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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沪、上海：申

上海，中国最大的城市，世界著名的港口，一颗东方的明

珠。它吞长江，衔东海，在三角i}}I的大地上已经具有五、六千

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

古代的上海，湖荡成群，河港交叉，一片浓郁的水乡风

貌0 7在遨片丰饶肥沃的土地上，_条浩浩荡荡的大江从太湖向

东奔腾而过，投向浩瀚的大海。这条大江就是现今的是淞江《苏

州河>。◇ ，～ -
、毒：一

吴淞江古称松江、吴松江、松凌江、笠泽汪，近海下游又

称为“沪渎”。南朝梁代简文帝在《吴郡石像碑记》中称t一吴郡

娄县界，松江之下，号日‘沪渎’。栉在北宋朱长文所撰的《吴郡

图经续记强中也载有“松江东泻海日‘沪溪’，亦日‘沪海”之

句0儡凄静为‘‘独流入海修的江河。吴淞江水深域广，浩浩淼淼，

据I目志所称：唐代江阔达二十里，以后河口淤积，渐为九里、五

里孵但是至元初狁宽达三里以上。由于吴淞江汇集百川，，倾泻东

下，一注入海，因此矗沪渎”还有鼍沪海”之称。
。

至予“沪”(淀)者，是一种捕鱼工具。系用绳编结的一排竹

栅，多圈围予近岸水涯，潮来淹没，潮去虾蟹鱼类等俱被阻于

栏内，渔民就很容易把它们捕获。至今，这种渔具还被使用，上

海和江浙·带水乡的人们称其为“簖’’，仍用它来捉蟹捕鱼。吴

①鸦片藏争后，来华外入以为溯吴淞江可以上达江南丝织手工业的中心苏

州．遂将它称作。苏州河。．吴淞江下游段自此又名。苏于H河。．



淞江下游在古时水产非常丰富，鲈鱼、鲻鱼、鳊鱼、鲟鱼、鲥

鱼、鲴鱼、鲇鱼以及鳖、蚌、螺、虾、蟹、蟛蜞等各种品类，

不可胜数。唐代诗人皮日休在<<吴中苦雨》诗中曾这样地描述过

它的生产：“海物竞骈罗，水怪争渗漉。”水产的丰饶使大江两

，岸自然地聚居了众多的渔夫农人，而口沪一则林立于沿途水域，

人们就称眼前的大江为“沪渎”。为此，曾经活跃子苏、湖甄郡的

唐代文学家陆黾蒙在其《渔具诗》序中说：。列竹子海灌日‘沪’，

吴之‘沪渎’是也。骨

以后吴淞江历经变迁，“沪渎"之称虽然没有能够替代吴淞

江之名或者作为它的一个代称，但正由于它在历史上的重要性

和曾名扬四方，而余韵犹存，今日上海市之简称为。沪，，其源

就出于此。

吴淞江的河道从北宋始，显然在趋向较大的缩狭j在生游，

为‘t使漕舟免于太湖风涛侵袭，子臭iI鸯江与太涝酌交弊处兴筑

了-条长堤横截东流。，这样≯吴il套汪流势渐弱，向下游泻水大

大减少。在下游则因海颧的激荡奔涌，不断地夹送大量泥抄，

使河床的积淤渐渐增大。吴淞江河道的变化以及这一地区陆地

海岸线的逐步向外推延，使原先的华亭海口大港青龙镇逐渐移

变为一个内港，与海岸的距离越来越远。因此，鼓帆来此的船

舶渐渐地开始不从吴淞江上溯青龙镇进入水乡内地，而改遭由

吴淞江南岸近海的支流“上海浦斗入口。上海浦上承黄浦之水，

西向嘉兴府腹地。船舶驶入上海浦以后，常常首先寄碇下镭于今

十六铺一带的江岸，日长时久j这一带江岸便形成聚落，发展

成市镇。约在南宋来年，上海已正式建立了镇治，因为市镇位

于上海浦之滨的缘故，便被命名为盔上海镇竹。到元朝至元二十

九年(1292年)因华亭县地域广阔，人口增多，为了便于管理，

遂分出高昌、长人、北亭，海隅、新江五乡之地另设新县，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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