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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上海》

内容概要

《话说上海》所写就是出自此意，这里所选取的，并无严格的标准，也不讲究系统的排列。上海写作
，风物万千，我们只是从文化上海视角寻找，市井小语，天下文章，以人说史，以史谈物。含英咀华
。此种出自社会的正面负面多维群体，都丰富了上海的文化结构，织成了一曲可歌可泣而又多彩，足
可为人书写的交响曲。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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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盛巽昌，上海市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近现代史研究专家，著有《太平天国十四年》等多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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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古代上海　　任瓌讨伐倭寇　　上海近代史上有个外祸，那就是倭寇。　　倭寇就是　《明史》
里提到的日本海盗集团。当时日本藩镇纷争，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纷争中常有失意的武士下海沦为
盗匪，他们聚合本国的浪人、走私者、投机商人，勾结中国的土豪，沆瀣一气，狼狈为奸，对中国东
南沿海烧杀掳掠。　　明朝中叶嘉靖年间，江南上海、松江、嘉定等地区就是倭寇杀掠的一个重灾区
，为此，北京朝廷从各处调集人马前来，防御和打击侵犯的倭寇。倭寇的兵器装备主要就是倭刀。这
种倭刀，制作锻炼非常讲究，且不笨重，而有削铁如泥的功能，在战场上明军的长枪短刀就比它差多
了，所以明军吃了不少的亏。后来明军动用了神机营的火枪火炮，局势方才有所改观。当然也有像戚
继光用新砍下的青竹长杆克敌制胜。　　当时在上海前线指挥同倭寇作战的是镇守太仓的山西人按察
司金事任瓌。　　任瓌的部队当时主要的防区就在太仓、嘉定、上海一线。针对倭刀的锋利，他所率
领的将士也有使用长竹竿为兵器的。史传河南嵩山少林寺棍僧也曾随任瓌抗倭，立下功勋。当时少林
寺方丈月空长老率八十位棍僧前来剿倭前线，原先只有七十九人，凑不成整数，有个在灶头烧火的小
僧闻之，一定要跟随而去。他从不习武，也无棍棒，只带了一根长竹竿。某天，少林棍僧在跟随任瓌
与倭寇战斗时，大显神威，棍击倭寇无数，但因遭到倭刀削落，棍僧也有伤亡。其中有个着红衣的倭
寇头目，手舞日月两把倭刀，阵上对垒时特别凶狠，僧人们多不是其对手。就在此时，这个小僧却挺
着长竿迎战红衣倭寇。他手法灵巧，虽然竿头被削，可那被削后的竿尖更见锋利，红衣倭寇竟被刺中
喉头，一命呜呼。　　此时任壤已是苏州府同知，为知府副手。因为剿倭的需要，任壤也带兵上阵。
他很懂带兵的艺术，又能以身作则，和将士同甘共苦。据明人记录《山海漫谈》称：任壤领兵，没有
架子，凡行军、宿营以至饮食都同将士在一起，白天脱下官服、常在将士行列里一起行军，初投军营
的将士还当他是个普通的骑马军官呢。晚间，只要营帐不足，他就与将士同露宿在田野。更有甚者，
任壤懂得本地民众对倭寇有仇必报的心理，战斗力尤强，特意招募。他的部队里有新招的崇明岛沙兵
、南汇海滩的盐工，也有南翔镇南姚里严家五兄弟组织的“严家兵”。这些来自上海周边的子弟兵多
遭受倭寇祸害，所以对倭寇战斗更加勇敢。　　海瑞疏浚吴淞江　　海瑞是明代著名的清官。　　但
此过去通俗读物对海瑞是不做宣传的，也从未写进过中小学教科书。他的知名度能超过明星们，那是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靠着罗织文字狱批评《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等风行，海瑞的故事才走遍
干家万户。但海瑞也倒了八辈子霉，死了三百多年后，好端端的海南海瑞墓，竟然还会开掘，毁尸扬
灰。　　在历史上的海瑞还是做过若干实事的，其中与上海有因缘的，就是疏浚吴淞江。　　吴淞江
是上海至苏州的一条不大不小的河流。农耕社会的地方官员都要抓农业，以农为纲，就得抓农业建设
。大吏还得按时向中央有司和皇帝禀报所在地区庄稼生长和水土保养。水，就是水利，水利建设简单
地说，就是筑堤、浚河等项。海瑞是懂得此道的。　　明隆庆三年（1569），海瑞升任右佥都御史、
钦差总督粮道巡抚应天十府（江南巡抚）。同年冬，也就是在他到任后的半年，海瑞风尘仆仆来到上
海县视察吴淞江下游，且派上海县知县张宿组织吏员，带动沿江各村农民就地作测量。拟定了自嘉定
县黄渡到上海宋家桥这段长达14333丈（80里）的江面加阔15尺，即将原来的30尺，加阔为45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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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部上海近现代史，也可视为莽莽中华的简明历程。上海在中华以至世界城镇行列间，自有它独
特的行为、独特的性格。开埠前后的上海，有很多与全国各地相似相近的经济结构、社会百态和文化
心理。但鉴于上海的面向蔚蓝色海洋、面向广阔的大千世界，更有一些独到之处。十里洋场，蜿蜒的
黄浦滩，此中因中西文化的交杂和融合、渗透，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多向的思维和理念，更有与其
他地方反差和异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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