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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底子的事体》

前言

　　“老底子的事体”是上海方言，普通话就是“过去的事情”。2006年10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
版的拙著《老底子的事体》，会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是出乎意料的。　　今年4月的一天，我与杨
柏伟编辑在电话里聊天，他问我还有什么写作打算？当时我不敢直言应对，因为思想上毫无准备。是
否再写老底子的事体？杨先生表示赞同。于是我们商定，书名仍旧是《老底子的事体》，写一本续集
。一次随意的电话交流，引出了这本《老底子的事体（第2集）》。　　“五一”节长假，我开始挖
掘老底子的故事。思绪飘啊飘，又飘到了童年的时候。想起了在夜空中捉萤火虫，想起了老房子里的
猫，想起了飘着桐油香味的油布伞，还想起了母亲为我做布鞋⋯⋯这一幕幕情景让我回到了童年的世
界，梦带着我走，不觉身在何处。于是我默默地感慨：要是能重新回到那天真灿烂的年代，该多好啊
！然而，时间总是在不经意间流走，人生之路岂能回头重来。而唯一可留下的，就是记忆。　　随着
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变迁，曾经在我们身边发生的老底子的事体，当时虽然真切实在，今天却觉得遥
远而陌生了；当时虽然妇孺皆知，今天却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了。当我咀嚼着逝去的往事时，记忆就
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淌不尽的感慨传递指尖，神思在键盘上飞扬。　　重温往事，有说不完的故事
，抒不完的情感。然而，必须写出自己的亲身体验，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写出自然界在沧海桑田中
的变幻，写出社会在兴衰更替中的进步。这是我写作时为自己定的一条原则。　　老底子的事体属于
过往的历史，历史包含着浓浓的民俗民风，或者叫传统文化，这种文化是亿万民众在漫长的生活中积
淀而成的，如何留住这些文化，并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是当代人的责任。　　奉献给广大读者的《
老底子的事体（第2集）》是我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的真切感受，也是时代变迁、社会发展
的印痕，如果这些故事能起到与读者一起同首如烟往事，回味趣味人生的效果，那便令我欣慰。　　
写作如同烹制菜肴，众口难调。上海人有句老古话：“公要馄饨婆要面。”如此不同的需求，常常会
让媳妇为难。我引用此话，意思是：尽管自己尽力而为了，但能否满足读者的口味，始终存有提心吊
胆之忧。同时，自感水平有限，书中疏谬之处在所难免。谨此竭诚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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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底子的事体》

内容概要

《老底子的事体(第2集)》作者钱民权是上海有名的业余收藏家，书中叙述了他在这几十年来的趣事。
书中的文章都不长，有的还很短，但涉及的都是作者自己经历的事和熟悉的人。阅读《老底子的事体(
第2集)》，你可以读到作者幼年时的童趣、少年时的梦幻、青年时的磨炼、中年时的拼搏，而这些往
事也正如作者所说的：“都铭刻在我记忆的深处，清晰得犹如昨天刚刚发生的那样。此时此刻，我才
感觉人生的短暂、时间的珍贵、往事的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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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底子的事体》

作者简介

钱民权，祖籍江苏张家港，1951年6月生于昆明。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1968年下乡插队落户，1974
年上调回城。曾任上海县交通局党委宣传干事、上海县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上海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综合处主任科员、上海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法制监督处副处长、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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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假领头”情结街上流行军装三林塘的土布鞋子情怀说伞关于手表猪年说猪过年蒸糕思乡情吃泡
饭山芋情结吃的咏叹西瓜行情上海水蜜桃为天下冠粮票的故事户籍史话老宅抒怀旧街老虎灶老虎窗咏
怀弄堂口的皮匠摊犀檐下的灶披问行灶烟火火油炉的火红年代说灯箍桶说马桶汰浴的苦恼“三十六只
脚”“三五牌”台钟拍照电视梦露天电影家里那辆“老坦克”街头送药工招贴杂议茶摊及其他马路菜
场印象市井吆喝声七宝古镇的神韵农家婚俗趣谈开河割麦说井水车农家竹园农家客堂韵味乡河忆旧网
船渔歌乡村下伸店轻罗小扇扑流萤老房子里的猫回来吧，燕子可笑的口号伤感“海外关系”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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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底子的事体》

章节摘录

　　街上流行军装　　在服饰千姿百态、风情万种的今天，有一种已经消失的服装十分令我们这一代
人怀念，那就是当年的军装。　　在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最流行、最抢眼的服装当属军
装了。我进中学的第二年，“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一批青年学生身着军装，套上红卫兵袖章，在
校内校外冲冲杀杀，很革命的样子。有人甚至全副武装，穿了军装，还戴军帽、佩帽徽、挎军包，唯
独少了两片领章。“文革”开始之初，先是一场“破四旧，立四新”的革命行动。记得“四旧”中包
括“三包一尖”（发型大包头、裤子包臀部、裤脚管包小腿，加上尖头皮鞋），大批革命小将走上街
头，对“三包一尖”采取革命行动。人们经受了大破“四旧”的冲击后，穿衣戴帽小心谨慎，犯不着
涉及“奇装异服”而受到批判。　　青年学生是穿军装的主流，后来逐步扩展、升温，各行各业、各
个阶层、各年龄层次的男人、女人都纷纷仿效，连小菜场旁边卖葱姜大蒜的老汉也身着军装，看上去
很精神。在那个疯狂的年代，人们的心已经被“文化大革命”的热浪激得红红火火的，而身着军装似
乎表示对这场革命的一种美好憧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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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底子的事体》

编辑推荐

　　《老底子的事体（第2集）》作者是沪上独树一帜的收藏家钱民权，书中记录了他在收藏过程中
的串串记忆，也是他对以往生活中的平凡故事和点点滴滴的感受的记录。这些已经被岁月抖落的往事
，不仅是作者人生的印痕，而且也是一代人生活的缩影。虽然年轻一代的我们对那些往事无从经历，
但书中所叙之事鲜如活水，令人陶醉，也令人留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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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底子的事体》

精彩短评

1、合上上一集，真的想马上看本集。
2、怀旧的上海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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