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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的闵行老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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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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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闵行区， 1964年6月撤销闵行区并入徐汇区。 1981 年2月恢复闵行区。 1992年9月，原

上海县和闵行区"撤二建一建立了新的闵行区。这里现称闵行区江川路街道，本

地人习惯称之为"老闵行"或"闵行老街"。

闵行老镇地处古冈身地带，无水旱之怠，因此自古传有"三世修来住，家在闵

行前"之谚。闵行渡在元代已形成，元延站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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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4) ( 上海志 〉 称"敏行市在十六保而 〈 明史 · 张经传 〉 中称其

闵港，亦曰敏航。正德七年( 1542) ( 松江府志 〉 又称"闵行市，在十六保，横沥

东。近岁，己、庚二水，横沥、沙、竹二冈，因亩有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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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其来沪游学，辛后葬此而故名，但早有否

定。"闵行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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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镇为上海县首镇，店铺林立，市面

繁荣，人称"小上海" 0 1941 年 1 月，汪伪时期北桥区公署迁至闵行镇。 1945年10月

15 日，上海县治迁于北庙路(今新闵路) ，后又迁回北桥。 1954年5月 20 日，上海县

人民政府由北桥迁至闵行镇建设路1 号。 1960年12月县治迁往莘庄镇，闵行镇建制撤

销。

20世纪50年代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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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展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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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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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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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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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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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专记抵御倭寇史事的 〈 筹海图编 〉 称 江南经

略，皆以闵行为渡黄浦入松江府通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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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上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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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又能避涝，胜似福地，因此人称"三世修来闵行前 o

明正德四、五年( 1 509 - 1 51 0) ，黄浦江畔连续发生两

次犬水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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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加兴盛郡中始尽知名" 。

驰道中分71飞一条，

敏航等泼妾也焦。

当年恨煞秦皇帝.

只筑长士是不适桥。

--一 [ 清 lT宣福《串 i工梅歌》

木棉曾庆闵行车 ，

并被天移i己i皇宫。

巨口量卢鱼今不见 ，

白望回来跃水当中。

--- [溃]孚林松《沪j卖竹枝词》

春串江上i良滔天 .

劫二id尧来断71飞边 ，

妾苦今垒修未到 ，

即家不值闵行前。

[ 清]颐翰《松江竹枝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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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嘉庆年间本士也有才女李提( 1805 - 1829 ，字安子，

号吏香，进士李林松之女)撰闵行 〈 申江十景 ) ì寺，并在

诗序中称吾乡枕黄浦而横沥贯之。 九峰三洞，环绕于

西。数十年来，人文蔚起。 论云间名胜者，首屈指焉。 "

道光年间又有黄家银(字谈生，居竹冈黄家河圈，半耕半

读)撰同题 〈 申江十景 ) ，描绘了当时黄浦江闵行段和闵

行镇的十处人文景观，形象真切，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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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老镇老街位于北横泾入黄浦江地段两侧，面积0 . 6

平方公里。 当年老镇东起东夹?井，西至翁家河、 竹冈河泾

与马桥乡接壤，南临黄浦江与奉贤西渡隔江相望，北抵北

夹?井与北桥乡相接。 1949年，有工商企业330余家，人口

约 1 万人，老街原住宅有12.66万平方米。 20世纪60年代初

期，对严重失修的老街房屋作了全面修缮。 1984年始建商

品房。 1992年起，加快改造老街的步伐。 1996年初，老街

进行大规模的动迁，面貌更为大变。

· 闵行老镇与北桥、 马桥地区相邻。 20世纪50年代起，

北桥、 马桥地区原有不少相邻地块划属原闵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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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两代，闵行老镇地区拥有董纶 、 董恬 、 董忱 、

董传策、 金献民、 李昭祥、 乔慰敬、 朱永佑、 李林松等进

士，赴各地任职，声名卓著。 ( 阅世编 〉 所载当地曾有乔

姓 、 朱姓望族， ( 松江府志 〉 所载曾有闵姓望族。 清代

时，有不少名士前来入住，镇上有李氏 、 黄氏等望族。 晚

清和民国初期，又涌现一批工商大户 、 实业家和教育家，

业绩显赫，享誉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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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游小诗:参观闵行新城
老舍

闵行平地起新城，

广厦平闭一夜成。

五百露三年花四面，

双双紫燕闲春嘴.

+年来作沪i工游.

十里洋场一笔勾。

劳动人民手参土，

桃花今日识风流.

-一-原载1962年4月 22 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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