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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篮桥》

内容概要

《提篮桥——犹太人的诺亚方舟》这样的书名，只有在熟知上海的人心中才会引起强烈的反差，“提
篮桥”在相当长的年代里是上海监狱的代名词，这一次却和“诺亚方舟”并列。沿东大名路过外白渡
桥就是有“万国建筑博览”之称的外滩；与上海新景观标志的陆家嘴建筑群隔江相望，却实实在在是
繁华侧边陈旧的一隅。这里的“陈旧”“具有一种特殊的尺度，这种尺度是现代城市所缺乏的⋯⋯而
历史覆盖了一系列可憎或快乐的事件，无论如何，这些动人的故事使我们今天的观者动容。
    以色列驻沪总领事Lan Maor在前言中引用了一句古老的犹太谚语：谁拯救了一个以色列人的灵魂，
就是拯救了整个世界。他说：“那么，虹口以及上海其他地区的居民便相当于拯救了2万多个世界！
”“⋯⋯虹口，将永远是我们心中温暖的地方。”
    提篮桥保护规划项目入围了2006年以色列Dan David遗产保护奖。“对提篮桥地区而言，最重要的是
它提供了一种可贵的城市记忆，即在这样一个摩天楼林立的大都市里还有这样一个默默存在的角落，
它曾经支撑着数万人的生存信念⋯⋯”
    拂去历史的尘封，张艳华博士不加任何渲染地细细铺陈着这个地区的陈年往事：“今天在德国、奥
地利、加拿大、美国等国家许多人心目中，‘Hongkew Ghetto’（虹口犹太人居住区）已经成为一个
特定的名词”；“到著名的犹太人网站‘黄包车夫’进行浏览，你会震惊的发现当年幸存下来的犹太
人今天虽然散落在世界各地，但是就是依靠着‘Hongkew Ghetto’这个主题，仍然保持着最亲密的联
系⋯⋯”。
    来上海避难的3万犹太难民中，除数千人后来去第三国外，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仍有2.5
万人留在中国上海，这一个数字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五国当时所接纳犹太
难民的总和。从历史上看，当时的上海是除以色列本土外犹太人最大的聚居地。美国前财政部长、现
柏林犹太博物馆馆长布鲁门塞尔，13岁时逃难到上海；92岁高龄故地重游，在曾经居住过的虹口区舟
山路59号、曾经做礼拜的西摩会堂、曾经就读的小学旧址，他久久徘徊，他说：没有提篮桥，就没有
今天散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后裔。
    摩西会堂，以色列前总理拉宾留言，以政府名义感谢“二次世界大战时上海人民卓越无比的人道主
义壮举” 。
    以色列摄影记者迪文历经数年，从路基、石阶、墙壁、洗衣板中收购了85块犹太人的墓碑，并邀请
国际优秀设计师进行上海犹太人纪念地的概念设计⋯⋯
    这本书以今昔对比的图片告诉人们：便利店装潢面砖和广告牌下面是昔日小维也纳咖啡馆的旧貌，
违章搭建和杂乱的屋顶平台，曾是著名的露天聚会场“莫斯考特屋顶花园”⋯⋯它还告诉人们：未来
的提篮桥将保存它最宝贵的历史价值，它将成为一本活的教科书，真实地记录着二战中同为战火罹难
的土地却成为另一个民族的“诺亚方舟”，告诉世人：中国人民的善良和友谊怎样温暖了千万个处于
绝境的犹太人⋯⋯这些史料的汇集并不仅是对地方史志的补缺，更是这些“历史遗产保护区”活着的
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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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篮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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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篮桥》

章节摘录

　　如果不是自己或是有亲戚、朋友居住在附近的话，许多在上海居住或工作的人也许不知道上海有
个摩西会堂和下海庙，但是，只要提起“提篮桥”三个字，一些老上海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
南京路外滩的东北侧，接近黄浦江的地方，也就是在近几年频频出现在关于上海“浦江两岸开发”的
各种报纸、杂志等媒体上的虹口北外滩地区。　　在提篮桥一带流传着这样一个动人的故事：二战期
间，很多犹太人聚居在虹口，在日本人占领了这个区域之后，这些犹太人被隔离在几个划定的街区内
，不能够随便出入该区。其中，唐山路818弄和765弄作为两条犹太人居住最密集的弄堂，一度曾被日
本人在出入口焊上铁栅门，禁止出入达一年之久，但是被困在弄堂里的二千余犹太人，最后大部分都
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没有遭到像欧洲集中营里的犹太人那样悲惨的命运。关于犹太人幸存下来的原
因有各种猜测，有的说是他们利用仅有的资金“收买”了当时管辖的日本人，有人说是日本司令官考
虑到政治方面的因素而网开一面；但是最多的猜测，而且经过后人证实的原因是居住在周围的一些善
良的上海市民长年累月地将面包、饼干等食物掷过界线，用这种最原始的方法救助了这些深陷困境的
犹太人⋯⋯　　从南京路外滩向北走，行人能够看到路上一块明显的指路牌，上面写着“提篮桥”三
个字。按照指路牌的方向，经过外白渡桥再拐向东，沿东大名路一直走约三公里，道路交叉口正对面
就是远洋宾馆，从这里开始就属于提篮桥区域了。再往北走，沿海门路到长阳路交叉口转向东行约八
十米，就是大名鼎鼎的提篮桥监狱“所有人都对这里非常感兴趣，但是所有人都不希望自己和它发生
什么关系”。　　也许在旧时上海孩童的心目中，提篮桥是令人生畏的地方，因为通常他们犯了错误
的时候，大人就要恐吓他们“再不听话就把你送到提篮桥（监狱）去”。而近几年来，随着上海经济
和文化的发展，尤其是对城市历史文化的重视，提篮桥监狱这座昔日让人望而生畏的建筑也作为体现
独特城市文化的一个载体，被列入了上海市第二批优秀历史建筑。二00三年整个提篮桥地区被列入上
海市十二片历史文化风貌区，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对它产生浓厚的兴趣，不少行人的目光开始越过监
狱森严的高墙，望向里面隐约能见到的灰色混凝土墙和密实的栏杆；如果你走在附近的街道上，时不
时会碰到高鼻梁的外国人，指向某一幢历史建筑相互窃窃私语，时而面露喜色，时而忧心忡忡；而当
我们深入地探寻这个地方时，更发现了包括摩西会堂、下海庙、舟山路等体现上海独特历史文化的线
索，发现了在二战期间上海虹口曾经接纳超过三万犹太避难者的历史事实，发现了时至今日仍然在起
着重要作用的这些历史因素。所有这些，都使得我们需要重新审视“提蓝桥”这三个字，认　　真思
考它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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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篮桥》

精彩短评

1、这是上海历史绘卷上浓重的一笔。又一个爱上海的理由。
2、对做信息采集很有用来~ 尤其是写报告。。。但笑不语
3、可惜现在保护力度不够啊...
4、好想有一天。。。能好好去走一下
5、写得相当好的一本书>< 这是一个古老文明对于另一个古老文明的拯救和包容~ 再有就是，果然在
上海住过的人都对这座东洋魔都永远无法忘怀。魔都公子乃果然是万人迷
6、同济出的书后来根本就是在讲城建。设计的理念都好好，可是过了6年都并没有成为现实。= =以及
，编辑态度不够认真啊，Blumenthal显然不是“布鲁门·萨尔”。
7、既叙述了历史动人的一面，也在保护方法上有理性的思考，书中结尾对提篮桥的愿景看的我热泪
盈眶。很有幸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前夕来到了这里，虹口区用心做了很多导览，红砖老房子还
和书中快10年前的照片上一样，看到这处纪念地的保护正在不断推进，叫人心里很是温暖~
8、结论：大学出版社组合无作者，都是三流产物
9、提篮桥是在去年春节，离开上海前一天，携着妈妈冒着夜色走过去的，还有印象的是摩西会堂、
下海庙和白马咖啡馆。听阮仪三老师在一席的分享，找上这本书，得知这些地保存下来的来龙去脉。
对比北京，上海的城市规划是自己很喜欢的，3次到上海，住在里弄里头，顺路逛逛，基本不刻意去
什么景点（因此消费也很低），累了就和经过的老大爷大妈聊聊天，或吃点小吃。原来是这些老师们
对混杂设计有所坚持，区域分地太清了，人之间的感情也就淡薄了。但是阮仪三老师说，他的学生也
有不少是和他对着干的，不知道一代人过去之后，那一座城又会变成怎样⋯⋯
10、犹太人在上海扫盲读物。地理多于历史，后半本书都在研究如何保护留存下来的犹太建筑。几条
路名：长阳路、舟山路、霍山路、杨树浦路。上海犹太人分三波：Sephardoc Jews（英籍，自巴格达、
孟买、香港抵沪）、俄罗斯犹太人（逃避沙皇、苏维埃）、二战德奥籍犹太人。三大家族：沙逊、哈
同、嘉道理。“日本当局默许犹太人居住，是出于缓和对美国的关系和吸引犹太人资金以重建战后虹
口”。1941太平洋战争之后犹太望族成日本“敌侨”，难民无以为继。1943年2月18日日本为响应德国
，也设立虹口犹太区（Hongkew Ghetto）⋯⋯本书于课题的意义止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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