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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带我回家（虹口卷）》

前言

在文学的高点看上海，可以看到一个很坚实的背影，曾经在旧上海彷徨和呐喊，是一面旗帜⋯⋯许多
年过去了，鲁迅的文字融入我的生活。儿时，看到“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
的故乡去”（鲁迅：《故乡》）居然并不觉得怎样的好。许多年后，隔着无数个冬日，空气清冽，往
日的温润，被抹了去了。天是一色的灰，落光了叶子的枯树，静静地立着，才觉得，那“微风早巳停
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我的小学和中学，就是在这样的文字里度过。那是在虹口。许多
年以后，寻觅虹口的人文背景，就有许多鲁迅的踪迹，像回到一所学堂，回到一个家，想起先生带我
去见识人生的那个遥远的黄昏⋯⋯这就是我心目中的虹口。虹口区（Hong Kou Qu），位于上海市区
北部偏东。清代，分属宝山县、上海县，道先二十八年（1848年）后，南境被辟为关租界（后与英租
界合称公共租界）。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设虹口区。1956年划入北四川路区，1960年划入提篮桥
区，1984年，宝山县江湾镇及大八寺（今大柏树）一带地区划入。区境东至大连路、大连西路、邯郸
路、逸仙路与杨浦区相邻，南濒黄浦江、苏州河与浦东新区、黄浦区相望，西沿河南北路、罗浮路、
东宝兴路、俞泾浦与闸北区相连，北至三门路朝北与宝山区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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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带我回家（虹口卷）》

内容概要

《先生带我回家(虹口卷)》中包括了：丽人行、凝固的史记等内容。虹口的历史文化积淀深厚，区内
人文景观多达二百八十处，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等文化名人的虹口故居以及朱屺瞻艺术馆、左
联纪念馆和李白烈士纪念馆等坐落于鲁迅公园、山阴路一带。虹口的历史建筑精品荟萃、类型丰富，
具有深厚的海派文化特色。在这片土地上，既有像上海大厦那样宏伟、精美，足以留世的建筑精品；
有像邮电大楼、救火会那样的堪称历史文物的公共建筑；又有像上海市监狱那样厚重似城堡般的监狱
建筑；也有名扬全国如1933老场坊那样的工厂厂房，以及风格迥异的领事馆、教会学校和众多的公寓
建筑、新式里弄；乃至精巧而独具风韵的别墅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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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带我回家（虹口卷）》

书籍目录

出版缘起总序(熊月之)前言青春路线四川北路：穿透了这个城市的韵味山阴路：与我的孩提时代、青
春生活、文学启蒙关联着溧阳路：青年心中扩散着解散与重新集结的欢愉甜爱路：车过甜爱路多伦路
：我以自己习惯的姿势，漫无目的地观望，随想四平路：我感受到了与上海、与中国有关的一些事物
黄浦路：寻找书写城市生活的冲动吴淞路：常常惊醒我的灵魂乍浦路：感觉是底气愤浜桥：听得见的
是，历史的声音提篮桥：虹口区曾经叫“提篮桥区”海宁路：我习惯性地走向“国际”和“胜利”书
卷气鲁迅公园：我找到了一个灵魂的去所虹口大戏院遗址：铅铁皮搭建中国电影传奇广东大戏院旧址
：听到外面传来跑片的摩托车轰鸣的声音百星大戏院旧址：真正有声电影在中国放映的第一声永安电
影院：我们就这样开始了一种很有文化的生活创造社出版部旧址：动荡年代的浪漫故事太阳社旧址：
为“左联”的成立创造了思想条件美犹联合救济委员会(JDC)旧址：“拯救”、“避难地”的代名词
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旧址：在大师的后面西童男校旧址：有时候会觉着吵，有时候会觉着静西童女校旧
址：遥想许多年前女小囡读书的地方朱屺瞻艺术馆：“才、德、寿百岁长馨”虹口足球场：城市的精
神叙事木刻讲习会旧址：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开端上海外国语大学：我晓得那是做梦上海市体育运动
学校：“体坛英杰的摇篮”精武体育会：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在弄堂口展示自己的男人风格虹口救火会
：已经成为别人嘹望的对象了澄衷中学：历史悠久，底蕴丰厚胡蝶：横跨默片和有声片两个时代左翼
经典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遗址(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史料陈列馆(多伦路215号)《中国共产党在虹口》史料陈列馆(多伦路215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
会址纪念馆(多伦路201弄2号)鲁迅故居(山阴路大陆新村132弄9号)郭沫若多伦路旧居(多伦路20l弄89号)
郭沫若溧阳路旧居(溧阳路1269号)柔石景云里旧居(横浜路35弄景云里23号)聂耳故居(公平路185弄86号)
瞿秋白寓所旧址(山阴路133弄12号)叶圣陶景云里旧居(横浜路35弄11号甲)李白烈士故居(黄渡路107弄15
号)金仲华故居(溧阳路1156弄10号)丁玲旧居(昆山花园路7号)沈尹默故居(海伦路504号)秋瑾旧居遗址(
四川北路1515弄厚德里91号)沙汀旧居(秦关路44弄13号)曹聚仁旧居(溧阳路1335弄5号)冯雪峰旧居·拉
摩斯公寓(四川北路2079-2099号)茅盾山阴路旧居(山阴路132弄6号)王造时旧居(多伦路93号)“五卅”烈
士墓遗址(广中路668号处)远东反战大会旧址(霍山路85号)内山书店旧址(四川北路2050号)1927年中共江
苏省委旧址(山阴路69弄90号)王孝和烈士就义处(长阳路147号提篮桥监狱内)日本战犯关押、审判和执
行处旧址(长阳路147号提篮桥监狱内)凝固的史记摩西会堂旧址·犹太难民在上海纪念馆(长阳路62号)
中国式基督教堂·鸿德堂(多伦路59号)印度锡克教堂旧址(东宝兴路326号)广东浸信会堂旧址(新乡路66
号)西本愿寺旧址(乍浦路455号)景灵堂(昆山路135号)下海庙(昆明路73号)四行大楼(四川北路1274一1290
号)日本领事馆(黄浦路106号)外白渡桥四川路桥乍浦路桥礼查饭店(现浦江饭店黄浦路15号)俄罗斯联邦
驻上海总领事馆(黄浦路20号)上海邮政大楼(北苏州路276号)上海大厦(北苏州路20号)雷士德工学院(东
长治路505号)新亚大酒店(天潼路422号)工部局警务处监狱·提篮桥监狱(长阳路147号)八字桥(水电路、
柳营路)上海工部局宰牲厂1日址(沙泾路10、29号)孔公馆(多伦路250号)白公馆(多伦路210号)汤公馆(四
川北路2023弄35号)多伦路32-48号住宅多伦路215号住宅回家看看大桥大楼(四川北路85号)河滨公寓(北
苏州路340号)千爱里(山阴路2弄)大陆新村(山阴路132、144、156、168、180、192弄)亚西亚里(黄渡
路107弄109号)永安里(四川北路1953弄和多伦路152-192号)榆林路住宅(榆林路43、47、59、63号)狄思威
公寓(四川北路1914-1932号)邮电新村(四平路62l弄)曲阳新村(密云路，东体育会路，大连西路，源林
路)丽人行四川北路商业街北外滩上海国际客运中心(东大名路500号)三角地菜场(吴淞路、汉阳路、峨
眉路)怀旧思绪鲁迅墓：无数次到过的一个地方梅园：一种历史的纵深感霍山公园：城市上空认家的鸽
子大柏树：“大八寺”和“大八字”的历史虬江路旧货一条街：得了便宜卖乖虹口游泳池：漂白粉气
味吴淞铁路·淞沪铁路：这一路上，开始有了许多记认徐园：开始放映“西洋影戏”了上海北区污水
处理厂：上海最早的环境保护措施得以实施同文书馆、同文书会：书与字面上的事儿，我们同处已久
《良友》：那个时代出版业的神话北郊学校·甘霖中学：这里面一定孕育了人类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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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带我回家（虹口卷）》

章节摘录

插图：清光绪三年(1877年)，租界当局自“里摆渡桥”(今四川路桥)北堍筑路至天潼路，被习惯称作“
里摆渡桥北”，对应靠外的“外白渡桥”。光绪三十年(1904年)，租界当局越过老靶子路(今武进路)继
续向北延伸筑路至宝山金家厍一带(今鲁迅公园)，成为南北贯通的交通主干道。又因了过苏州河与南
岸的四川路相连，于是得名为“北四川路”。更名为四川北路的时候，已经是1946年了。北四川路南
枕苏州河，紧靠黄浦江，水运条件十分优越，既是水上门户，又是沿海、长江、内河航运的枢纽。西
邻当时上海的陆上大门北火车站，地理优势独特。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淞沪铁路(今轻轨虹口段)通车
后，北四川路水陆交通更加便捷，引来商贩云集。商业中心开始由百老汇路(今大名路)、吴淞路向北
四川路转移，并辐射周围。不久，商店鳞次栉比，客流量日增。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有轨电车由静
安寺经外滩折向行驶于北四川路直至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北四川路的交通、商业、娱乐等业的逐
步发展，带动了周边地区的道路建设。至1912年，沿北四川路先后筑有江湾路(今东江湾路)、黄陆路(
今黄渡路)、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宝乐安路(今多伦路)、白保罗路(今新乡路)、赫司克而路(今中州路)
，形成了以北四川路为中心的商业、娱乐业街区。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商人江良通在北四川路8号
开设上海第一家具有相当规模的和昌洋服店。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后新大北茶食店等各类商店次第
开业，街市渐成。至1920年北四川路上已有利男居、新大北、公和、兴丰、复兴等茶食店四十多家，
祥泰、恒丰祥、德大祥呢绒绸布店八家，五金颜料店十一家，万盛、广良南货店两家，公茂、聚兴水
果店两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四川路沿街已有丽昌照相馆、广茂香烤鸭店、利男居茶食店、新大
北茶食店、香港理发店、五洲大药房、新亚酒店、正广和洋行、复兴皮鞋店、保和堂国药店、同源泰
南货店、协丰昶绸布洋货号、德昌西服店、合兴五金店等。该路北段，先后开设福兴、日宫等戏院、
电影院和多家歌舞厅。有粤式、日式、欧式菜馆，茶楼、浴室、美容院、按摩院、妓院星罗棋布，交
杂其间。由于沿街一带粤籍人集居，烤鸭烧鹅随处点缀。“不中不西”、“羊城风味”、“吃玩中心
”成为20世纪30年代北四川路的市场特色。而新亚酒店在开业初“不嫖、不赌、不抽鸦片”之准则，
也深受社会各界赞赏。于是，具有“华洋杂处、五方会聚”的北四川路，车水马龙、行人拥挤，其繁
荣程度仅次于南京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成为当时上海主要商业大街之一。1937年“八一三”日
本侵沪战争爆发，虹口成了战争的前沿阵地，居民外逃，商店倒闭或迁址，市面顿时凋零，商业空前
衰落。沦陷期间，虹口区内由日本海军直接管辖，日侨猛增，如今的影视剧里，经常将那时候的虹口
比作日本人的“大本营”。日本人依仗日军势力，肆意掠夺。直至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军日侨逐
批迁返，北四川路商店陆续恢复或易主开业，有轨电车、公共汽车恢复行驶。1946年，北四川路改名
为四川北路。1947年，四川北路沿街共有衣着鞋帽、食品果品、百货烟杂、茶肆酒楼、珠宝银楼等商
店五百余户，羊城风味的市场特色已经不再。商业复苏，恢复了上海主要商业街的地位。但是，行号
、商店均是低矮狭窄的门户，进深浅，门面陈旧。这是历史造就的四川北路商业街的格局。四川北路
周边的虬江路、虬江支路一带，以销售美军剩余物资和日侨遗留物资而著名。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
，西班牙商人雷玛斯在北四川路南段海宁路乍浦路口创办虹口活动(大)影戏院，成为中国第一家正式
电影院。1917年5月，粤人曾焕堂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口(今四川北路1408号)同庆戏院原址开设上海大戏
院，这是由华商开办电影院的第一家。到30年代初，先后有上海演艺馆(今四川北路1800号永安电影
院)、好莱坞大戏院(今乍浦路408号胜利电影院)、广东大剧院(今四川北路1552号群众剧场，该院兼映
电影，经常演出粤剧，成为上海第一个粤剧演出中心，蜚声粤、港与海内外)、东和馆(今乍浦路341号
解放剧场)等三十二家电影院、四十七家电影公司建立或迁入，虹口成为中国电影放映业的发祥地
。1921年，应修人(革命烈士)联合钱庄青年以共进会名义在北四川路克明路天寿里(今永明路内)开设上
海通信图书馆，用通信方式借书，不受路途、经济、职务、时间等限制，旨在“使无产者有书看”。
是为上海完全开放的公共图书馆之先声。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建在北四川路昆山花园路
口(今新华书店)，8月，廖陈云(即陈云)在此领导印书馆工人罢工，最后取得胜利。1926年，在北四川
路851号由伍联德、周瘦鹃等人主编的良友图书印书公司创办，中国第一本大型综合性画报——《良友
画报》创刊，以图片为主，配以文字说明，报道时事、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内
容，雅俗共赏，广销国内外。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从各地转移来沪的中国共产党党
员潘汉年、阳翰笙、李一氓等人聚集虹口，团结郭沫若、郑伯奇等一批文化界进步人士，建立文化统
一战线，在北四川路一带开设书店、组织社团、创办刊物，掀起左翼文化运动，对国民党查禁、取缔
、迫害左翼文化进行合法斗争。是年10月，鲁迅寓居虹口，与郭沫若等一批进步人士建立统一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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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带我回家（虹口卷）》

此后，春野书店创造出版部、南强书局、水沫书店等先后驻足北四川路。在虬江支路534号(今四川北
路1413号)开设的新雅茶室(新雅粤菜馆的前身)，曾是上海最早的文艺沙龙。一批出版商社、书店和刊
物涌现于北四川路，给这个商业闹市抹上了一袭文化色彩和“革命、进步”的亮点。随着北四川路水
陆交通的发达，人口日益增加，大楼、公寓、新里弄的建造，形成一个高峰。1922年，跨越苏州河(吴
淞口)的四川路桥改建竣工，沟通了北四川路与上海市中心区外滩的交通。英、日和华侨相继在北四川
路投资建造楼房。1924年，矗立于四川路桥北堍西侧的上海邮政总局大厦落成，上海邮政管理总局迁
入，大厦被改为邮政大厦，是上海邮政的象征。1927年至抗日战争前夕，北四川路上新建和重建的楼
房如雨后春笋。其中有1927年建成的虹口大楼；1928年重建的长春公寓(原建于1921年，后被烧毁)
；1929年竣工的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公寓式大楼(原名中国银行大楼，后改称中行大楼)、狄恩威大楼(今
溧阳大楼)；1930年前建成的川北大楼、大桥大楼；1931年由原大陆、中南、金城、盐业四家银行建成
的虹口公寓(又称四行大楼)；1934年南海外华侨、港澳同胞为主投资的新亚酒店大楼；1935年，该路
西侧的河滨大楼和海宁路的凯福大楼等竣工，市容日趋欧化。沿路两侧的新式里弄住宅亦陆续新建，
如四川里、广寿里、安镇坊、大德里、永安里、永乐坊等。这些里弄住宅称为新式石库门里弄住宅，
与老式石库门里弄住宅相比，住宅南原来三间两厢改为单开间与两间一厢形式，层数多为二三层，围
墙高度降低，改善了通风，增加了采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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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生带我回家(虹口卷)》既展示了上海，让世界了解上海；同时，也让在上海生活的人们进一步认
识上海，了解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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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上海我最喜欢虹口啦
2、记忆中每一次暴走虹口都是雨天。
3、虽然是世博宣传书，写老虹口的故事，还不错。别人送的。
4、简短而有意思的小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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