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闵行

执行主编张乃清

上海市闵行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上海市闵行区江川文化馆



靛一：
．i■· all
■．∥

‘驾，

，

-●

‘一、费嚏篇鹦
''。矿‘‘▲√K

囊一趟之＼7，一二《i9笼客
凳～≯季警拳

J- ’ 。《



r、一

●●

露

I 1

f
’ ’

-
●

‘
’



目录

刖矗⋯⋯⋯⋯‘

地名沿革⋯⋯·

历史地图⋯⋯“

黄浦水陆要津
航运码头⋯⋯

过江渡口⋯⋯一

江滨风光⋯⋯-

横沥泾河⋯⋯·

沪闻公路⋯⋯⋯

⋯”1 2

⋯”1d

⋯一16

⋯”17

晚清申江11景
束阁观潮⋯⋯⋯⋯⋯⋯⋯⋯⋯⋯⋯⋯⋯22

南浦归帆⋯⋯⋯⋯⋯⋯⋯⋯⋯·23

易园早梅⋯⋯⋯⋯⋯⋯⋯⋯⋯⋯⋯⋯⋯24

竹庄新篁⋯⋯⋯ ⋯⋯⋯⋯⋯⋯⋯⋯25

谯楼残月⋯⋯⋯ ⋯⋯-⋯⋯⋯⋯⋯⋯26

度门晓钟⋯⋯⋯⋯⋯⋯⋯⋯⋯⋯⋯⋯⋯27

北街夜织⋯⋯⋯⋯⋯⋯⋯⋯⋯⋯⋯28

西寺夕照⋯⋯⋯⋯⋯⋯⋯·⋯⋯⋯29

留桥春耕⋯⋯⋯⋯⋯⋯⋯⋯⋯⋯⋯⋯“30

横泾雪钓⋯⋯⋯⋯⋯⋯⋯⋯⋯⋯⋯⋯31

老镇老街风物
聚龙桥头⋯⋯⋯⋯⋯⋯⋯⋯⋯⋯⋯⋯-34

寺院银杏⋯⋯⋯⋯⋯⋯⋯⋯⋯⋯⋯⋯·35

老镇街面⋯⋯⋯--⋯⋯⋯⋯⋯⋯·36

浦海银行⋯⋯⋯⋯⋯⋯⋯⋯⋯⋯⋯⋯·40

思恭分堂⋯⋯⋯⋯⋯⋯⋯⋯⋯⋯⋯一41

石雕牌坊⋯⋯·⋯⋯⋯⋯⋯⋯⋯⋯⋯”42

公私园林⋯⋯⋯⋯⋯⋯⋯⋯⋯⋯⋯⋯·43

龙音寺院⋯⋯⋯⋯⋯⋯⋯⋯⋯⋯⋯⋯·“

知名老屋⋯⋯⋯⋯⋯⋯⋯⋯⋯”45

幸存碑刻⋯⋯⋯⋯⋯⋯⋯⋯⋯⋯⋯⋯⋯46

实物遗存⋯⋯⋯⋯⋯⋯⋯⋯⋯⋯48

元宵灯会⋯⋯⋯⋯⋯⋯⋯⋯⋯⋯·50

端午龙舟⋯⋯⋯⋯⋯⋯⋯⋯⋯⋯⋯⋯“51

鲤鱼灯舞⋯⋯⋯⋯⋯⋯⋯⋯⋯⋯⋯⋯52

万民伞舞⋯⋯·⋯⋯⋯⋯⋯⋯⋯⋯⋯-53

地方特产⋯⋯⋯⋯⋯⋯⋯·⋯⋯⋯⋯⋯55

沙冈古藤⋯⋯⋯⋯⋯⋯⋯⋯⋯⋯-56

历史桥梁⋯⋯⋯··⋯⋯⋯⋯⋯⋯⋯“58

奉L历史人物
著姓望族：董纶及子孙⋯⋯⋯⋯⋯⋯-62

著姓望族：金献民父子⋯⋯⋯⋯⋯”65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著姓望族

著姓望族

著姓望族

著姓望族

著姓望族

近代邦贤

近代邦贤

近代邦贤

近代邦贤

近代邦贤

近代邦贤

近代邦贤

近代邦贤

艺术名流

艺术名流

李昭祥及子孙⋯⋯⋯⋯⋯⋯66

李林松世家⋯⋯⋯⋯⋯⋯⋯68

竹冈黄氏世家⋯⋯⋯⋯⋯⋯70

乔懋被父子⋯⋯⋯⋯⋯⋯⋯73

朱永佑⋯⋯⋯⋯⋯⋯⋯⋯⋯74

李右之⋯⋯⋯⋯⋯⋯⋯⋯⋯75

李宗邺⋯⋯⋯⋯⋯⋯⋯⋯⋯76

乔念椿⋯⋯⋯⋯⋯⋯⋯⋯⋯77

李祖佑⋯⋯⋯⋯⋯⋯⋯⋯⋯77

李英石⋯⋯⋯⋯⋯⋯⋯⋯⋯78

董荣清⋯⋯⋯⋯⋯⋯⋯⋯⋯79

诸文绮⋯⋯⋯⋯⋯⋯⋯⋯⋯80

项文瑞⋯⋯⋯⋯⋯⋯⋯⋯⋯81

书画人物⋯⋯⋯⋯⋯⋯⋯⋯82

昆剧曲家⋯⋯⋯⋯⋯⋯⋯··85

现代工业基地
香樟一条街⋯⋯⋯⋯⋯⋯⋯⋯⋯⋯⋯⋯88

郭老游闯行⋯⋯⋯⋯⋯⋯⋯⋯⋯⋯⋯·90

新时代凯歌⋯⋯⋯⋯⋯⋯⋯⋯⋯⋯·92

附录

闻行滩头老山歌

历代著作者书目⋯⋯⋯⋯⋯⋯⋯⋯⋯⋯98

今日江川⋯⋯⋯⋯⋯⋯⋯⋯⋯⋯⋯⋯⋯100

后记⋯⋯⋯⋯⋯⋯⋯⋯⋯⋯⋯⋯⋯·108





—1￡▲—】L^

刖舀

历史上的阂行老镇，自1928年起为上海县首镇。1959年12月，这里与吴泾地区设

闶行区．1964年6月撤销闶行区并人徐￡区。1981年2月恢复闶行区o 1992年9月，原

上海县和闵行区“撤二建一”，建立了新的嗣行区。这里现称闶行区江川路街道，本

地人习惯称之为”老阂行“或“阏行老街”。

阔行老镇地处古冈身地带，无水早之患，因此自古传有“三世修来住，家在闶

行前“之谚。闰行渡在元代已形威，元延桔t年(1320)当地建洞真道院，至正二

年(1342)又建度门寺。元末明初，这里初步形成商市，但地名长期未定规。明弘

治十七年(1 504)(上海志>称”敏行市在十六保”，而(明史·张经传)中称其

闰港，亦日敏航。正德七年C 1 542)(松江府志)又称“阋行市，在十六保，横沥

东。近岁，己、庚二水．横沥、沙、竹二冈，田亩有秋，灾乡多从贸易，郡中始知其

名”。曾有传说称明嘉靖年间有山东人闰其来沪游学，卒后葬此而故名，但早有否

定。 “阂行镇”之称始见于清乾隆十五年(1750)(上海县志)。至清朝晚期，这

里已是商贸兴盛之地。1928年市县分治后，闶行镇为上海县首镇，店铺林立，市面

繁荣，人称”小上海“。1941年1月，汪伪时期北桥区公暑迁至嗣行镇。1946年1 o月

1 5日，上海县治迁于北庙路(今新闵路)，后又迁回北桥。1 954年5N20日，上海县

人民政府由北桥迁至阂行镇建设路1号。1960年12F]县治迁往莘庄镇，闶行镇建制撤

销。

20世纪50年代来，镇西大规模开发建设上海市级工业基地，地区面貌随之发生巨

变。80年代起，老镇逐步进行改造和开发，其历史风貌随之消逝。“现代化“的迅猛

发展，冲走了数不尽的民族民间民俗文化遗存。直到近年，人们才发觉失忆者必然找

不到“回家的路”，也不会有共同的精神家园。于是，对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逐渐形成

共识。

如今我们共同恢复历史记忆，决不仅仅只是为了记忆，而是为了激发今人的智

慧，为了充实后辈的财富。

7



地名沿革

闰行为丰Et镇．地g水陆主冲．户口艘脯商业鬻盛距喜*灼走十里

许．地产稗花}于粳稻．风倍量林朴实近菲渐趋浮■．水墟有小轮，陆路有

汽革．空通颇便。镇2西北有北桥镶．钟棰在需。其西为马桥镇．而其北为艄

柝镊．四镊坑称为荫南}i．

——享#之‘上海；土地理志)(1927确舞)

嘲弘治十七年嚼正砖七年jI乾蠹十五年

!!竺!!．一．!：磐一。』型!!竺兰!竺!．!婴!兰 !竺 墼．
苎堡! 苎堕! 塑堡苎!竺!竺!!!竺!堑!!竺：苎!!!坚兰!!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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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专记抵御倭寇史事的<筹海图编)称江南经

略，皆以闶行为渡黄浦入松江府通衢，故称要津。自明洪

武六年(1373)至清代，黄浦巡检司一直设于此。

这里，自古有“秦(始)皇驰道”过境(1934年上海县

清丈大队测定在镇西)。

闵行渡一带，凭借水利条件和地理位置，历来既能避

早又能避涝，胜似福地，因此人称“三世修来闶行前“。

—明正健四、_亘至且5_．_09-1曼l掣—L重塑江畔连续发生两
次大水灾，而“横沥、沙竹二冈独稳”，只因这里地势高

亢、退水便利而灾年仍有收成，附近灾民纷纷迁入，镇市

更加必盛，“鄯中始尽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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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堪十分水一枭

被肮#灌妻，t^。

§年惶煞橐皇帚

R筑长堤不遣桥．

一【潇】丁宜福({江樟歌'

术棉口庆阌行车

井擅天梯记馗宫。

E口鲈盘奇币见

自∞来跃术；十．

一[潸]享林松<沪渍竹技调)

●÷江上演沿天

劫^烧来断水垃

垂昔々生恬来到．

郎女不住闲千亍前。

一【滑】顾蝓‘松江竹枝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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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码头

黄浦江阂行码头，形成

于采元时代。近年考古发

现．沿江出土了成片的码头

木桩和大批瓷器碎片。足见

当年的渡口具有相当大的规

模。

明洪武六年(1373)三

月，在此设立黄浦巡检司署

后，阂行渡成为通衢要地。

清乾隆十二年(1 747】

设。便民航”，据同治<上

海县志)记载：“便民航在

闶行镇，距县城七十里，往

来来便。乾隆十二年知县

王健设船二，每船载二十五

人，人给镀六文，货物成担

者亦如之。金倬云助十八图

田四亩，为岁修费。”

咸丰四年(1854)，上

海道台在此设立海关税卡。

光绪三十年(1904)，

闶南轮船局(后称闶南协记内

河轮船公司J创立，逐步辟建

闶南号、敏航号、平申号、

新阑南号等客运航班，可

达苏州河关桥码头、浙江平

湖，沿途俸靠不少码头。

加世‰初期目#量浦4码*

一疗曩书怀

木市临$浦开量一问津。

把锄归健妇，越扁有词^．

月＆§征高潮熹鞋辫身．

飘飘理鸥鸳耥耥蝗风尘．

一[清]高{毒

^f弃(1615～1701)，字桂客，

予十自，串丰^，官§女常寺竹。

寰素蠢上毫t■

一村红树起螺魍，冬至朝聃霜满夫．

幂向城十卖花告．鬣来莲上覆航船．

⋯[清]事柞枷《巾4"枝w》

胄毫舟概田行

一叶泛长波．十流发樟戢．

月龠^齄基风静术p和．

渡口帆柑嚣汪头椹麒$．

千掌灯火"鼓^搅链魔。

⋯泰插口《事帚}》

彝橱目(186I～1940)．

H行^，浦东}}。



码头古迹

距地裹“T2末发现点擗木桩，≈目

女|btt5 20^。$t**I 50来．并自$

琏”。木桩排越o s一1${牛，行亚0 5采^

$。木桩直径6—25J]t^，*l 2—2^，*

量mE《n{《筑连进。*女±^量日月￡

碎*．d青花t∞i．∞；90％．*有青t

和自t。；^有碗、盘、辑、自脚挥、盅、

洗、斗p、笔《等。<E‘i*)2003年2

帮)

一■嗣豳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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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江渡口

明弘治年间称黄浦渡．

清康熙年问称横泾渡．乾

隆年间起改称横泾西渡。

清束民初．兴建西闶客凌

航线，仅有手摇渡船一

艘。民国十一年(1922】

沪阂公路通车后，手摇渡

船增为2艘。民国二十一年

【1932)，建成钢引桥系

趸船浮码头。车辆渡“经

航”号投^使用，实行客、

车混装，首开上海地区车辆

渡之始。

日军慢华战争爆发后，

渡轮厦码头遭破坏，恢复手

摇渡船。抗战胜利后，当地

有35．-k．合伙集资购置一艘木

壳轮船(俗称乒乓船}，取名

顺风1号．可救乘客60人，

经营至西渡间的渡运韭务。

后又增置一艘华拳轮作备

用，成立闶渡公司。1949

年后．闶渡公司改为闶渡轮

运行。1958年4月1日，划

属上海市轮渡公司接管经

营，定名为西阕线轮渡。

201 0年5月．黄浦江上

第八座大桥阂{奉)浦二桥建

成，而西闶线车辆轮渡在建

桥初期已结束了历史使命。

1933年在m行渡口行驶¨‘＆航’{事*渡轮

一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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