘兴而去，何必见戴啊。想到此事，发
现好像有好多计划还没有去实施啊。这是这位老先生的“乡愁”，亦是我对那个时代的敬意与永恒的
怀念，而比时代更重要的，是这些与那些可爱的人，他们的人生经验不可复制，这里透着最浅显的道
理，令人看到生活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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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弄堂风流记》的笔记-第2页

        对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了解越多，那些偏激夸张的言辞就越不值一提。

我们是记者，唯以记者的良心，记录真实的生活。唯有真实的生活，可得自由的灵魂。

2、《弄堂风流记》的笔记-第138页

        大概：

当年上海有两个摇滚乐队，一个叫“电熨斗”，大概意思就是要把你烫平；另一个叫“保险丝”，我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但大概就是要把电熨斗电闸拉掉的意思。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3、《弄堂风流记》的笔记-第1页

        干新闻这一行，吃记者这口饭，总得要留下点真实的东西。唯有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最真实，最不
做作。那就让我们把这些真实的生活，挖掘下来，记录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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