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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上海周边郊野徒步的日

记文章，为广大郊游、徒步的人

提供指南 ，并被 《北华捷报 》结

集成册出版为Shanghai Country

Walks，实际上引领了一种郊游

的先风。

郊野游流行的同时， 传统

的节庆郊游仍然盛行， 上海四

郊的闸北、浦东、龙华等由于有

龙华寺和众多墓地， 清明时节

游人如织。 但是由于近代城市

公共交通与城际交通的逐渐完

善， 掀起了一股更远踏寻城市

边缘的郊游之风， 主要位于城

区的东北、 西北、 西南三个方

向， 上海城市的郊野范围也大

大拓展。

大场被视为 “最经济的郊

游 ” 区域 ， 由于距离市区近 ，

从沪太汽车公司出发， 票价一

角六分便可 “领略乡村风味”，

感受 “新鲜的空气、 和煦的阳

光 、 软适的草地 ”。 真如位于

当时上海市区的西北郊区 ，

也是一些人郊游的心仪之地 。

搭乘公交从市区出发经过萧

条、 破败的闸北， 往西慢慢见

到农田菜圃变成河流 、 荒草 ，

这就代表离开了城市。 到真如

游览 ， 往往是个人为了 “享

受郊野的诗意风致 ”， 疏解现

代 城 市 带 来 的 心 理 苦 闷 。

1933年 ， 《旅行杂志 》 专文

写露营和野宴 ， 推荐了听虫

鸣鸟叫 ， 赏月色寒蝉等田间

野趣， 并手册式地列举许多户

外注意事项与备忘。

除了个人行为 ， 更多的

是人们走向浦东乡村、 近郊丽

娃河畔的集体活动 。 1930年

《摄影画报 》 为了 “提倡高尚

娱乐 ” ， 特举行 “郊野联欢

会”。 三百余参加者租车前往，

进行划船、 游泳等事项。 这一

活动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初期的

个人、 社团、 机构等， 而是在

报纸刊登， 公开报名， 可见郊

游风气已进入踊跃自发的阶

段 ， 各种名号的 “夏游会 ” 、

“春游会” 等都是 “赴郊野”。

由于近代铁路网的建设 ，

铁路可以通达的远郊城际之间

游览也成为一种风尚。 1936年

4月的一个周末 ， 位于京沪铁

路现昆山南站附近的青阳港游

客大增。 《申报》 记载青阳港

春光旖旎， 风景宜人， 为沪上

人士星期尾郊游胜地 。 为此 ，

上海北站 （现上海站） 特地为

周末增加停靠青阳港的铁路车

次。 由于沪杭铁路、 公路的开

通， 上海郊野游的范围甚至扩

展至杭州湾北岸的沿海地区 。

1933年， 一位在上海生活的人

写了一篇乍浦和澉浦的简要游

记， 表示自己长期生活在上海

都会，生活节奏紧张，选择到杭

州湾北部海滨 “换一换生活的

调子”。 作者从上海出发，在闵

行渡黄浦江， 经沪杭公路全程

130公里左右，而到乍浦则只需

90公里。 游览人一般为上海的

一些外国人和较有经济实力和

身份的人， 其主要活动是观山

玩海， 体验有树有田、 农民耕

牛、轻舟鹅鸣的乡村古朴生活。

由于城市人的郊游， 乍浦和澉

浦的社会风貌也有所改变。 乍

浦因为距离上海近， 农村女子

大多是短发， 而澉浦则几乎全

是长发， 两地的物价也因游客

的到来而有所上涨。

郊野游当中，浦江游是最流

行的一部分。黄浦江作为上海的

母亲河与城市的发展息息相关，

而城市人对待黄浦江的态度也

在转变， 由最初的交通航运功

能，慢慢转化为游憩之地。 当前

滨江贯通之后为市民提供了更

多的优质公共活动空间， 追溯

历史， 早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

就掀起了一股浦江游览的流行

风。 与现今不同的是， 当时的

浦江游是乘船到郊外的黄浦江

畔， 体验当中的野趣， 主要有

浦东高桥浦滨、 宝山吴淞浦滨

以及闵行浦滨。 例如 1928 年 7

月 ， 会计师公会举行郊游会 ，

此次浦江游是乘坐水上汽艇驶

往吴淞口， 藉以纳凉。 与传统

的行会活动相比， 此时更具现

代性 ， 游览者们携带各种冷

食 ，以代晚餐 ，享受夜风习习 、

明月当空的郊外风情。 在时人

看来， 以浦江游为核心的郊游

是一种“高尚娱乐”。1930 年《旅

行杂志》刊登《上海人的消夏生

活》， 认为 “吴淞海滨看海、纳

凉、游泳，驾摩托车兜风是为良

方”， 并写道吴淞海滨因在夏天

温度比上海要低六七度，汽车火

车随时可通而为郊游好去处。

闵行因位于黄浦江南流四

折之要冲， 弯道较多， 风景尤

佳。与宝山吴淞滨江不同的是，

游客一般选择春秋两季前往闵

行浦滨， 主要活动是清游和水

滨泳浴。 该处浦滨又因地处沪

杭公路要道，交通可达性良好，

吸引着电影界 、文艺界 、报界 ，

政、商各界的知名人士。 因此，

在1933年闵行轮渡航行时间延

长，更加方便从城区前往。

在浦江游中， 最受欢迎的

还是浦东高桥浦滨。 1932年《旅

行杂志》刊登了一篇《高桥海滨

游泳记》描写当时的沿江风景，

游泳、露营、野宴、奏口琴，携望

远镜远眺江景。 “沿途野色，含

有诗意， 美入图画……一洗都

市之凡尘。 ”这次郊游华联影片

公司的多位明星也曾参与 ，实

际上也产生了许多广告效应 ，

之后许多机构团体都选择此项

“高尚活动”。 1934年7月上海特

别市兴业信托社招待中外各报

社记者八十余人游高桥海滨 。

由于高桥海滨距离较近， 游览

时长一般在五个小时左右。 从

外滩铜人码头出发， 乘坐专设

渡轮， 设备先进， 根据价格设

三个等级舱位。 游客先欣赏黄

浦江中波光云影与清丽风物 ，

行一小时抵高桥。 抵高桥后至

海滨 ， 即改乘车约十五分钟 。

高桥游览一般以浅海游泳、 逐

浪等海滨活动为主， 辅以欣赏

水静沙明的海滩景观。

近代上海的郊游风气是在

公共交通可达性基础上盛行

的 ， 基本可分为公交 、 轮渡 、

私人汽车和游轮等， 方便城市

人走进郊野 。 近郊如漕河泾 、

龙华等处， 在郊游热闹之时市

公用局会根据实际情况增发公

交。 当时， 坐汽车兜风是最盛

行的一件事， 从市区到吴淞海

滨不过十英里， 汽车约二三十

分钟。 “大家都取人迹稀少的

地方去， 郊外荒野之处最为适

宜， 像沪东杨树浦路引翔港一

直到吴淞都是兜风的好地方。 ”

《旅行杂志》记载自从淞沪铁路

开通以后， 淞沪间有了蒸汽轻

便火车， 一天来往班次有几十

趟， 更加吸引了城市人走向郊

区。 1923年，国民政府成立旅行

部， 其宗旨就是 “图商旅之便

利 ，谋舟车之舒适 ”，总部便设

于上海。适时，《旅行杂志》就刊

登大量铁路 、航运 、公路班次 ，

其中有上海人经常乘坐的沪

杭、京沪等线，以及沪杭公路沿

途经过郊区设立的站点如青阳

港、闵行等处的时刻表。

此外 ，30年代上海特别市

政府推行 “大上海水上交通计

划”，促进了黄浦江平价轮渡的

完善， 又为浦江游专门开设了

专线。 1933年5月市轮渡管理机

构因为每逢夏季， 上海人赴浦

东乡郊游览的人尤其多， 轮渡

不堪重负。 其中前往浦东高桥

浦滨的游览者甚多，络绎不绝，

在傍晚时分集中返沪， 导致许

多游客无法登船。因此，当时的

上海市公用局将上午五时三十

分由高桥开上海之一班， 及原

有末班下午六时三十分改为下

午七时十分， 由高桥开上海之

一班均用两轮， 同时行驶以免

拥塞。 这一措施大大便利了上

海市民前往高桥浦滨游览。

1933年7月 《新闻报 》刊登

了一篇 《市轮渡开航游浦乘凉

夜班》，其中就讲到市轮渡局将

原来行驶的上高线 （上海———

高桥） 中的四艘自当月分班成

为夜晚浦江乘凉的特别航班 。

每晚的八点三十分从南京路外

滩的铜人码头出发， 中间停靠

东沟码头，十点到达高桥，在此

停泊一个小时供游人观景 ，十

一点一刻从高桥发船返回 ，凌

晨十二点三十分抵达外滩铜人

码头。这一航班不论乘客多寡，

天气晴雨照常开设， 并固定收

取船票。为了市民方便出行，在

午夜归来航班还专门提供雇佣

汽车服务。此项航班开通以后，

黄浦江郊游之风益盛。 1935年

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记

载了8月10日晚上有一批大约

120人组成的团队租赁了一艘

船在晚上9点至次日凌晨1点游

览黄浦江。此次游览，船身的甲

板被改造成舞池， 并专门配有

管弦乐队。 此次午夜浦江游览

被认为是首次在上海举行 ，当

时的媒体认为这会引领起一个

午夜游浦江的新风潮。

开埠以后的上海慢慢步入

近代化道路，城市被打上摩登、

时尚的印记， 女性消费成为一

种时尚。The North-China Daily

News中历次的黄浦江郊游报道

中 都 是 放 在 “the women?s

page”这一栏中，可见在当时属

于女性时尚的一种。 更为重要

的是，由郊游带来的广告效应，

也促使一些西方的服装时尚开

始在上海流行。 1928年，《旅行

杂志》刊文“解决人生三个问题

之一 ”，认为出门旅行 ，尤须服

装轻便，舟车上下、登山涉水不

致感受“笨滞之苦”。 服装更须

注意 “轻便舒适 ”，欲解决此项

问题，“惟有求之于上等精美之

缝衣店， 上海南京路三十七号

劳合路对面王顺泰西服有限公

司， 本其多年之经验， 悉心研

究，锐意改进”。 1947年09月《申

报》在报道“今秋妇女新装更形

清丽绝俗 ”时就提到 ：从巴黎 ，

纽约 ，到上海 ，从春季到秋天 ，

从 “罗曼第克式 ”到 “运动式 ”，

那些为仕女们击节赞赏的层出

不穷的新装， 曾经掩没了几许

人们在大战后心理上的苦闷 。

现在， 上海市妇女们也正在开

始接受这新型衣谱所带来的慰

藉。最近，上海的鸿翔公司正在

设计仿制美国Ladies Tailor杂志

上的两种短大衣式样， 一种完

全采用西服上装的形式， 在项

颈间衬用围巾，最适于郊游。在

秋高气爽， 日丽风和的青山绿

水间，“轻装一袭， 御车操浆”，

有无限的舒适和潇洒。 而本地

化的一些品牌也开始逐渐尝试

来跟随这种风气，“回力” 就适

时地推出了“郊游鞋”。 1947年

春天回力推出新款特制球鞋

“万里鞋”， 强调的卖点是平日

穿着经济合算，远足郊游必备，

富有弹性，行动自如。 可以说，

城市郊游及其引领下的服饰新

风尚是城市社会生活近代化的

体现， 也是近代上海城市社会

风貌的特色之一。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

院文学研究所。 本文系国家社

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民间信

仰与近代上海移民社会适应研

究”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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