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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乡镇旧志丛书 14》

内容概要

《上海乡镇旧志丛书14》内容简介：在中国方志典籍中，乡镇志是一个别具特色的门类。其篇幅或大
或小，体例灵活自由，所记录者仅一乡一镇，涉及的面积相当有限，小到方圆几平方公里，大不过数
十平方公里而已。但是，虽其识小，反映的却是社会最基层的状况，故不可以小而轻之。有人指出，
“乡志者，实为省志之肇端，亦即国史之基本”。这一说法，看似有过于强调乡镇志之嫌，实际上倒
是非常直白地揭示了它的基础性作用。
在今天上海市行政辖区的六千三百余平方公里范围内，曾分布着大大小小的乡镇。有的数百年来一直
隶属上海，也有一部分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后由江苏省并入。尽管行政辖区不同，地域上却同
属江南。其中，或因经济繁盛、人文发达而声名远扬，或因名流咸集、胜迹荟萃而四方仰止，当然也
有鲜为人知的。但是，传统社会所谓的“千里同风”，不过就其以大一统为标志的社会制度、思想观
念方面的一般现象而言，对每个有着自身发展历史的乡镇来说，很多方面并非笼统划一。上海地区各
乡镇，东部的濒海，西部的襟湖，北部的临江，南部的近山。各不相同的地理位置、地貌形态，必然
带来物产的不同，经济条件的不同，生活方式的不同，以致风俗习惯的不同。它们的历史有长短，区
域范围有大小，文化基础有高低，故细论其人文，也明显表现出各自特色。加以众多乡镇是在不同历
史时期陆续划归上海的，时间上和行政隶属方面的差异，也造成了彼此间发展的不平衡性。
从明清两代到民国时期，有识之士由保存一方史料、记录本地现状的目的出发，怀着爱乡而及爱国的
情感，热心倡导乡镇志书的编纂，这一工作，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据目前掌握的资料，
留存至今的上海地区已刊或未刊的乡镇旧志，共六十余种。有些影响较大，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乡
镇，还先后编纂过多种篇幅不同，但时间和内容都密切相关的志书。尤可注意者，乡镇修志，基本上
都由私家承担，较多地体现了编纂者个人的学识，所以，尽管没有官修志书的规模，甚至时有经费匮
乏现象发生，但其学术价值，却未必不如官修。诚如梁启超所赞赏的，“此类作品，体制较为自由，
故良着往往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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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咸丰十一年辛酉冬十二月二十六日大雪，至三十日始止。门户被封，行人路绝。适发
逆犯浦东南，被掳者乘雪而逃，乡民冻饿死者无算同治〈上海县志〉。是冬冱寒特苌，河冰冻厚尺许
。雪未消，浓霜又继之，飞泊屋宇如芦花然，土人呼为雪上加霜。后有识者曰，此雾凇也。黄恊埙（
锄经书舍零墨）同治三年甲子秋，浦东人家所畜鸡，翮间生爪，自二爪至四五爪不等。传闻有毒，能
杀人。于是相戒不敢食。鸡价顿贱，每斤不过二十文。黄协埚（锄经书舍零墨）清光绪己亥二十五年
，邑人有掘地得黑米者，予赋诗志异，略云：昔闻尸昆有燃米，投以治疟筮有喜；干陀罗国记伽蓝。
存者什袭比瑜圮。近时述异腾南中，见闻殊地理则同；武昌羣仓藏友谅，飞山砦米称朱公。黄州天门
亦闲出，秋灯丛话已罗列；山谷同搜本草遣。臀家嗜博佐谈屑。更有江中半壁山，楚军百战复雄关；
窖粟云由鲁子敬，残砖吴国字烂斒。见《棣秋馆谈薮》《中华小说界》。乾隆时，婺源戴秀才冕家，
尝于圃中治地，得黑米数石，云以治膈症无不劾者。（西清笔记）民国四年六月十六夜半。大风雨，
经一日夜始定。束镇汤氏所建新宅，束墙头倾，榱崩，房中毁箱七八只。赵祠圮屋南楹，坟园中古柏
七八十株。尽为风拔。是日路断行人，走者须效蟹行，否则为风吹倒。民国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大冰
冻。廿三日，南黄浦之周家渡等处，积冰尚多，每遇冰块乘流浮来，有大至七八尺者，码头两旁均冰
也。晨渡，舟泊冰外，须践踏而过，乃得上船。廿五日，岳王庙浦益轮埠旁，有冰层迭如案，罗列浦
滩，有四五处。云为潮所激成，余谓为数十年所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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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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