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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收藏》

前言

　　在中国所有的城市中，没有也不可能有两个城市是完全相同的，每个城市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个性
。上海，无论是城市的形成过程、发展道路，还是外观风貌、人文内蕴，抑或是民间风俗习惯等，都
有鲜明的特点和个性，有些方面还颇具奇光异彩！　　如果要我用一个字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我以
为唯独一个“海”字，别无选择。　　上海是海。据研究表明，今上海市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市中
心地区，在六千多年以前，尚是汪洋一片。随着时间的推移，长江的奔流不息，大海的潮涨潮落，渐
渐淤积成了新的陆地，以打鱼为生的先民们开始来这一带活动。滩涂湿地渐长，围海遣地渐移，渔民
顺势东进，于是出现了叫上海浦、下海浦的两个小渔村，由此迅速发展起来。到南宋成淳三年（1267
年），在今小东门十六铺岸边形成集镇，称上海镇。后于1292年正式设置上海县，县署就在今老城厢
内的旧校场路上。一个新兴的中国滨海城市就这样开始崛起。所以我认为，上海可以说是一座水城，
上海是因水而生，因水而兴，水是上海的血脉，水是上海的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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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收藏》

内容概要

《海派收藏》内容简介：以“人弃我取，标新立异”而著称的海派收藏，在我国民间收藏中赢得了“
半壁江山”之誉。当1843年上海开埠后，西风东渐，来自于沿海及内陆省份的客籍移民以大雅大俗的
心态，玩物而不丧志，支撑起民间收藏的一片蓝天，演绎出有别于传统收藏的故事。
当海派收藏再次崛起时，已是改革开放的上世纪80年代。一批以“稀奇古怪”为特色的收藏家浮出了
水面，令世人刮目相看。在这块收藏热土上，涌现了国内最早的民间家庭博物馆，诞生了最早的省市
级法人收藏组织“上海市收藏协会”。在上海滩上，一个个收藏家，就像一篇篇小说：一件件收藏品
，犹如一首首诗歌。

Page 3



《海派收藏》

作者简介

　　吴少华，上海市收藏协会会长，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专家，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
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上海文物博物馆学会会员。　　长期从事民间收藏文化研究，发表文章4000余
篇，先后出版《收藏历史的人》、《器物文化记趣》、《古董家具》、《千年古灯》、《古董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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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派收藏》

章节摘录

　　1843年的冬天，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下，上海打开了对外开埠的大门。1845年以后，英、法、美三
国次第在上海老城厢北面建立了租界，从此上海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此
邦自互市以来，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停车者踵相接，入市者目几眩，骏骏乎驾粤东、汉口诸名镇而上
之。来游之人，中朝则十有八省，外洋则二十有四国⋯⋯”这就是当时的上海历史环境，一个处在东
、西方文化交融点的商埠，改写了绵延数千年的固守自闭的城市发展模式。在这样大潮汹涌的历史环
境下，它使上海的本土文化迅速发生了骤变，一方面是欧美的洋文化抢滩上海，另一方面，国内其他
区域文化也浩浩荡荡地进驻上海，近有吴越文化、徽文化，中有齐鲁文化、闽文化，远有粤文化、楚
湘文化、巴蜀文化、京津文化。这些不同背景的文化，在开埠后的上海，很快地融化成一体，演绎出
一种新颖的文化，朝气蓬勃、显示出它海纳百川的宽容度与包容性，这便是海派文化的肇始渊源。　
　清同、光时期，有一位因避太平天国战火而旅居沪上的杭外人葛元煦，他在上海生活了15年后，根
据自己的所见所闻，以一个文人墨客的感触写下了一部《沪游杂记》的著作。这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写
真集，应该说是当时上海滩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也是研究上海历史的一本著作，本文前面引用的那
段记述，就是出自这本书中。在《沪游杂记》中，有着颇多的关于古玩、书画、工艺品、收藏品的记
载，可让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环境，例如在第二卷中，编列了“书画家”、“笺扇”、“照相”、“
油画”、“拍卖”、“百虫挂屏”、“玻璃器皿”、“古玩”、“藤器”、“雕翎扇”等条目，其中
既有传统的“书画家”、“古玩”，也有外来的“照相”、“油画”、“玻璃器皿”，还有传统的载
体外来工艺的“百虫挂屏”。例如他在“油画”条目中写道：“粤人效西洋画法，以五彩油画山水人
物或半截小影。面长六、七寸，神采俨然，且可经久，惜少书卷气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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