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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长宁区文化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长宁区的第一部专

门记载文化历史的志书。编辑这本志书的工作，可以说是历史赋于

我们的。

除了民国时期出版的《上海县志》对境内有一些记述外，从北

宋时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在这段历史长河里，我们只见

到过《法华乡志》这样一本关于境内的地方性志书，而且“文化”

在其中只占不大的一部份篇幅。

． 盛世修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新

的生机，也同样给长宁区带来了很大的变化。长宁区文化专业志正

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88年着手的。它在长宁区的历史上是绝无

仅有的，因此，它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这本志书在基本反映全区文化概貌的前提下，没有追求全面

的、精细的记述。现在“文化”的概念很大。因为篇幅有限，我们

只能按现在目录的样子写出来，很多和文化有关的内容没有或者无

法做为本书的内容。如旅游、茶楼、民谚、民俗等。本志书的重点

在区内的群众文化活动、文化社团、群众文艺团体以及文艺创作，

’其他则尽量做到兼顾。在资料性上也给予了适当的重视。本志书照

片46幅，文章187篇，总字数约22万字，附录37个。

长宁区文化志办公室

一九九六年三月



凡 例

一、本志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以中国

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详今略古，详区略市；

二、本志包括记、志、传、图、录、表六种体裁，以志为主体；

志分章、节、目，目为基本记述层次，个别的以节为记述层次；繁

杂事物，选突出的给予记述，其余的均编为附表，随文设置；

三、本志纪年方法，历代纪年采用旧纪年方法，并在后面加注

公元纪年。1949年以后，一律用公元纪年；

四、境域界限。历史上境域界限多有变动。凡是在历史上曾经

划归为长宁区行政区划内的文化事物均在可写之列；

五、论述时限。上限无限，下限一般断至1992年，个别事物

或因材料不够而未写到，或因重要而有突破；

六、建国前后以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El为

界；“文化大革命”的时间概念是指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之

间；

七、本志书不得不出现的“现今”之类的用词应该是指1990年

至1995年这样一段时间，即写成文稿时的时间概念；

八、进入本志“人物传略”者以在长宁区居住或工作过为前提，

都是对长宁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做出过比较突出贡献的人，如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待遇者，以及被中共长宁区委评为专业技术拔尖人材

者。以出生年代先后排列，详区略市；

九、志书原始材料，一部份来自长宁区政府档案馆，一部份来

自有关乡镇、街道的文化史志；比较多的是在一些企业、学校、事

业单位、个人中收集的。



概 述

根据现有的史料，长宁区的文化可以溯源至北宋时代的法华古

镇。以法华古镇为代表的长宁区古代文化名噪一时。

法华古镇的文化主要表现在庙宇、民间文化和宅第园林三个方

面。以法华禅寺和观音禅寺为代表的数十处庙宇、庵堂建筑集中表

现了法华古镇特有的文化氛围。社会底层的镇民、农民为春祈秋报

而有祭祀社神的活动；元宵节有接灶神、竖塔灯、竖望田灯的习俗；

农家儿女在元宵节用彩纸扎灯结伴夜游的习俗叫做走三桥。数十处

宅第建筑中表现的木工雕刻、墙壁镂空等技术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

平。镇中心有东、南、西、北四园。东园牡丹品种高贵成为法华一

绝．曾使法华古镇有过“小洛阳”的美称。

1840年以后，外国殖民者侵入中国引起了多年战乱；加上从镇

中心流过的李f从泾多年未经疏浚，交通堵滞、商人渐少。居民大批

逃亡、古刹断香、宅第瘫塌、市面萧条。从此，法华古镇再也没有

重现昔El光辉，实为名噪一时。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开始进入上

海，西方文化也开始渗透到境内。在多种文化并存、斗争和交融之

中，境内原留的传统文化更显薄弱、简陋和无力。

在西方文化影响下，境内出现中西结合的赌场和专为殖民者提

供服务的娱乐场所以及其他一些咖啡馆、电影院。

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式洋房因殖民者的越界筑路而得以在

境内建造，这些建筑是殖民者在中国横行的产物，同时也因特有的

历史和建筑风格而使其中一些建筑成为具有较高文化内涵或人文

价值的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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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宣扬和传播西方文化为主旨的教会学校在19世纪末以后进

入境内，主要有美国教会的圣约翰大学、中西女塾和圣玛利亚女中。

在西方文化影响和冲击下，境内传统的一些民族文化一方面顽强地

表现着、争斗着，另一方面也已经显露出了它的薄弱、简陋和无力。

据记载，近代境内乡民、镇民的传统文化活动有灯会、清音班(江

南丝竹乐)、各种地方戏剧、放风筝、斗鸟、斗蟋蟀、舞龙舞狮、皮

影戏等。平时可以到剧场和茶馆去消遣休息。这些文化活动尽管延

续时间长短不同，但后来多数荒疏甚至绝迹，其原因大致有：西方

的、现代的文化生活的影响，本身内在的不足，迷信色彩的文化活

动被破除、被禁止和谋生方式打破了地区的封闭状态。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境内的进步文化、革命文化开始传

播，出现了中共布尔塞维克编辑部，40年代又出现了中共中央上海

局的办公机关。解放前夕，共产党人利用晨更工学团、省吾中学等

传播革命思想。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的进步青年学生写歌曲、演

话剧。这些文化活动在反抗反动势力、反击反动文化、迎接上海解

放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建国初，长宁区政府就开始建造文化设施，50年代末开始筹建

街道的文化站和图书馆。到“文化大革命”前，境内旧的文化被改

造、新的开始建设。文化活动的领导主要是由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

责，文艺队伍主要是以文化馆、工人俱乐部、街道文化站为主要框

架团结起来的包括工厂在内的一大批文艺积极分子。

由于政府对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文化阵地的重视和对人民群

众文化生活的关心，文学、戏剧、曲艺、舞蹈等文艺创作得到扶植

和繁荣，以舞台文艺会演为主要标志的群众文化蓬勃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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