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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世博会在上海举行期间，数以千万计的游客将从世界各国、祖国各地来到上海，参观世博
会之余，他们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有的人可能想参观摩天大楼、东方明珠，领略中国最大城市
的现代化风采；有的人可能想游览外滩、南京路、淮海路，回味近代东方巴黎风情；有的人可能想进
出石库门里弄，探究老上海传统民居特色；有的人可能去城隍庙购物美食，品尝小笼包子、酒酿圆子
；有的人可能会寻找几家老牌电影院、剧院，看几部老上海电影，听几段上海滑稽；有的人可能会乘
旅游巴士，从孙中山故居、中共一大会址、鲁迅纪念馆到左联纪念馆。他们想去的地方可能不同，想
做的事情可能有异，但是，归根结底，无非是感受上海都市文化，体味上海城市精神，了解上海历史
文脉。上海名称特色与由来　　上海，意思是到海上去。单从地名看，她在中国沿海城镇中，就有些
特别。从古到今，中国沿海城镇的名称，多用宁、静、平、安、昌、康、靖等字，比如，广东有镇海
、澄海、平海、宁海、海康、海昌，福建有镇海、平海、安海、海澄，浙江有海宁、宁波、定海、镇
海，江苏有镇洋、静海、海安，山东有威海、宁海、静海、靖海。这些地名多是祈愿性的，希望大海
波恬浪静，不要逞威肆虐，危害人民。中国那么多与海洋有关的地名中，南海、北海是方位性的，只
有上海、临海算是中性的，没有畏惧海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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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雕栏玉砌应犹在(杨浦卷)》内容简介：杨浦区位于上海市中心区的东北部，地处黄浦江下游西北岸
，与浦东新区隔江相望，西临虹口区，北与宝山区接壤。它成陆于唐末宋初，因黄浦江支流杨树浦港
而得名。在中国的近代工业史上，杨浦区的作用功不可没，从这里起步的民族工业与外资工厂，在上
海乃至全国闻名遐迩。同时，它也是上海高校最集聚的区域，是上海实施“科教兴市”战略的窗口。
在催人奋进的今天，杨浦正以博大的胸怀和与时俱进的活力，向世人展示出一幅宏伟绚丽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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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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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大学：提携我中华国民　复旦附中：青葱岁月总是歌　长白二村小学：砖窑和司令台　“东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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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芳洁白均乐用之　杨浦站：火车火车呜呜叫　梅林罐头食品厂：最温柔的盾牌昨日星辰　杨树浦发
电厂：村口的老槐树　飞机楼：国有一个梦　旧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体育学院)：只是朱颜改　江湾
体育场：降落伞和红宝橘子汁　杨树浦水厂：城堡中清澈的水蓝天白云　共青森林公园：让我们在草
地上撒点野　五角场城市副中心：从朝阳百货到Shopping Mall　复旦皇冠假日酒店：从招待所到五星
级　创智天地：“硅谷”在“左岸”　黄兴公园：杨柳依依小河边　新江湾城：飞机跑道上的午餐人
间烟火　沪东状元楼：咸菜大汤黄鱼　泰晤士西餐社：焦黄松软的炸猪排　百联又一城：各国风味　
万达商业广场：门前总有等位人　复旦步行街：每家店都有绝活　同济大学本部学苑饮食广场：吃在
同济名不虚传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学生食堂：好评如潮传校外岁月留痕　叶家花园：一个移
民的神话　正广和：夏日的享受　国棉十七厂：拿摩温及龙头细布　长白新村：从“滚地龙”到“二
万户”　国歌诞生地：起来，起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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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么羡慕住在一院的孩子，家属楼的边上就是食堂，每天都能闻到那饭菜的香味就是最大的福气了
。对我而言，每次去一院都像是过节。看电影《奇袭》，到游泳池去泡水，看一场隔壁梅林罐头厂罗
马尼亚实习生与学校教师的足球比赛，甚至与那些割草贴补家用的校工孩子一起去一院的操场割草，
也是我最喜欢的娱乐。　　这都是在1972年以前。学校南迁之后，只在校园里留下几间屋子作为水产
学院的留守处，我常去那里领取父亲每月留给我们母女的部分工资。别的建筑都被什么陶瓷仓库、教
育学院、招待所等瓜分一空。　　大门虽还能随便进出，但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是必须面对的。本是
同根生的东海水产研究所念在手足情分上，尚允许水院的家属去他们的浴室洗澡，但他们的家属只收
五分钱，水院的家属要收一毛钱。一回我和邻居结伴去洗澡，我的票子尚未用完，便在屋外等着。邻
居是东海所的家属，就买五分票。售票的是我一个同学的母亲，她看到了窗外的我，以为我图便宜让
人代买冼澡票，再三盘问买票的女孩是不是买了自己洗。在寒风中等了很久的我知道原委后，屈辱的
感觉任浴室的大龙头怎么冲洗也挥之不去。直至今天，当我每天在家舒服地洗澡时都时常会泛上一种
酸楚的感觉。　　留守处，是个特殊的名词，是上海的家属与厦门的亲人之间的一个联络站，有点像
厦门水产学院驻上海“大使馆”。我去领父亲的工资时，顺便打听一下最近有谁回厦门，欲给父亲带
些卷面猪油一类的食品。那个晚上，我陪着母亲到留守处给父亲打长途电话，为商量换房的事。学校
给了我家两间房，但因楼层和邻居的原因，让我母亲犹豫难决，留守处便让我们同父亲在电话中尽快
商定。这是我和母亲第一次打长途电话，很难打通。好不容易接通了，又说父亲不在宿舍。那天集美
小镇正放电影，那头的热心人便到电影院让人举牌寻找。第二天，几乎所有碰到我父亲的同事都关心
他家发生什么大事了。那年代，打长途是有些惊心动魄的。每到寒假，我和母亲、妹妹一同去留守处
坐上安排好的客车到北站接父亲。留守处的存在，犹如寒屋中一个废弃的壁炉，虽已无甚光热，但经
常望见它，还能给人一丝慰藉。　　鹊巢鸠占的日子里，教育学院始终都是水院人心目中的入侵者，
而到了水院人急欲归去来兮的历史性时刻，它更成了最大的障碍。奇怪的是，把它赶走另给它找个新
校址竟成了水院普通教师的义务。我的父亲和一帮同事去各有关部门呼吁“还我老家”，他们甚至找
了教育界名人谈家祯。最后，也不知是哪个环节起了作用，“眼中钉”终于拔去。1980年初夏，我与
我的儿时好友思梅在一院一间刚腾出来的宿舍里重逢。思梅他们几个男孩女孩是经过特许提前回沪入
籍参加高考的，他们的父母户口和人都还在厦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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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世博人文地图丛书》是由上海百家出版社精心策划的一套为上海市民及各地游客纵深展示
上海各个城区的大型丛书。　　《雕栏玉砌应犹在：杨浦卷》为丛书之杨浦卷，包括建设成就、历史
沿革、胜迹新景、今昔名人等。重点围绕杨浦区地标性建筑，展新颜、谈故旧，在新与旧、远与近、
深与浅的有序比照与变幻中，灵活地展示杨浦区的嬗变历程与演变特点，阐释杨浦区人文历史的细节
与特征。

Page 6



《雕栏玉砌应犹在（杨浦卷）》

精彩短评

1、整套书还是值得关注下的,按图索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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