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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1说明

中国风物志丛书，是由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出版部门负责组

织编篡、分册出版的知识读物。丛书内容着重介绍我国悠久的历

史文化，众多的名胜古迹，丰富的土特名产，多采的民族风情，以及

日益发展着的社会主义新貌。

对于向往中国、了解中国、关心中国的海内外广大读者来说，

需要的是真实可靠，和富于魅力。编者力求做到的也正在于此
我们希望上述读者都能从中了解到所最感兴趣的一些方面。但是

应该承认的是，编篡不同于过去志书的风物志这一新的尝试，我们

确无所从，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因此，不妥不当的地方一定

会有。深望广大读者惠予指正，以便经过修订，使之更切需要。

在各省、市、自治区的风物志问世以后，北京旅游出版社将编

篡出版综合的《中国风物志》。这对某些更愿一览全貌的读者来

说，想必也是必要的。

一九八二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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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的地方志．

陈翰伯

多年来，我有一个>--j惯，每逢到一个较生疏的地方，一定要把

志书找来看一看。这样，我曾经翻阅过浙江的《嘉兴府志》，陕西

的《韩城县志》。当然，和当地同志谈话是获得知识的泉源，但是查

查志书，却可以得到许多书面的地方史料。

但是，这些志书是不易得到的，而且编得很乱，不便索阅。更

不用说其中还有不少封建糟粕。 、

因此，十几年以前我曾倡议重编志书，先把上海徐家汇所藏全

国志书择优影印，然后再组织人力，拟定体例，重新编写。待到一

九六六年狂风暴雨一来，此事当然就胎死腹中。对我个人来说，这

倒也少了一点麻烦。

一九八O年夏，我与百余同志会于太湖之滨，共议出版旅游读

物的事。我又重新提起此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中国风物志丛书

的设想便形成了，

·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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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摆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当然与旧志书完全不同。经

过编撰人员、摄影家、作家的共同努力，它已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它

是广大读者的知识之友，是旅游工作入员的案头必备，又是中、小

学学生的课外读物，各级学校的老师可以从它摘取材料，挥洒自如

地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

“登泰山而小天下，。书中的图文，留下不少余地可供读者联

想，借以开发智慧的矿藏。你可以通过它得到许多教益，从而激励

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中国风物志丛书是一套新型的地方志。它富于时代感，图文

并茂，无论如何是前人办不到的!

这套丛书的出版，将是我国出版界一件引入注目的事，一件令

人欣喜的事。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八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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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风物从西陆说起

上海，这个闻名于世界的全国最大的城市，人们通常认为，它

是在近代突然发展起来的。很少人注意到，它也有一个悠远而多

彩的古代历史。说它悠远，是指它的文明开发：说它多彩，那就是

它的历代风物，而其余韵曼衍，到今天又呈现出新的绚烂。
’

今天的上海市位置在长江南岸的河口三角洲上，市区之外，包

括上海、松江、青浦、嘉定、宝山、崇明(岛)、JiI沙、南汇、奉贤、金山

十个郊县，总面积六千一百多平方公里。吴淞江横贯于平畴沃野之

上，是古太湖的主要泄洪道。江的南岸，迤逦着一串东北——西

南走向的山丘。那是七千万年前中生代后期，岩浆从断裂线涌出

地面经过风化侵蚀的地质遗迹；也可以说，它是浙西天目山的余

脉；人们历来称之为“云间九峰。。山丘的高度以余山为最，不过百

米左右，这当然算不上什么峰，可是九峰迤西，分布着以淀山湖为

中心的湖沼群，景色明秀，上海人很珍视它。因此旧志往往喜欢用

这样的描写来开场：上海“古吴之裔壤也，然负海枕江，水环山拱，

气 l ·．



自成一都会。。

今苏州市是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吴国的都城。上海为2古吴之

裔壤”，是说上海是它的边地，作为长江的河口三角洲，它有一个自

西而东地冲积成陆的过程，叉可以理解为是从古是延伸出来的土

地。崧泽、查山原始文化遗址的发现，说明约不迟于距今六千多

年，嘉定西境，青浦、松扛、金山全境以及上海、奉贤的西边缘都已

经成陆。从空中鸟瞰，西北起自娄塘，东南直贯柘林，南北两条河流

衔接成一条弧线．河流西侧略高于地面，正是远古时代的自然堤的

遗迹。自然堤上马桥原始文化遗址的发现，又说明距今四千年前，

上海的先民们选中那里作居住点时，海岸线已经离开自然堤又继

续向东伸展了。

<it∞图w (q1)醵之琏作

公元四世纪初的东晋时代，上海海岸线在今市区的西边缘，那

里曾出现过为防止海上来袭而修筑的“沪渎垒”。

唐代初年，崇明岛以其原始的东西二沙露出水面。八世纪初，

海岸线到达今市区东部。今存地下砂带，应是唐开元间瀚海塘的

余痕，在花木公社的严桥，还有着唐代村落的遗址。

十二世纪后期的宋代，海岸线到达今Jl『沙、南汇县城和皋城一

带，那里的里护塘，是南宋乾道八年所修、经明代成化年间加固后的

残存。它同现在的海岸已经相距不远。可以说，今上海市的一千一百

·2·



万人口，约半数以上就住在这片四千年以来冲积形成的新大陆上。

水环山拱，林木茂密的上海西部，远在西周、春秋时代，就成了

吴国贵族们的畋猎场地。越国的北疆也拓展到了今金山县境。上

海地区不能不受到来自吴越两方面的影响。旧志说，吴的寿梦王

朝曾在今松江县境起造华亭，古上海以华亭名地是从这时开始的。

按秦汉有十里一亭，十亭为乡的制度，行人借此可以停留宿食；春

秋时的华亭供贵族们使用，大概要算一处馆舍吧。多年之前，凤凰

山南麓出土过一件青铜尊，经鉴定为春秋形制，上面的蟠虺纹饰有

着浓郁的百越文化色彩。人们会想到，当年吴的贵族们在那一带

游猎宴乐，会不会偶然留下这样物证的孑遗呢? ，

‘

畋猎在自然堤迤西举行，通常要用火来驱赶野兽，必然会把长

满了野草杂树的猎场烧成空地，从而为农耕开辟了合适的场所。这

无异于人们在生荒地上进行了第一遍火耕。农民来了，火耕持续

下去，如小戴《礼记·月令篇》所记载的那样：“季夏之月，⋯⋯±润

溽署，大雨时行，烧薤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

美土疆。”这就是说，五月割革硒干，六月举火焚烧，经过夏雨浸渍，

既施肥又烂除草根，改善了耕地。在铁质农具还没有被普遍使用

之前，火耕处处皆同，但江南多的是水，又增加了水耨的一项程序；

三角洲地带由于葑淤成陆，地力更好。这样高产田就出现了，人们

称之为“醪。

哆是由吴的贵族们占有的。其后吴灭于越，越入于楚。楚考

烈王以黄歇为相，封春申君。先是赐地淮北，后来改封江东。黄歇

以吴的故城为首邑，领有今苏南一带，上海是它的封地一部分。这．

个贵族大地主生活豪奢，供养宾客三千余人，上客都穿缀着珍珠的

鞋子。在利用土地对农民进行超经济的剥削上，他对上海有很大

的依赖性。后人以“申”或“春申”作为上海的代称，可能是表示人

’ 3 ·



们的耿耿于怀。苏州以春申君为自己的城隍神，叉说明他的余威。

至于传说春申君曾在上海开凿东江支流，人称黄歇浦，印今之黄

浦，那是出于后人的附会。

秦置会稽邪，治在今苏州。郡辖曙县，包括今嘉定全境及松

江、青浦北境；又辖由拳县，包括今青浦和松江南境，又辖海盐县，

约相当于今金山县全境。秦始皇东巡时，驰遭在今青、松一带的横

山、小昆山、三泖通过。秦始皇看到人们乘舟在水上交易，大概那

时候上海还没有城市。汉代刘濞据为封国，开始在这星煮海水为

盐，这种盐名散盐，质量比他地出产的盛盐为高。北锌山出竹，产

量不小。土特产运吴都集散，经过江汉或淮到达河南，同中原进行

经济交流。估计在此时期，海盐兴起了域市，今天濒l临杭州湾的戚

家墩沙岸上，还有它的遗迹。那里出土的板瓦、筒瓦，弧度和尺寸

泖河(昔新湖) 棘蕉欣摄

都大于常瓦，应是汉代大

建筑物上的材料。出土灰

陶制成的井圈，其所在地

正是汉代的市井。汉人的

《风俗通义》说：人们上市

货卖，要先在井上洗涤鲜

洁，然后论价。因井为市，

这就是市井的由来。与海

盐同时，由拳也在发展之

中。但不幸的是，由于局

部地体下沉现象的存在，

海盐逐渐沦为柘湖，由拳

也陷入了谷水。汉平帝元

始二年(公元二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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