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辑录华亭古今 注解“上海之根”
———8卷本《松江人文大辞典》总序

陆 军

《松江人文大辞典》出版了。 在我
看来，本辞典不仅是一部记录“上海
之根”———历史文化名城松江人文发
展轨迹的重要文献，也是一座镌刻着
当代松江学人精神品格的纪里碑碣。

我相信，她的问世，对松江的文化建
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对松江的政
治、经济与社会发展也能增添有力助
益。

我的故乡松江， 是典型的江南鱼
米之乡。 唐宋以后经济文化发展较
快，到了明代更是盛极一时，富甲一
方。 松江府文物衣冠为东南之望，与
苏州齐名，并称“苏松”。 勤劳的松江
人在丰腴的土地上不仅创造了繁荣
的经济，也创造了璀璨的文化。 陆机、

陆云、赵孟頫、杨维桢、袁凯、陶宗仪、

徐阶、董其昌、陈继儒、陈子龙、夏完
淳、王鸿绪、史量才、施蛰存、赵家璧
等文化巨匠，如群星闪耀，在中国的
历史文化长廊中熠熠生辉 。 松江书
派、松江画派、云间派文学等文化群
体，更是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
成就推进了古典文学艺术的发展。 而
植根于稻作生产的民间文化亦丰富
多彩，民间故事《孟姜女》、长篇叙事
诗 《姚小二官 》等影响深远 ，江南丝
竹、花篮马灯、田山歌等民间乐舞经
久不衰，顾绣、草龙、锣鼓艺术等更是
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无
论是脍炙人口的民歌、摇曳多姿的舞
蹈，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还是代代
相承的民俗民风，都创造出松江人引
以为豪的精神文化家园。

雄厚的历史背景， 璀璨的人文景
观，独特的经济优势，使《松江人文大
辞典》以丰富的史料为时代留下一部
恢宏的松江历史文化长卷成为一种
可能。 在这部长卷中，有对松江各个
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概括，有对松江
文化名人与传世佳作的记述，有对松
江文博、胜迹、景观的介绍，有对千百
年来松江百姓衣食住行、市井生活等
文化细节的记录。 其收录范围求广
泛，引用资料求翔实，记述内容求精
细，是我们的编纂团队所共有的思想
共识与行动准绳。

我们希望， 这部大辞典能体现出
这样几个特点：第一，词条与释文的
统一，所选词条详略得当，所撰释文
有源可溯，尽力做到史料翔实，剪裁
有方，描述规范。 第二，地方性与全国
性的统一 ，所选 “松江 ”词条 “不越
位”，通过窥一斑而知全豹。 第三，学
术性与实用性的统一，编纂大辞典的
根本目的一是为学者提供专业知识
的参考指南，二是为普通民众接受人
文教育搭建一个“大课堂”。 第四，历
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词条内容不设
上限， 下限原则上截至 2019 年。 其
间，凡人文领域的历史和现状、人物
和作品、团体和活动等皆分卷设目。

我们还希望， 这部大辞典能体现
出今天这个时代的新意：其一，凸显
人文学科发展之“新气象”。 如在新闻
传播、群文、场馆、团体，特别是文化
产业方面，这些年都出现了一系列新
事物、新成果，将这些具有鲜明时代
印记的人文物事以词条方式记录下
来，就成为了大辞典的一个亮点。 其
二， 关注和吸纳国内外学者研究的
“新成果”， 同时尤其倡导自主研究。

如学术分科主编徐侠先生在爬梳古
代学人著作时就有不少新的斩获，兹
举一例。 李绍文的《云间杂识》，又名
《云间杂记》《云间杂志》，现代大藏书
家、版本学家黄裳曾于苏州购得明抄
本一册，视若拱璧，题为《云间人物杂
记》，跋曰：“佚去首尾各半叶，遍检书
目，无著录者，不知撰人及卷数，所失

当不多也。 ”其实此书被《四库全书》

著录，为三卷，入子部小说家类存目，

亦不知作者是谁。 民国时有刊印本，

仅二卷，后由松江史志办重刊。 近年
《上海府县志旧志丛书》中也有《云间
杂识》三卷本。 不论是二卷本还是三
卷本， 都已是松江地方文献中的要
籍，现经徐侠先生研究后发现，全帙
竟是八卷，存世有明刻本、旧抄本，较
之前两种通行本，内容丰厚很多。 据
此可知， 作者杂记明代松江府人文，

几乎将二百多年间一郡人、事网罗无
遗，有征有据，多得自其经历、耳闻目
睹及交游，是一部颇有价值兼具趣味
的笔记体史学著作。 倘予整理重刊，

即增加一部明代地方史经典原著。 这
一发现，无疑是极有价值。 其三，设定
释文撰写的“新标准”。 除了遵照“观
点正确、资料翔实、结构清晰、层次分
明、语言规范、文字精练”的撰写要求
之外， 还必须列出词条释文的依据，

并配以恰当的史料图照予以佐证。 我
们坚信，只要坚持了这些“新”，这部
被誉为“全国第一部以人文专题形式
编纂出版的大型工具书”才有可能实
现兼具专业性、科学性和可读性的编
纂目标。

我们更希望， 这部大辞典还能体
现出松江学人在践行“云间风度”，提
升“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

中的情怀与境界。

首先， 从汗牛充栋的松江历史人
文信息中爬罗剔抉出 8 卷本《松江人
文大辞典》， 为进一步强化松江人民
的文化自信助力。 总类、文学、书法、

美术、摄影、戏剧、曲艺、音舞、非遗、

学术、民俗、方言、宗教、文博、建筑、

旅游、传媒、图书、档案、群文、团体、

场馆、产业等二十三个分科及数千张
图照，勾勒出松江人文历史发展的总
脉络。 6000 年前，我们的祖先用血和
汗在茫茫荒原上开拓了崧泽文化、广
富林文化等远古文化，播下了人类文
明的种子。 悠久的文化传统始终以一
种无形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有形的
存在， 它滋养着松江的风土人情，涵
养着松江的社会生态，濡养着松江的
经济发展，它引领着松江人民攻坚克
难，激励着志士仁人前仆后继。 正是
这种伟大的文化传统奠定了松江人
民文化自信的基石。

其次， 文化自信是抵达文化自觉
的基础。 面对丰厚灿烂的松江历史传
统文化 ，勤朴 、睿智 、进取的松江人
民，不仅仅满足于盘点祖上留下的丰
厚精神遗产， 而是用今人的情怀、智
慧与勇气去拓开新的人文疆域。 无论
是以“科创、人文、生态”的理念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松江的发展定位，

还是以建设“书香之域、书画之城、文
博之府和影视之都”以及江南“戏剧
之乡”为目标，都彰显出松江人民高
度的文化自觉。

再者， 文化自觉又是实现文化自
强的前提。 只有通过文化自觉，才能
实现文化自强。 对
一个地区来说，文
化自强主要表现
为全区人民拥有
共同的核心价值
观和崇高的理想
信念，积极投身于
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现代性转换
与创新性发展，以
生动的实践与优
异的成果建设文
化强区，在加快推
进长三角 G60 科
创走廊建设的同

时，弘扬传统文化、传承红色文化、高
扬海派文化、彰显江南文化和建设先
进文化，充分利用辉映苍穹的上海之
根文化资源，建设共有的现代精神家
园。

一句话，我们希望，《松江人文大
辞典》的编纂出版，既能为松江留存
一份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的
高品质的历史典籍，又能为新时代松
江人民以坚定的文化自信、高度的文
化自觉来践行与实现文化自强提供
一个可参照的生动案例。

事实上， 我当初萌生编纂 8 卷本
《松江人文大辞典》这一想法时，内心
也是有顾虑的。 这样一个浩大的文化
建设系统工程，在缺少经验，缺少专
职编撰人员，特别是缺少专门人才的
情况下，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将松江数
千年的人文发展历史、当代文化建设
的成果和经验，进行科学的、系统的、

精细的爬梳、整理、研究、归纳，还必
须要达到相当的学术高度，必须经得
住当代和后代的检验， 其复杂性、艰
苦性与挑战性不言而喻。 令人欣慰的
是，项目上马以后，在编纂团队的共
同努力下，《松江人文大辞典》编纂工
作有条不紊地向着既定目标一步一
步扎实推进， 编纂人员同心同德，克
难攻坚，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取得这样的成果，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领导敢于担当。

近年来， 全区人民按照区委提出
的建设“科创、人文、生态”现代化新
松江的目标，团结一致、唯实唯干、成
果卓著。 在这样的氛围感召下，2018

年上半年， 按照区委主要领导关于
“在人文松江建设方面， 松江不仅要
建设一流的文化设施，还要创造具有
传世价值的一流的艺术与学术成果”

的要求，我建议，松江能否及时组织
力量编纂 8 卷本《松江人文大辞典》，

能否推出 10 部松江历史名人题材系
列戏剧，能否在条件成熟时整理出版
100 卷本 《松江历代文史典籍总目提
要》？ 而要完成这些高难度、跨学科、

创纪录的大工程，先要在机制体制上
有所创新。 由此我进一步建议能否成
立一个在学术研究与创作引领方面
具有示范性意义的民办公助的高端

学术机构，由这个学术机构来统领这
些重大艺术与学术项目的实施。 这些
建言获得了区委主要领导的充分肯
定，并要求我进一步认真运思，尽可
能给出可行性方案。 同年 10 月 7 日，

区委主要领导利用国庆长假召集相
关领导一起来垂听我所作的关于成
立“江南题材创作研究院”、创编“一
典一史”、创作“松江历史名人题材系
列戏剧”的专题汇报。 其中“一典”，即
编纂 8 卷本 《松江人文大辞典》；“一
史”，即编写《松江简史》。 2018 年 12

月 20 日，在区委主要领导的关心下，

“创立江南题材创作研究院”、“编纂
《松江人文大辞典》”写入了中共松江
区委文件。 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正
式着手启动大辞典编纂工程的前期
准备， 同时还对研究院的机构设置、

人员配备以及运行模式进行设计。 在
准备过程中，经反复思考，我又将编
纂《松江文学史》《松江戏剧史》《松江
绘画史》《松江书法史》《松江诗歌史》

纳入计划，加上原有的《松江简史》，

合称为“一典六史”。 希望能以《松江
人文大辞典》为主干，以“六史”为分
支， 将松江的人文资源梳理清楚，整
合成一套全面系统记录松江人文历
史和现状的大部头丛书。 这些项目都
得到了区委主要领导的热情鼓励与
有效指导，并列为“人文松江建设三
年行动计划”的重点项目。

在此基础上， 区委主要领导在
2019 年 3 月 16 日建议将原 “江南题
材创作研究院”易名为“人文松江创
作研究院”，这一改，研究院的使命更
清楚， 目标更明确。 2019 年 5 月 23

日，在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领导的
精心安排下，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正
式入驻松江区图书馆二楼办公。 2019

年 6 月 16 日，《松江人文大辞典》第
一次编纂工作例会在松江区图书馆
会展厅召开， 区有关部门领导出席。

2019 年 7 月 13 日， 人文松江创作研
究院由市、区领导揭牌。 在 2019 年松
江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成立人
文松江创作研究院”与“启动《松江人
文大辞典》编纂”成为了其中的一项
重要工作内容。 而在 2020 年政府工
作报告中，不仅再次强调做实人文松
江创作研究院，还在附件中对“一典
六史”专门作名词解释。在《松江人文
大辞典》与“松江六史”编纂工作取得
突破性进展以后，2020 年 4 月 20 日，

中共松江区委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
关于“同意成立区人文松江创作研究
院作为文化旅游局下属单位 ” 的批
复。 这标志着一直以民办公助方式运
行的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正式转为
区属事业编制单位，《松江人文大辞
典》与“松江六史”的编纂工作也进入

了新的历史阶段。

可以说， 无论是以民办公助的项
目制方式运行，还是转为正式的事业
编制管理，《松江人文大辞典》、“松江
六史”的编纂以及人文松江创作研究
院的机构设置， 都是得益于松江区
委、区政府营造的倡导创新、鼓励创
新、 推动创新的宽松和谐的人文环
境，特别是得益于区委主要领导以及
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领导的创新意
识与担当意识。

第二，名宿善于引领。

我曾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说
过，设计《松江人文大辞典》这个编纂
工程时，首先想到的是，这件事必须由
欧粤先生来担任前线指挥官。一方面，

欧粤先生学识渊博，文史哲兼长；耆德
忠正，智善信兼具。他长期在区史志办
担任编审工作， 为泱泱大著 《松江县
志》的副主编，在地方史志研究与民俗
学研究方面著作等身， 具有丰沛的学
术素养与丰富的史志编纂经验， 是松
江学术界公认的德高望重的领军人
物。另一方面，欧粤先生是一位卓越的
儒帅，具有很好的统筹协调能力。他曾
担任松江县政协文史委员会主任，既
对松江文史如数家珍， 又对松江文化
人的禀性、学养、能力了如指掌，由他
来牵头组织编纂班底，排兵布阵，协调
各方，可谓不二人选。 果不其然，欧粤
先生到岗后，夙兴夜寐，筚路蓝缕，全
身心扑在工作上， 从每个词条的选定
到每段释文的增删，他都亲历亲为，可
谓沤心沥血，厥功至伟。

第三，方家乐于力助。

本辞典的责任编辑是 “新松江
人”、 上海辞书出版社历史地理编辑
室主任王圣良编审。 他在辞书编纂领
域耕耘三十余载，主编、参编各类辞
书数十种， 积累了丰富的编纂经验，

此番出任责编，亲拟的“编纂指南”、

“案例分析”、“样稿评点”等讲稿就达
数万字，每次讲解，都是条分缕析，鞭
辟入里，极具操作性。 每月一次的工
作例会，他都竭智尽能，倾情力助，令
人感动。

第四，同仁甘于奉献。

作为大辞典的编纂人员，松江老
中青三代学人践行 “云间风度”，发
扬义工精神 ，团结协作 ，齐心攻关 ，

俯以观今 ，仰以察古 ，见微知著 ，尝
鼎一脔。 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
消得人憔悴”来形容，是再合适不过
的。 如本辞典编辑部主任、原《松江
报 》主编吴纪盛先生 ，身先士卒 ，恪
尽职守，即使是在亲人有恙，经常在
家、医院间奔波时，他也坚持认真收
集整理材料， 悉心撰写词条， 召集
“老部下”商讨编写工作，做到工作、

家事两不误 ，无怨无悔 ，尽心尽力 ，

体现了一个老报人所具有的敬业精
神与学者风范。 研究院及本辞典编
辑部办公室主任兼图片主编俞月
娥 ，身兼数职 ，事务繁杂 ，但她兢兢
业业，每天保持着充沛的工作热情。

一度时间， 为赶着修复数百张旧照
片， 常加班到晚上九十点钟 。 下班
时， 她在空荡荡的办公楼里不敢独
自下来，就请值班保安在走廊里“吆
喝”为她壮胆。 还有像建筑分科主编
邢砚斐先生， 在患病期间仍笔耕不
辍，并为其他分科积极提供资料。 有
的分科主编为了赶进度， 放弃了外
出旅游的机会，有的实在忙不过来，

就让自己的子女做帮手。 总之，这种
恪尽职守、臻于至善的工作作风，几
乎是编纂团队每个成员的 “标配”。

而集体性的无私奉献精神正是本辞

典得以顺利推进的基本保证。 虽然
称不上惊天动地，却也是可歌可泣。

第五，各方勇于支持。

本辞典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全区各
委办局以及各街镇领导的大力支持。

在涉及编纂工作中有关的人、 事、物
时，陆忠新、曹金华、李涛、周样波、梁
宝山、张国强、刘通、杨雨清、王灵辉、

张冬梅、陈诚、金叶、奚建治、牛立超、

俞宝琴等都以各种方式给予了支持与
帮助。而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学习强
国》平台，以及《中国艺术报》《中国文
化报》《解放日报》《文汇报》《新民晚
报》《劳动报》《松江报》 与全国其他各
大主流媒体网站， 也一直对大辞典的
编纂予以亲切关注与热情鼓励， 多家
媒体连续十余次予以跟踪报道， 其情
其诚，令人感动。 同样令我欣慰的是，

我供职的上海戏剧学院领导没有忘记
现代大学的崇高使命， 坚持以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
新为己任， 对我这样一个在职的教师
回家乡兼职给予了应有的理解与支
持。 当然，就我本人来说，教书育人是
第一天职，为学校承担的教学、科研、

创作以及其他任务， 决不敢有丝毫的
懈怠。兼职两年间，教学上曾三获国家
级奖励与资助； 创作上曾有多部大型
剧作公演， 科研上也有较多的成果问
世。 聊以自慰的是，学习“把别人喝咖
啡的工夫用在了工作上”，力求做到无
愧于上戏，无愧于家乡，无愧于事，无
愧于心， 也算是我几十年如一日恪守
的信条，至今也没有改变吧。

我始终认为， 文化建设是一个潜
移默化的过程， 对先贤邦彦的言行举
止、丰赡业绩，需要我们沉下心来，鉴
古观今，读史悟道。尤其在经济发展快
速推进、社会深刻转型的当下，摒弃喧
嚣与浮躁， 在充满温情与敬意之中追
根溯源，将会让我们不忘本来、吸收外
来、面向未来。而《松江人文大辞典》的
出版， 便是我们编辑部全体同仁交出
的一份回应时代需求的答卷。

如果说松江是一座瑰丽的文化宝
库，那么，我们希望这部大辞典能为人
们打开这个宝库提供一把精致便捷的
钥匙。 有了她，不但可以为当代，更可
以为后代了解和研究松江人文历史提
供方便。 我们更希望这部大辞典将在
建设社会主义新松江的宏伟事业中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行文至此，忽然想起，26 年前的
一个春日上午，在为家乡松江起“上
海根”别名时的一刹那，我曾种下一
个愿望，总有一天，要为“上海根”的
称谓做一些经得起历史推敲的学术
注解。 想不到过了这么多年，才由一
群志同道合的松江学人乘着“天时地
利人和”的东风，以辛勤的付出、卓越
的努力帮助我圆了这一久违了的梦
想。 为此，我要再一次向由执行主编
欧粤率领的编纂团队，以及所有支持
帮助这一文化建设工程的领导与朋
友们表示由衷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愿我美丽的家乡松江———岁月静
好，山高水长！ 龙腾虎跃，布颿无恙！

是为序。

2020 年 12 月 13 日

（作者为 《松江人文大辞典》〈8

卷〉主编，上海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
主任，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兼任
《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 戏剧文
学分支主编，中国戏剧文学学会副会
长，上海戏曲学会会长，松江区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主席，上海人文松江创
作研究院院长）

陆军教授与他编著出版的 100多本书籍

本版摄影: ?月娥 张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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