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松江泗泾，街巷纵横、桥梁相

望的历史文化名镇。 明代著名文学

家 陈 继 儒 称 泗 泾 为 “云 间 鱼 米 福

地”、“松郡商贾名邦”。十锦细锣鼓、
皮影戏、 剪纸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和

特色文化世代相传， 海派历史风貌

保护完好。 图/松江新闻网

▲松江方塔，本名兴圣教寺塔，
建于北宋，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方塔园以方塔为中心，四周环设

宋代望仙桥、 明代兰瑞堂、 砖雕照

壁、石雕园、清代天妃宫、陈化成祠、
张弼古宅等。 图/上海·松江网

人文松江

古代上海地区
最早的通商港口———华亭港 话说当年清初翰林院里一帮文人闲聊家乡

土产，学者汪琬故意沉默不语。众人问他：“苏州是

天下名郡，您是苏州人，难道不知道苏州土产吗？ ”
汪琬这才故意一本正经地说道：“苏州土产极少，
只有两样东西。 ”众人忙问是哪两样，汪琬回答：“一
为梨园子弟。 ”众人抚掌称是，汪琬却止住不说。 众

人急忙追问另一样是什么，待胃口吊足，这才徐徐

吐出三个字：“状元也”。 众人听罢，“结舌而散”。
借用汪琬的幽默，若问松江最负盛名的特产

是什么？ 我说不是四大名鱼之首的四鳃鲈，也不

是康熙皇帝盛赞的佘山兰笋，不是享誉海内外的

松江大米，也不是衣被天下的松江布，而是灿若

星河、名垂青史的历史名人。
“历史名人多，是松江一大文化现象”（李君

如《松江人物·序》）。当其他一些地方为争名人籍

贯而笔仗不断的时候，松江人很淡定从容。是啊！
唐建县，元升府，作为古代上海政治经济文化中

心，这里自然是钟灵毓秀之所、人文荟萃之地，有
点能力的谁不想到府城求学、就业、定居、发展？
唐宋元明清，从古看到今。 翻开历代史志，真是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岂止是数

百年，像“玉出昆冈”的云间二陆、“书画双绝”的

董其昌、 抗清殉国的陈子龙和夏允彝夏完淳、倡
言“国有国格、报有报格”的史量才……多少永垂

史册的英名将永远令后人无限景仰！
不仅如此，“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中有松

江”，松江特殊的区位优势、文化底蕴、经济实力

吸引着江浙文化精英集聚于此。 今天北上广，当
年苏松杭。 你看，元末明初的文坛领袖———诸暨

杨维桢来了，他的好友钱塘钱惟善来了，杨、钱二

人与华亭名士陆居仁诗文唱和，死后长眠沪上之

巅———天马山，留下了高士葬高山，高风相辉映

的千古佳话。 永嘉黄公望来了，把九峰三泖的美

景绘入了《富春山居图》。 黄岩陶宗仪来了，在这

里著成了《南村辍耕录》。 翻开明清府县旧志，均
有“游寓”或“寓贤”以记录虽非本地出生，但长期

在此生活的名人。 松江以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

气度，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而寓居此地的移民

也折服于松江的优秀文化传统，以成为松江人而

自豪。 如施蜇存先生生于杭州，七岁时全家迁居

松江，他在自传中写道“辛亥革命，又迁居松江，
一住三十年，遂为松江人”。从晋室南渡到宋室南

渡再到今天来自海内外的移民宜居松江，多少代

多少人就这样落地生根，“遂为松江人”。
最让人感动的是古文献学家、 科技史学家

胡道静先生，故乡是祖籍安徽泾县，然而他因受

教 于 松 江 泗 泾 籍 学 者 闻 宥 而 对 松 江 文 化 产 生

“爱慕之情”，表示“生不能得流寓松江籍贯之美

名（像元末明初的陶宗仪 、明季清初的朱舜水 、
当代的国画大师张大千），但死后鬼魂长依九峰

三泖之间总是可以的吧。 ”后来，先生终于如愿

葬在天马山公墓， 一缕精魂和一腔挚爱都融入

松江这片热土。
“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建设新乡贤文

化”， 作为重点任务纳入党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

见》。窃以为所谓“新乡贤”，不仅指“乡贤”的标准

要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一致，要体现时代

精神，而且要“厚古而不薄今”———不须言必称唐

宋元明清， 近当代的历史名人更具有现实意义；
“乡贤”的美誉，并非古人独专，盖棺才可论定，也
不必出生在松江，凡生活、工作在松江，凡松江人

士及其后代走出松江、散布于世界各地，对社会

有贡献、人品高尚者，皆可称“乡贤”；极而言之，
像胡道静先生这样对松江文化极为爱慕又颇有

研究，虽未曾流寓此地，也可赠以“荣誉市民”或

“荣誉乡贤”的称号。 总之，名人是乡土文化资源

的灵魂，是文化建设的中坚，是文脉传承的津梁。
把“挖掘和保护乡土文化资源”和“建设新乡贤文

化”有机结合起来，充分重视名人资源，发挥名人

效应，理应成为建设人文松江的重中之重。

那些历史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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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K 是一家成立于 1974 年的国际出版社名

称的缩写，全称是 Dorling Kingdersley，两个老板

从自己名字中各取了一个单词合在了一起。该社

以出版图文工具书发家，其“目击者”系列图文

书，以数千万册的销售额笑傲全球。 很多人可能

不清楚 DK 具体出了些什么书， 那瞧好了———
《食材大全》《家庭医药指南》《医药大百科》，再有

就是旅游指南、 机械百科或者织毛衣指南之类

的，是不是看上去“很不文艺”，像是攒出来的书？
可人家这些都是世界级畅销书，每本都卖了六七

百万册，甚至上千万册，版权更是全球营销。别以

为这类怪兽级出版人没有出版理想，DK 的创意、
编辑、排版和营销理念，都曾改变和影响了全球

的图文出版事业。
DK 出版的兴亡史，被出版社创始四大元老

之一克里斯托弗·戴维斯写进了 《我在 DK 的出

版岁月》，其英文名——— the rise and fall of DK，
名副其实的浮了又沉。 从贷款一万英镑起家，到
迅速扩张至整个欧洲，DK 堪称出版界奇兵。 怎

奈世事白云苍狗， 好时光总是那么短，DK 最终

债务缠身，被出版巨鳄培生吞并。 DK 的兴盛令

人吃惊，败亡也令人吃惊。
商业世界里， 一招臭棋足以搞死一家大企

业。 1998 年，眼看形势大好，DK 请来了绰号“营
销王”的新 执 行 官 ，做 《星 球 大 战 》题 材 系 列 图

书 ，市 场 预 估 500 万 册 ，这 已 是 相 当 可 观 的 数

字 。 但 此 人 一 意 孤 行 ， 竟然私自印了 1800 万

册，超过预期 260%。后果可想而知，1300 万册烂

在了仓库里。 DK 为此元气大伤，从此开始走下

坡路。
虽说结果比较悲催，但过程还是很“励志”。

试想一个靠贷款一万英镑的图书小作坊， 能发

展成为国际图书巨头， 开创了全新图文工具书

百科新模式，自然有其成功的秘密所在。 克里斯

托弗·戴维斯说起 DK 成功路上的往事， 也是神

采飞扬，如数家珍。 1975 年，他们住不起单人间，
甚至连一个书展摊位都租不起， 只好请出版商

来旅馆看图书。 最终，高质量的工具书引起了经

销商的注意。
DK 人的精神属牛的，很有韧劲，再苦也得

扛过去。 《我在 DK 的出版岁月》中有一个例子，
相当有说服力。 一本花了全公司六个月辛苦制

作成的图文书，在印刷厂准备定版印刷时，遭遇

不测，印刷厂失火，连插图和照片全部烧了个精

光，半年的心血顿时化作火焰下的灰烬。 对于刚

起步的小公司，这简直就是致命打击。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DK 人收拾收拾重新来过，从头开

始。 那个时候，没有电脑，全部手工，得有多累！
这就是 DK 的出版精神。其实，人何尝不是如此！

毕竟，DK 的主页是生产图书。 关于这个商

品，DK 自有其坚持的理念。 一要有质量， 这是

DK 核心价值的天条，哪来的质量？ 舍得下成本。
举个例子，“目击者” 系列的每一页制作成本高

达 1000 英镑， 每本书的成本就是六万英镑，相

当传统出版社的十本。 二要有亲和力，强调用户

体验， 让读者感到好读好用。 他们的排版理念

是：没有无聊的题材，只有无聊的排版。 三要以

市场为导向，但绝不跟风，有独特的卖点 ，有别

于业内竞争者。 四要有权威感，让读者觉得书里

的知识可靠，形成信任感。 这便是 DK 产品的黄

金四条。
DK 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之所以能做到黄金

四条，关键还是在于 DK 拥有独一无二的编辑团

队。 对于图书这类考验创意的产业而言，人才是

第一生产力。 编辑才是核心驱动。 编辑首先得要

无私。其次还得有足够的勇气面对随时可能出现

的天灾人祸， 至于与各路不同个性的作者打交

道，那更是从业必备技术，比如能忍受带着牛粪

味的稿子，因为约翰·西摩主张自耕自食，作品直

接写在回收再利用的信封上，上面总免不了草屑

和牛粪的味道。
凭借创新力和极富煽动力的营销，DK 的业

务突飞猛进，仅 1996 年的营业额达就到了 1.74
亿 英 镑 ， 但 不 断 扩 展 的 业 务 也 带 来 许 多 的 问

题，尤其是管理制度的困境，DK 的创始人显然

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点。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原

因，网络搜索时代的到来 ，和网络百科的盛行，
让工具书和工具书的出版社都面临转型。 DK 尽

管在排版设计上足够有创意， 但在数字产品时

期的转身转得并不漂亮，不再是行业的引导者，
这才是致命的。

多印了 1300 万册———

美国出版界被“营销”害死的“新锐”
李伟长

若问古代上海地区第一个通商港口在哪

里，人们大凡会不约而同地指向今为青浦区白

鹤镇、旧为青浦镇的青龙镇港。然而，有一个更

为古老的港口被人淡忘，它就是形成于隋开皇

年间（581～600），位于吴淞江支流顾会浦旁的

华亭港。
华亭港是唐建华亭县前就有的一个内港。

之所以名为华亭港，大抵有以下原因：一是三

国东吴陆逊第一次封华亭侯是以华亭谷为乡

邑封地，华亭也因此最早见于《三国志·吴志》。
二是至隋唐时期， 汇集众多支流的吴淞江，入
海口江面极为浩瀚，时称“华亭海”。此外，隋朝

存世虽然只有 37 年（581～618），但南北大运河

的成功开凿，使华亭地区的谷物和散盐得以便

捷运出。 据明代《松江府志》记，青龙镇建于唐

天宝五载（746）。 相传，孙权曾造青龙舰于此，
故得青龙江和青龙镇之名。但青龙港作为贸易

港口的记录出现在唐代。 所以，上海地区最早

的贸易港口城镇当推青龙镇，而最早的通商港

口为华亭港。
唐天宝十载（751），华亭建县，今上海地区

从此结束了归属不定的历史，有了第一个独立

完整的县治，治所驻地今松江老城区。 华亭建

县 ，得益于唐开元元年 （713）重筑 “长百二十

里”捍海塘，使域内土地免于海水渍浊之灾，疆
域得以稳定，农业经济向好发展，人口随之增

多；同时又与华亭港作为内港，青龙镇港作为

外港，一地拥有两大港口不无关系；尤其是位

于吴淞江与青龙江交汇处的青龙港，得踞江瞰

海优越航运条件，呈现蒸蒸日上态势。 据日本

僧人圆仁 《入唐求法巡行记 》载 ，唐代大中以

后，来自新罗、日本的海舶，也在此靠岸。 此时

的青龙港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对外商港。时至北

宋，记有 36 坊、烟火万家的青龙镇达到鼎盛时

期。政和三年（1113），华亭始置市舶务，掌管华

亭港和青龙港中外商船及征收税捐，后两浙路

市舶司又移驻华亭。但此后吴淞江上游日益淤

浅，下游日渐狭窄，给海船溯吴淞江驶入青龙

镇港口带来困难，青龙镇逐渐式微，上海镇“蕃
商辐辏”，终被取而代之。

上海镇是继青龙镇之后又一欣欣向荣的

港口城镇。元至元十四年（1277），华亭升府，辖
华亭一县，第二年改称松江府。当时，中国有七

大市舶司，其中一处设立于华亭县上海镇。 元

建都于北方，南粮北运，陆路运输消耗太大，运
河漕运又经常发生堵塞， 海漕运输应运而生。

故于至元十八年（1281）设立了总管海运粮赋

的都漕运万户府，上海港成为海运漕粮的重要

基地。 至元二十九年（1292），割华亭县东北境

五乡之地建上海县，进一步促进了上海港的繁

荣发展。 当时，除国内南北商贾外，日本、朝鲜、
南洋、阿拉伯等地商人也经常前来贸易。 入明

以后，经过多次开凿疏浚治理的黄浦江，最终

形成“黄浦夺淞”浩阔之势，至清代康熙开海通

商后，上海港发展成为江南第一大港，奠定了

近现代上海城市雏形。
从华亭港出发 ，一千四百多年过去了。 当

下，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正以东方

大港的昂首雄姿向世界强港进发。 据悉，洋山

港四期工程建成后，将助力上海参与“一带一

路”建设 ,成为托举中国梦的一颗海上璀璨明

珠。追寻由华亭港至青龙港、上海港、洋山深水

港，承前启后的每一个港口，都承载着远行梦

想，是出发后的到达，又是到达后的出发……

尹 军

程志强

从崇祯《松江府志》看松江士人的实学思想
熊月之

▲(明)韩希孟顾绣作品《藻虾图》
（上海博物馆藏）。 发源于松江府的顾

绣，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中提
出， 上海要 “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吸收世界文
化精华、 弘扬海派文化品格”， 将上海建成国
际文化大都市 。 这是一个立意高远的美好愿
景， 也是一个涉及很广的宏大课题， 其中包括
对海派文化来源的发掘、 梳理与研究。 上海在
单独设县以前属于华亭县一部分， 单独设县以
后属于松江府一部分。 近代以前， 上海一直浸
润在松江文化中。 海派文化在近代以来才形成
气候， 松江文化是海派文化重要源头。 海派文
化的一些基本元素， 诸如务实性、 世俗性、 开
放性， 在松江文化中都有丰富表现。 要阐述松
江文化与海派文化的渊源流变， 自非这篇短文
所可承载 ， 这里仅从崇祯 《松江府志 》 的内
容， 来看松江士人的实学思想， 进而分析其与
海派文化的内在脉络。

崇祯 《松江府志》 有初刻本与重订本两个
版本 ， 分别刊行于明崇祯三年 （1630） 与崇
祯四年。 重订本仅存残本， 比较流行的是初刻
本。 本文所述均基于初刻本。 此志主修为时任
松江知府方岳贡 ， 主纂为松江著名学者陈继
儒。 与此前或此后的其他 《松江府志》 相比，
此志一个鲜明特点， 是相当务实与开明。 一般
说来， 志书记一地史实， 多隐恶扬善， 誉多贬
少， 而对于负面内容多一带而过。 此志虽然对
正面内容也一一叙述， 但对在常人看来的所谓
负面内容也不加讳饰。 用方岳贡的话来说， 即
“以志吾过而已”。 正因如此， 此志有许多关于
当时民生疾苦的记述， 也有许多不为他志所载
的内容。

比如， 志书收录徐献忠 《布赋》， 记述一
家男女分工纺纱、 织布、 售布的情形： 一家起

早贪黑,或去棉籽,或弹棉花,或纺纱 、 织布 ，
然后持布到市场去卖。 “织妇抱冻龟手不顾，
匹夫怀饥奔走长路。 持莽莽者以入市， 恐精粗
之不中数， 饰粉傅脂， 护持风露。 摩肩臂以授
人， 腾口说而售我， 思得金之如攫， 媚贾师以
如父。 幸而入选， 如脱重负。 坐守风檐， 平明
返顾。” 正当主妇洗好锅、 备好水等待丈夫以
卖布之钱买米回来烧饭， 不料丈夫哭丧而归，
告知途中遭恶吏盘剥勒索 ， 连本钱都被抢去
了。 （卷六， 《物产》） 书中附录张世美 《织
布词》， 述织布之苦以及纺织在百姓生计中的
重要性： “寸纱尺缕自纺绩， 车经架刷趁风
日。 朝来喜得上机轴， 家人不厌当窗织。 当窗
织， 急生计， 口食相关殆非细。 泖上有田岁不
熟， 日资一匹聊洽济。 朝织暮纺勤所为， 机声
轧轧犹嫌迟。 阿婆近前催迫语， 邻家易米待同
时。” （卷七， 《风俗》） 书中直述松江因为
重赋而带来生活困难， “纺织不止乡落， 虽城
中亦然。 里媪晨抱棉纱入市， 易木棉花以归，
机杼轧轧， 有通宵不寐者。 田家收获， 轮官偿
债外 ， 未卒岁 ， 室庐已空 ， 其衣食全在此 。”
（卷七， 《风俗》） 书中详细介绍沿海盐场工人
晒盐熬盐之辛苦， 记述一位负盐妇， 其丈夫与
小儿均战死沙场， 大儿在军中生死未卜， 家有
公婆亟需赡养 ， 自己只好负盐去卖 。 “负盐
妇， 何劳苦， 百结青裙走风雨。 雨花洒盐盐作
卤， 背负空筐泪流雨。” （卷七， 《风俗》） 这
些记述， 贴近民情， 同情百姓疾苦。 对于当时
松江地区重赋问题， 志书多处表示相当的不平
之意。 这需要相当大的勇气。

书中动态性地记述了自正德以后一百多年
间松江风俗的变迁， 涉及二十四个方面， 包括

乡饮 、 婚娶 、 丧祭 、 赠赙 、 宾宴 、 冠髻 、 服
饰、 履袜、 组绣、 布缕、 染色、 几案、 舆盖、
舟楫 、 室庐 、 园林 、 迎送 、 缇帙 、 楮素 、 巫
医、 方外、 优剧、 声妓与憧竖， 总体趋势是由
俭趋奢， 由简趋繁， 其始作俑者， “率巨家势
阀先之”。 将批评矛头对准巨家势阀， 也需要
一定的勇气。 当然， 这二十四变， 每变都是很
好的社会史资料。 比如， 述室庐之变， 称松江
城里 ， 原先只有少量厅事堂楼 ， 乡绅多居城
外， 现在情况大变， “今缙绅必城居， 故宦宅
第， 转展相售。 居必巧营曲房， 栏楯台砌， 点
缀花石 ， 几榻书画 ， 竞事华侈 ”。 书中认为 ，
如果要改良风俗 ， 必须自士大夫开始 。 （卷

七， 《风俗》）
最为了不起的地方， 此书破天荒地把天主

教 传 教 士 庞 迪 我 ( 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 作为 “游寓 ” 人物记录在册:
“西儒庞迪我， 利玛窦之门人也， 精于天文地
理技术 ， 宗天主教 ， 由海外抵香山 ， 至留
都， 遂游云间， 士大夫多崇礼之， 而徐宗伯光
启尤敬事焉。 制器甚精巧， 如西洋炮， 试之辽
左， 尤有奇效， 奴虏闻之胆落。 相 目长髯，
坦易近人， 非礼不动， 有中华大儒之风。 他著
述甚富， 不胜书。 凡用物名目、 种类特创， 并
西字记号二十， 形象各异， 不能殚记， 详其门
下西海耶稣会士邓玉函口授 《图说录最 》 一
书 ， 关 西 王 公 徵 有 序 ” 。 (卷 四 十 四 ， 《游

寓》） 书中如此高度评价庞迪我， 称其 “有中
华大儒之风”， 为其他志书所未之见。 此志崇
祯四年版的 《游寓》 人物传中， 将 “庞迪我”
替换为 “利玛窦”， 记述文字基本相同， 只是
删除 “利玛窦之门人也” 数字， 另在 “徐宗伯

光启尤敬事焉 ” 一语后面 ， 加了 “入京 都 ，
卒， 神庙特恩赐葬”， 其余文字均同。 查现在
所能见到的各种利玛窦传记， 均无利玛窦来松
江的记录， 此志不知何据。

晚明的松江地区 ， 涌动着浓厚的实学思
潮 ， 为学讲究实际 、 实在 、 实用 ， 主张经世
致用 ， 反对空谈心性 。 徐光启 、 孙元化等讲
求农学 、 兵学 、 西学 ， 陈继儒讲求有益地方
经济 、 社会的实际之学 。 陈子龙 、 夏允彝等
人组织的几社 ， 便以经世致用相号召 。 《明
经世文编 》 的编选者凡 24 人 ， 包括陈子龙 、
夏允彝在内 ， 全部是松江府人 ， 其中 20 人
为 华 亭 县 人 。 这 些 人 中 ， 有 12 人 为 进 士 ，
其余也都有举人或监生功名 。 对此书支持最
力者， 一是方岳贡， 二是陈继儒。 前已述及，
在崇祯 《松江府志 》 中 ， 方 、 陈二人 ， 一为
主修 ， 一为主纂 ， 夏允彝也是编纂者之 一 。
由此可见 ， 崇祯 《松江府志 》 中对于社会现
实状况的记载 ， 其实是松江士人实学思想的
具体运用。

明清鼎革以后， 江南地方势力遭到朝廷严
重打压 ， 以松江为中心的实学思潮也有所沉
寂。 康熙朝所修 《松江府志》， 反映民间疾苦
的内容大为减少， 庞迪我的传记也从 《游寓》
中删除。 但是， 松江文化中讲究实际、 实在、
实用的传统还在潜滋暗长。 道光年间， 上海开
埠以后， 这一传统便在上海得到淋漓尽致的发
挥 。 助李善兰等刻印 《续几何原本 》 的韩应
陛， 海派书画家胡公寿， 以倡导经世之学著称
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员钟天纬， 创办商务印
书馆的夏瑞芳， 著名天主教徒、 实业家朱志尧
等， 都是松江府人。

屿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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