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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郎桥纪事》

内容概要

本书用社会史的研究方法，以档案文献与口述访问相结合，通过高郎桥三家华资纱厂的演变（私营、
公私合营、国营）、终结的百年轨迹，展示该厂几代棉纺织职工群体命运与纱厂难解的生死因缘，再
现第31棉纺织厂几代职工的家庭生活，近代高郎桥地区居民（本地人、苏北移民）的生活变迁、现实
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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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罗苏文，1949年12月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石库门
：寻常人家》、《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沪滨闲影》等书以及论文数十篇：参与撰写《上海通史
·民国社会》、《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长江沿岸城市与中国近
代化》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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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郎桥纪事》

章节摘录

　　办学、组织娱乐活动是中共在沪东开展政治宣传的有效渠道之一，延续到1940年代后期。高郎桥
地区也曾是一个办学点。1924年6月1日，中共在杨树浦开办的平民学校设在韬朋路（今通北路）惟兴
里，分男女两校，学生150余人，多为杨树浦各纱厂工人，分四班，甲班课程：除国语、算学外，因学
生要求，添英文、历史、地理。9月7日第一次毕业典礼，有学生演说，游艺活动（表演唱歌、双簧、
滩簧、京戏）等，并编印纪念特刊《平民声》（学生作品），需要者可寄1分邮票，即可寄送。②1924
年下半年，湖南人蔡之华等在永安纱厂（今眉州路603号）成立“沪东工人进德会”，开展读书、演剧
、讲故事等活动，丰富业余文化生活，进行革命宣传。③这是沪东地区最早建立的工人组织之一
。1928年，中共党员徐明清到高郎桥东的厚生纱厂开展工作，由厂工会提供经费，在汇山路办惠文小
学，晚上开设工人夜校。1930～1940年代中共在沪的政治活动转入地下，以隐蔽精干、组织合法斗争
方式，开展活动。在沪东工厂区，中共党组织工人的形式是借用基督教女青年会组织的女工夜校，在
纱厂女工中开展时事政治宣传。当时女工夜校的课本有《国难教育》，融民族、阶级、性别意识于一
炉。　　其中，第二课《创造新世界》内容是：大家做工，大家享用，没有大老板，也没有寄生虫！
我们要创造这样一个新世界，和现在大不相同！第三课《大众解放和民族解放》内容是：我们要改善
生活，我们要改善世界，我们更不要忘了四年来的困难！牢记着：大众的解放和民族的解放决分不开
！　　第六课《收复山河》内容是：帝国主义汉奸走狗一口气，吃人无厌坏东西！来！锄头举起！我
们不能忍着冻，挨着饥，我们要吃饭穿衣，我们要收复山河，要种田，要种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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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郎桥纪事》

精彩短评

1、粗略浏览。史料颇详实，特别是建国后到经济结构转型前的这段。读社会史就更关心某个社会群
体的命运如何在自上而下的大范围变革中沉浮起落。至于本书在这个方面的洞见还有待考察。
2、搜集了一些好材料，但编排、组织上欠力度。从引用百度百科这一行为可见理论上的短板，结果
极大地制约了该书可以达到的深度。
3、本书将一个近代纱厂区、一个棉纺织女工群体、一个纱厂工人聚居区三者的百年变迁、相互依存
制约关系进行分阶段的考察、梳理。通过长时段的考察，试图梳理近代中国棉纺织工业发展的某些轨
迹、棉纺织工业社区社会演变的走向。
4、高郎桥这三个字最后出现在长阳路桥东北侧一家工商银行的墙上（高郎桥储蓄所） 那是本世纪最
初十年的时候 后来随同这家储蓄所的消失 则完全消失在人们的视线里 国棉31厂消失的更早些 当2000
年长阳新苑二期开始销售的时候 这家万人大厂所留下的就是向世界银行贷款建造的新织造大楼（现杨
浦区法院 检察院）和游泳池两处建筑了 当读完这六百多页的书 才能完全了解这家纱厂 这群工人 这块
地区里的人们  如今你经过路边停满私家轿车的长浜路依旧能看到破旧平房门口的“淮剧沙龙”的牌
子 那里的人们平凡生活经历都记录在这本书里了  上海曾经存在的众多工厂区和棚户区  高郎桥是比较
典型的一个 并通过此书会被更多的人所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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