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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淮海路》

内容概要

本书是才女作家顾惟颖对城市历史、对逝去的时光、对过去的事物精心的还原，全书以淮海路为中心
，周边街道为地标，呈现了发生在这里的城市故事和城市内蕴。作为70后，她对上海这座城市在没有
大开发、大开放时的老味道描摹得异常精细，不论是老地方，比如：马路、弄堂、建筑还是曾经的人
，如童年的伙伴、同学，或者是70年代末到八九十年代的生活状态，都一一再现，那些充满回忆美好
的小情景、小细节在她笔下一一流过，老上海石库门里的故事、小时候的那些快乐记忆，隔着时间的
流逝和时代的变迁，呈现出来的是无尽的怀旧情思和沧海桑田的慨叹。
顾惟颖笔下的城市历史、人情故事都是最普通不过的，甚至是无名的，但就是这种市井凡俗恰恰体现
了大部分人的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怀，正如淳子对她的评价："顾惟颖描绘了一幅过去的生活图景--烟纸
店、理发店、西餐社、熟食店、花店、报摊、电影院、文具店、面包店、咖啡馆、小公园、小菜场、
灶头间、弄堂⋯⋯她从房子写到人、写到街道，写到城市，其实是在捕捉心头的浮光掠影。"
全书文字清爽，时时透着让人莞尔的小乐趣，内容是怀旧的，文字绝对是时髦的，可以时时把人拉回
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场景中，又会漂亮地来一个急转，让人感到时间的奇妙和物是人非的种种感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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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淮海路》

精彩短评

1、我心中真正的上海，与繁华与浮躁无关。
2、Elegant & elite & affluent of course. 
3、众多的小路中，最喜欢的还是武康路。那条路上藏着树洞的秘密。尽管眼前有景道不得，但可以
看看别人怎么说。
4、一个70后的成长回忆，淮海路的旧时光，属于曾经居住在那里的每一个人
5、要是吃了肉馒头就要去花鸟市场买甘蔗了，跳啥国标。笑色宁了。108弄30号
6、    作者对儿时的上海及其深刻，不是上海人来看可能体会没有那么深～
7、虽然我没有去过上海 但是上海的市井生活 上海人的味道 职员文化 一幕幕 显现在眼前 很多东西我
没有见过 很多我也因此心存向往
8、朴实灵动，令人嬉笑忧伤
9、其实还不错啦。因为想快点看完好借另外一本历史书所以后面看得有些急。中间有段时间一度有
些反感，觉得无非是些厚古薄今的怀念以及作为上海人的骄傲。发现自己真的对上海人印象很是不怎
么样。不过看到后面看法改变了一些。最后提到的代表淮海路的职员文化职员群体概念倒觉得很新奇
很有启发。作者是才女，也是富家女，其实也不能称富家女，就是那种家教很好，文化氛围很不错，
很受家人爱护长大的孩子。所以才会有现在这种性格吧。不过那一代淮海路人的生活确实很值得怀念
和尊重。嗯。但是也得走向新的时代了啊。很多东西都只是时代的产物，也随时代消亡。
10、不同的上海~老上海眼中的平凡和不平凡
11、还是不错的，没想象中糟糕，以为会写得很做作，像软文风格，轻松好读。
12、很文艺的女青年写的很文艺的淮海路，赞~！
13、年初三季风翻读一遍，开心！
14、画面感很强，读后会回忆起一部看过的电视剧《红色》
15、城市文化类的书一不留神就会写得矫情，作者语言却是让人舒服，恰如其分的。看书中，不断回
忆起在上海读研的时光，想起和@由由坨 在淮海路刷街的场景。
16、特别推荐，非常喜欢！边看边笑边念，太多被遗忘的片段，太多没有经历过的事件，太多直抵人
心的温柔！一个80后的小赤佬！哈哈哈哈哈
17、70后、80后出生于斯成长于斯的上海小囡的集体式回忆，淡淡笔墨将回忆晕染开来，无名市井生
活却是我们最可亲可爱的上海。
18、儿时记忆中的老上海 个人记忆掺杂着集体回忆，写的不错挺细腻的
19、作者身为上海人的生活纪实 读来很有感觉 上海 弄堂 上海市井生活 上海租界的历史 沧桑与现代的
结合 充满了对过去时光的留恋与怀念
20、蛮值得一读的。这种写上海的书会让异地人很羡慕上海人过的生活，但其实每座城市都有值得纪
念值得爱的地方。
21、烟纸店 亭子间 淮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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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淮海路》

精彩书评

1、2013-08-21 12:33:51 来源：解放牛网 申江服务导报 【收藏】[0] 【评论0 查看】 【我要评论】 【发
起话题】责任编辑:吴驷/文：长春/设计:阿冰新上海版图的变迁是恢弘的，曾经的法租界，随着卢湾一
起被渐渐“并”没了，老派的街区生活也一起消失。顾惟颖以她个人化的视角，带出了一条集体回忆
里的“淮海路”，她写城市的方式，是从任何一个细微处开始，仿佛一点野心也没有，不知不觉就写
出了一个时代的面貌来。千千万万中的“一个人”而已认识顾惟颖，是从“杨彪”开始，她使用这个
笔名，写过很多关于上海城市文化的文章，给读者印象深刻。光看名字，很多人以为“杨彪”是个身
材魁梧的男人，尤其是“他”的文风经常很戏谑，自嘲、冷面滑稽样样不缺。渐渐观察久了以后才从
文字里看出端倪，具有个人化色彩的细节描写，非心思敏感的都市女性莫属。待到看见作者真人，大
部人都要愣一愣，因为顾惟颖本人的外形气质，与“杨彪”这个笔名实在太不搭界。曾问过她，为何
在报纸上写专栏，要起“杨彪”这样一个没什么记忆度又对不起她外型的名字呢？她随口回答，那一
天按照编辑要求，要写个笔名，恰好家里电视机开着，电视里在放一部关于样板戏的纪录片，在讲《
智取威虎山》里杨子荣假扮土匪胡彪，于是，就给自己起了“杨彪”这个名字。她认为，一般女作者
都喜欢把笔名起得很美很洋气，她起这个笔名，如果文章写得不好，人家也想不到是她写的。这件事
充分体现了顾惟颖的一种心性，散漫调皮，毫无野心，像是生怕自己做不好事，宁可躲在人群视线以
外，自娱自乐。据说她走上写作的道路，也是阴差阳错，因为不喜欢每天上班，也不喜欢受老板差遣
，才硬着头皮做自由撰稿人。不过，这样一副天性，倒反而无意间，在她的写作中成为了一种特点，
更何况，她写文章的时候，毕竟还是会忍不住用心。有一种人，他们常常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有光彩
的，而恰恰是这样的“稀里糊涂”，让他们变得更迷人。顾惟颖的文字，就像这一类人，她一直以为
自己写的“小文章”没有人看，于是，这一本《一个人的淮海路》在出版社编辑的催促与焦急等待中
，拖了好久才面世。一个标准的“老卢湾”顾惟颖的童年以及青春时期，是在淮海路一带生活的，她
是一个标准的“老卢湾”。她来自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受过本分、传统的家教，成长中又接受了一
些西式审美情趣的熏陶。可以说，她是那种最典型的市中心上海小孩。她常常说，那么多人在讲上海
，讲的不是大亨名士，就是倒马桶的七十二家房客，这么多年里，把我们这样属于城市“中间地带”
的人的生活，就省略不讲。是的，她所说的“中间地带”，就是那些不声不响，体面、朴素，又有一
点精神追求的普通小家庭，他们属于城市的中间阶层，某种程度来说，他们曾是这座城市的主体组成
部分，他们的生活态度影响了这个城市的精神内核。《一个人的淮海路》，就是书写他们的生活，他
们曾经的上海。顾惟颖用她一个人的眼睛，一个人的情感记忆，还原出像她一样千千万万的人们曾经
熟悉的上海。新上海版图的变迁是恢弘的，曾经的法租界，随着卢湾一起被渐渐“并”没了，老派的
街区生活也一起消失。顾惟颖以她个人化的视角，带出了一条集体回忆里的“淮海路”。作为70后，
她对上海这座城市在没有大开发、大开放时的老味道描摹得异常精细，不论是旧地标，旧街区，还是
曾经的人，如童年的伙伴、同学，或者是八九十年代的生活状态，都如蒙太奇一般在她笔下一一流过
。她写城市的方式，是从任何一个细微处开始，仿佛一点野心也没有，却又能自如地从细部忽然拉伸
到大的背景里，不知不觉就写出了一个时代的面貌。她笔下的城市历史、人情故事都是最普通不过的
，甚至是无名的，但就是这种市井凡俗恰恰体现了大部分人的集体记忆和集体情怀。作家淳子在为此
书撰写的序言里如此评价道：“这本书里描绘了一幅过去的生活图景，烟纸店、理发店、西餐社、熟
食店、花店、报摊、电影院、文具店、面包店、咖啡馆、小公园、小菜场、灶头间、弄堂⋯⋯作者不
是漂泊者，她是这个城市的居民，她从房子写到人、写到街道，写到城市，其实是在捕捉心头的浮光
掠影。一个镜头或许没有太多的意义，但是集合起来，便是城市的浮世绘了。她写作的姿态一如法国
公园里的旋转木马，是全景的，自由的。”顾惟颖说，现在的生活空间大了，交通与交流工具都很发
达，可我一直想念小时候看译制片、听录音磁带的时光。那时候，我们常常为了一点点好看的事物而
快乐，在小马路的自行车上，在公园的长椅上，在能看见烟火的晒台上⋯⋯曾经以为那就是最好的日
子了。真正的大上海，是无数普通人的小故事组成的。在顾惟颖写的淮海路里，你会遇见令很多人无
法忘怀的那一个上海。城市文化的继承者作为一名70后上海本土作家，顾惟颖身上沿袭了一些前辈海
派作家的传统，她非常自觉地去了解、走近上海的老建筑，以及民国时期的一些经典人文。但她的视
野与叙述方式，又带有文化上的多元性，她同时也接受着很多新事物，以至其文字中展现出一点不同
与前辈的新鲜姿态，常常带着好奇与间离感去旁观城市的历史，以及现在。或许，顾惟颖本身的使命
感没有那么强烈，但事实上，她已经成为上海城市文化的继承者。在《一个人的淮海路》里，这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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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淮海路》

殊的文化继承者身份将有所体现。无论是作者个人化的思考，还是与50后上海著名作家、城市文化研
究者马尚龙先生的对话，都能让读者看见一种对经典记忆的保留。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插图，是作者
亲自从身边亲朋好友的私房老相册里，精挑细选来的，从上千幅老照片里，挑选出了40来幅作为整本
书的配图。这些照片的每一幅都很精彩，时间跨度从上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初，统统是普通人的生活
照，但其中相当一些不乏一流的摄影水准。连作者与出版编辑在看这些照片的时候，都连连惊叹，竟
然以前上海人的家庭摄影里，能出现如此有艺术性的美丽画面。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以前上海人的精神
面貌，以及生活形态。这些宝贵插图无意间，也成为了上海老派生活的最好见证。照片里的那些人，
与作者顾惟颖一起记录下自己的同时，也记录了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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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淮海路》

章节试读

1、《一个人的淮海路》的笔记-第228页

        我们常常跟不上时间的汪洋，在许多转角处徘徊不定，以至忽然回过神来，发现年华逝去。还会
在某一天，遇见正好经过的你么？

2、《一个人的淮海路》的笔记-第145页

            纳博科夫曾在书中用胶卷来形容对记忆的存储，他说，每个人心底都有一卷往昔的胶卷，当人
上了年纪回忆的时候，就是在将这胶卷一点点冲印出来。
    那不愿褪色的底片，只存在于我们的心里，永不报废。能在菲薄的流年里，记住那些不起眼却美好
的点点滴滴，是幸福的。

3、《一个人的淮海路》的笔记-第36页

        那些如青藤一般蔓延伸展开的弄堂，伏卧在梧桐的背后，悄悄连接着整座城市的生机与情绪。一
条盛满各种宿命的弄堂，应该如小径分岔的花园，纷繁而缄默，藏了诸多秘密，却不开口。

4、《一个人的淮海路》的笔记-第46页

        那一路窗外的景象很美，梧桐与老洋房如没有尽头的古董钢琴琴键，一双看不见的手在上面依次
滑过，发出轻柔的声响。沿街一扇又一扇静闭的门让人看不厌。还有拉着窗帘、有铁栅栏的窗台，不
知道是什么样的人住在里头，偶然可以瞥见某个窗口有一株垂死的花。

5、《一个人的淮海路》的笔记-第1页

        我们生命的今天，是过去一切的延续，如果不时时回望，今天的我，便不具有意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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