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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旧时光》

内容概要

《老上海，旧时光》是作家程乃珊和连环画家贺友直联袂完成的“老上海画卷”，图文并茂地讲述了
上海开埠至今150年来的小资情调、人情世故、风俗名物、海派风情等。从旗袍到包包，从冰激凌到自
助餐，从弄堂到亭子间，从茶馆到电影院⋯⋯无所不包。
出生于上海金融世家的程乃珊，对上流阶层的生活有着丰富自然的感受，她的文字细致入微，被夸赞
为“触摸到了老上海的灵魂”。2013年4月，程乃珊病逝；有人说，程乃珊是张爱玲的“传人”，程乃
珊走了，张爱玲式的上海也缺了一角。
同样身为“老上海”的连环画泰斗贺友直，为本书配图45幅，他的画被誉为“老上海社会文化记忆中
的珍宝”，常常一幅画就可以让人联想起一个时代的上海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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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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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旧时光》

精彩短评

1、插图不错
2、一本很有意思的书，但是现在去上海却很难找到这样的感觉了。
3、不喜插图。作者是《上海生死劫》的译者，致敬。
4、略土。文笔一般，贺友直的插图也不是我喜欢的风格。介绍本地风情的文字很多时候都不是特别
有趣味，充满自得其乐的小家子气。
5、一般般
6、浓浓的上海味道，老上海的种种记忆，唤起很多小时候的回忆。
7、幸好没买
8、特别喜欢她写上海里弄和海派文化 读来皆是思绪的倒带至少年时光在里弄的生活 和现如今每周法
租界的西式风情生活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9、文给三星，多一星给积淀和情怀。
10、巧克力冰激凌称紫雪糕；露天撑伞座，大大方方，光明磊落，对坐，吃冰激凌。
11、我非常喜欢上海，尤其是老上海时期的弄堂，所以想看看描写那时的书。本书对老上海的民俗风
情和当时的社会环境都描写的很好，果然这种书还是要本地人写的好。
12、老上海家常对白很嗲。上海作家算是对故土迷恋至深一派吧，好在富贵是真富贵，堂皇铺陈，沦
落了，家常也有一种结实做生活的肌理，并不难看。
13、耐读生动的文字 描写的非常生动形象 细致入微 充满画面感
14、提及的旧上海时光让我觉得这个才是我心中的上海
15、比起金宇澄的上海腔调，程乃珊的老上海多了一份大气与贵气⋯⋯茨威格当年的感叹是一战之后
再无贵族，程乃珊一笔一句摩挲的也是解放前老上海的韵味
16、不错的书啊，对老上海食品、物品、人事的记录和怀念。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万千人家。
17、这么好的题材写得这么无聊
18、老上海的海派风情、人情世故以及衣食住行，但文字和内涵不及木心《上海赋》。PS.封面不错，
深蓝色的硬皮上绘着红色的留声机。贺友直的插图。
19、这里留下的不是老上海的爱恨情仇，纸醉金迷，这里还原了一个上海人眼中颇为真实的远东明珠
，不错的杂物风情志。
20、命题作文，句句心急火燎地扣题，有什么意思？
21、不说教就好了~
22、非常好笑，可以随便翻翻
23、杂文和随笔也就一般般，有几篇觉得牵强附会。
24、
“Ice-cream前半个将冰直译出来，后半个则意译和英文谐音，激凌也有译为结凌，那种琼瑶剔透，晶
莹沁亮的感觉扑面而来，既有汉字之美，又符合上海人崇求西洋新奇花样的心理。冰激凌，那三个字
包含的那抹璀璨锦簇，温情浪漫，哪是冷饮两个字所能表达的。”

25、关于孵茶馆与亭子间嫂嫂的海上风华，市井百态
26、严重的老上海情节，我有！！！
27、呵呵，原本想给四星的，后来看了某条评论，觉得不打五星不行
28、贺友直的画风虽非我所爱，然和奶奶同姓同辈分同祖籍，几百年前或是一家吧，感情分～
29、海派味道纯正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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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旧时光》

精彩书评

1、我觉得每个地方的味道其实都是刻在骨子里的，无论时光如何变幻，一个地方，一种味道永远挥
之不去。而且这味道历久弥新，反而越来越让更多的人趋之若鹜。一个深爱家乡的人，他所孜孜以求
的怕就是刻在骨髓中，却又难以记起的一种味道，这就是专属于家乡的“老味道”。时髦洋气的上海
也不例外，虽然上海的历史犹如万花筒一般绚丽多变，但总有一条不变的血脉存在，流淌着老上海的
血。这也正是程乃珊《老上海，旧时光》里写的所有，而这些文字配上贺友直那和我们小时候看的小
人书差不多的上海风情画，称得上是珠联璧合。在《搓麻将》里，程乃珊有这样一段话“⋯⋯找了比
你层次高的麻将搭子，就如下雨天没带伞拼命想钻在人家的伞沿下，可能一只头可以保住不淋湿，但
伞沿下的冷雨沿着你衣领浇了你一身，你还得赔笑忍着哆嗦连声谢谢⋯⋯”在《小开》里，又有这样
的一段“上海小开，是石库门天井中的‘七星荷花缸’，放在天井中撑得满天满地都是他的市面，搬
在外面马路上只能缩在一角，眼睛看也看不到。小开就是这样，在自己的圈子里如鱼得水；走出家的
庇护就处处碰黑。因此，上海小开大都如上海女人，欢喜发发脾气⋯⋯”这样的段落在书中俯拾皆是
，活色生香到甚至可以看到那湿漉漉的画面和尴尬委屈的笑，甚至听得到小开拔高的骄傲的嗓门儿—
—而这，恰恰是我最爱看到的东西，因为这些印证了我心中对于上海味道的幻想。我好像看到一个美
丽的上海女人，正在用软糯的方言，用着轻巧美妙的点着唇膏的嘴巴吐出这些稍带尖酸的评价。话不
够中听，但是嗓音好听，而且带着娇俏，说出来不像批评倒更像朋友间的戏谑，颇具有趣的风味。就
像老上海的老里弄，充盈着生活的饱满味道。
2、过去没有读过程乃珊的书，最近读了一些。她把上海人的生活描写得细致入微，不得不佩服，不
知道她是如何积累这些知识的。难怪上海人对她推崇备至，如果没有她这样的作家存在，也许上海这
部分的文化遗产就会消失。不过她写的事情都比较小，而且对外地人都很陌生，难怪除了上海读者以
外很少有了解她的。
3、书写上海是困难的。对他者而言，湮没历史尘光之中的上海，汇集了“东方巴黎”与百乐门、陈
蝶衣与黎锦晖、阮玲玉与胡蝶。现如今，糅合近百年的文化、生活乃至意识形态，放眼望去，障目的
却唯有历史保护建筑和日益庞大的现代性。很难厘清是时间改变了上海，还是上海变换了城市的标准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更迭发生得太快，往事只能回味。于是，追慕海上风华、凭吊浮世情怀，成了
新的时髦。在这股潮流中，程乃珊恰是手把红旗的“弄潮儿”。《老上海，旧时光》以散文集纳而成
，是程乃珊写给上海的“情书”。因为旧时耳闻目睹，程乃珊对老上海的掌故信手拈来。看似在讲冰
激凌，落笔的归处却是都市人的生活情调。《小菜和大餐》，简直是一部简略的海上西餐流变史。至
于吃饭的碗、女性的发髻、戴帽子的女人、洋泾浜英语，凡此种种荟萃成文，也是以回忆换取会心的
绝妙好辞。钩沉上海摩登的大家不知凡几。木心靠华丽近乎恢弘的笔触写《上海赋》，只为留下那个
时代的倒影。王安忆写《男人和女人，女人和城市》，用的是工笔，务求准确的言诠。相较之下，程
乃珊是最动情的。虽是拉家常似的信笔，因为出自亲身经历，人情与礼数、情境与名物，延宕开来颇
有温润之感。《礼在上海》一篇写道，上海人旧日总要备些糖果干点，以备“不速之客”来时，好有
所招待。明面上，彼此都不言语，但糖果干点是否摆在高脚玻璃果盘、糖纸是否粘着剥不开，却是观
察家中景气的法门。又譬如留客便饭，是否能在一两个小时内整饬像样的四菜一汤，也算是对“家主
婆”是否贤惠的考验。上海人讲求心照不宣，要“拎得清”，程乃珊的诸多描述，无疑是为“拎得清
”作注。书里的很多掌故，对现今的上海人及“新上海人”而言，已是飘渺的历史。但对程乃珊和同
代人而言，却有记忆的余温。先回忆、再记录，乍看是怀旧，实际是为后世留档。但兴许是程乃珊太
爱上海，以至于褒贬从心，不免失当。《罗宋人》讲到寄居上海的“白俄”，“这批白俄大多只懂琴
诗风月，毫无求生专长的贵族，所以他们在上海人心目中，地位十分低下。特别对那些潦倒的白俄，
上海人干脆一声‘罗宋瘪三’。”乍看是纪实，背后也难掩上海人的势力与骄矜。但这些，程乃珊都
未曾明言。生于上海、短暂栖身香港后回归，此后终生未曾远离的她，不可能是上海变迁的“局外人
”。因为家境殷实、教养从优，她所感知的上海，也始终隶属前沿。明白眼下诸种变化的源头，回首
向来萧瑟处，更会牵动心头的神思。为此，旁人看来，《老上海，旧时光》形同一部个人视角的城市
亲历，于程乃珊，却是情动于衷、忍不住的关怀。幸运的是，这位笔者识见颇多、笔力强韧，为有心
在旧时光里寻觅温暖的人士，点亮了一盏回望的街灯。发表于《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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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旧时光》

章节试读

1、《老上海，旧时光》的笔记-礼在上海

        上海人家待客之道是很考验当家人持家水平的。一般平实人家，桂花飘香时会自制糖桂花封好，
待日后在赤豆汤、糖芋艿里调味用。过冬的年糕切好片晒成年糕干，百合也剥好晒成百合干，柠檬上
市时切成片用糖水渍好封好。如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有炒年糕和百合汤、柠檬红茶作待客之用。

说是便饭，其实留的饭，总起码有四菜一汤的：临时炒只蛋，蒸点腊肉香肠，或去弄堂口熟食店斩一
碟叉烧或酱鸭，再拷点老酒，还是蛮像样的。

2、《老上海，旧时光》的笔记-礼在上海

        “老上海人还是比较含蓄的。但八卦心理、对他人隐私有兴趣的毛病总是有的。于是，做客时看
人家待客盆子的内容，多少可从中估摸一二，满足一下好奇心。 ”
“我看现在黄家日脚也不如从前，紧多了。上礼拜去看看黄师母，端出的一盆糖，糖纸都粘牢剥也剥
不开，也不晓得放了多少辰光了⋯⋯”

想到陈丹燕写上海的风花雪月“杜小姐愉快和刺激地经过她的身边，她憋到那女子在纹黑了眼线的眼
皮下大量自己，情状黯然而不甘。这个情形，就像玩军棋，敌我两方出棋，两只棋子背靠背碰在一起
了，然后，亮出底来，小的一个，立刻出局。淮海中路上的小姐们，文文雅雅地走在路上，可眼光如
电，常常与迎面走来的女人碰个你死我活。”

3、《老上海，旧时光》的笔记-礼在上海

        所以，每每为客人盛饭，总要盛得铺铺满满冒尖，还要压一压再盛，这种样子给今天的小白领们
见到要笑了：简直是像吃好了去卖拳头一样。但对上海百姓，那是一种真心好客的表现，希望客人吃
得饱饱地离开这里。想到遇到的很多长辈亦是如此，眼泪都要出来了，啊感情啊，都在吃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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