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闲话侬懂多少

【葛剑雄简介】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 年出生于湖

州，1956 年迁居上海。 复旦大学历史学博士、
资深教授，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历史学部
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文史研究馆
馆员。

2019.6.12 佐责任编辑 / 龙廷恺 执行美编 / 沙 文

04、05 专题
大华··

关于上海解放的过程，葛剑雄认为不要把它孤立地看。
如果孤立地看，一场战争、一次战役，就这么几天；如果长远
地看，上海能够这样得到解放，有历史的原因。在《上海极
简史》里，葛剑雄主要在群众基础方面进行了集中梳理。比
如说，在解放上海这段特殊时期中，上海城市基本上没有遭
到破坏，而且还创造了一个战争史上的奇迹：人民的生活都
在持续，生产、工作从未中断过。

当然，这首先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战略，解放
军当时为了保护上海中心城区，不惜在郊区付出重大牺牲，
把敌军吸引到郊外。同时，还下了命令，进攻市区不许用炮
弹和重型武器。但是，上海民众的大力配合也是一个重要
的因素，要是上海市民不具备这样基本素质，这个目标也很
难实现。而上海市民的这种素质哪里来的呢？葛剑雄特别
指出，这是上海市民长期以来形成的职业道德———每一个
人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而这种职业道德的力量往往高于
法律和制度。

所以在当时情况下，发电厂工人坚持生产，没有停过
电，电话照样可以随时接通。陈毅进城后，甚至可以在苏州
河南面，拿起电话，给苏州河北面的国民党残军下命令、劝
降。广播基本上也没停播。这背后是多少工人、技术人员、
行政人员的忠于职守，在战事未尽的情况下，坚持工作。这
靠的是长期形成的职业道德，是上海这座城市的特色，也是
我们今天可以继承的宝贵精神财富。这恰恰就是海派文化、
江南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和西方现代管理及契
约精神结合形成的。

“海派文化”这个词刚出现时，实际上是相较于“京派
文化”、传统文化等派生出来的。“海派文化”刚开始的时
候，并不完全是褒义的，也有贬义的地方，比如说买空卖空、
华而不实，就是大家对它的印象。那么我们现在定义的“海
派文化”，实际上代表了一种在上海长期形成的城市文化，
这是一种积极向上、开放包容的文化。我们强调这一点，但
也不要忽略其他方面的特点，比如“海派文化”强调海纳百
川，这是对的，面对的是当时多元的移民社会，其优势是包
容开放，各种不同的文化兼收并蓄、共同发展。但是，这里
面也有很多其他的特点，比如说我们强调的“海派文化”还
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契约精神、职业道德。

现在讲“海派文化”，实际上它的母体在新进入上海、
在上海定居发展的移民中间，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江南的
移民，包括江苏（特别是苏南）、浙江（特别是浙北），正是
江南核心区域来的移民，它本来就是江南文化的一部分，然
后在上海的特殊环境下，又有了新的发展，形成了今天这样
一种“海派文化”。

以前西方人一直秉持一个观点，上海从一个小渔村很
快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租界是最主要的因素。这个
话如果仅仅从城市形态上来看，好像是事实。租界不是从
原来的市镇或者县城扩展来的，而是在县城外面、基本上是

从乡村发展起来的。但问题是，上海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小渔
村，实际上在北宋时，上海就已经形成了聚落，到南宋时已
经成为一个镇，元朝时已经成为一个县，是江南这一发达地
区的中心。而且从清朝开始，上海优越的地理条件，已经有
了自己的鲜明特色。比如，在清朝康熙年间，已经把管理长
江周边（从苏北的云台山、也就是今天的连云港，到浙江的
乍浦）的江、海关，从太仓搬到了上海。由此可见，当时上海
的衙门、政府部门管理的范围已经不限于上海了。为什么
呢？因为上海有一个重要特点，即所处的位置非常有利，处
在长江入海口，并且通过黄浦江把入海口延伸到了上海下
面的县城。

租界的发展只是上海开埠后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外在推
动因素，但内因就是上海处于这样一种江海之汇、南北之中
的优越地理条件和地位。从人力资源来讲，主要是依靠来自
以江南为主的一批高素质移民。当然，那时外国人处于治理
地位，但上海刚开埠时才二十几个外国人，以后增加的主要
是中国内地移民，他们才是上海发展的主力军。当然西方人
带来了相对先进的理念、管理、技术，但是主要的开发资本、
人力，都来自于中国人。我们不否认、而且始终要肯定，租界
是上海从普通县城发展成为国际大都会的重要外因和推
手。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五口通商不止上海一个地方，而且
以后开发的港口更多，那为什么上海能够很快地成为其中
最最发达的一个地方呢？这就要充分考虑上海本身的条件。

总的来讲，高密度人口对城市发展是一种红利。比如，
中国香港、新加坡、日本东京湾周围，甚至在一些发展中国
家，凡是特大型城市，一般都具有高密度的人口。葛剑雄认
为，对高人口密度也要有充分的认识，高密度人口能够从事
一些高新技术，像上海的一些高新技术产业、行业，已经不
是依靠基础人口，主要依靠技术、管理、金融、服务等。从这

个角度讲，上海本身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又比如，从人
均产值、人均GDP来讲，同样的人口密度、消耗同样的人力
和环境资源，因为产业的不同，特别是一些富有创造力的产
业，能够产生的效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上海原有的基础
性、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果转为新的业态，这些领域同样
的人力就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实际上从上海本身发展来看，葛剑雄认为人口、特别是
高素质人口还是需要的，未来人口密度还会继续增加。上海
还有相当的发展余地，在 6000 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面，中
心城区有些地方人口的确太密，但其他地方并不是太密。要
考虑人口合理分布、合理流动的问题。上海中心城区疏解人
口始终有很大的余地。比如，上海老龄化程度在国内是最高
的，有些老龄人口，就可以向上海市郊区、甚至向长三角周
边地区进行合理调整。养老何必在中心城区呢？根据国际上
的经验，很多养老社区，都可以建在比较偏远地方，那里可
以创造很好的、更加合适养老的生态环境，比较低的房价，
能提供优质但低价的养老服务。

现在很多仓库、码头，都可以改造成创意文化产业，这
个过程中，人口、劳动力都可以进行合理地流动。从这个角
度讲，上海的人口问题不算太严重。现在新建的临港区、滴
水湖周围，还是有很大的人口迁移余地，可以通过政策、业
态的调整吸引更多人去那。

2400 多万常住人口，对上海这样的特大型城市的管理
无疑是巨大的挑战。上海现在通过积分制引进最需要的人
口，葛剑雄认为，现在往往都有一种误解，认为引进高素质
人口都必须是高学历的，其实，高素质不仅仅是指学历、学
位、职称，一个普通劳动者，他奉公守法，勤劳肯干，有一技
之长，那也是一种高素质人才。

有些人说，很多外地人来了，造成上海小囡都不会讲上

海话了，葛剑雄认为这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你既然要守护
沪语，为什么不让你的孩子使用双语呢？学校里教普通话，
完全正确，这是通用语言。政府办事机构人员不讲普通话，
那你不为外地人服务吗？相反，政府部门的外地人坚持讲外
地方言，怎么为上海本地人服务呢？普通话是我们国家的通
用语言，上海的公共场所、义务制教育、服务部门应该坚持
讲普通话。这方面，上海做得很好。大家都反映上海的孩子
讲的普通话甚至比北京小孩还标准。

但另一方面，在家里完全可以坚持讲上海话，讲山东
话，讲河南话，都可以的。上海人的双语能力很强，这完全可
以做到。在海外许多华人家庭，有的已经在海外好几代了，
他们坚持在家里不许孩子讲英文，讲其他当地语言。所以，
有些孩子虽然出生在美国，但他们既能讲普通话，也能讲上
海话，当然英语跟美国孩子讲得一样溜。

葛剑雄认为，上海人要保持一种开放态度，不能狭隘
地认为自己接触到的都是传统文化、本土文化。就拿上海
话来讲，现在讲的上海话跟开埠以前的上海话相比，有很
大的区别。现在讲的所谓标准沪语，其实不是上海县城里
的，也不是上海乡下的，主要是在租界里面形成的，是以本
地语言为基础，但已经吸收了很多外来的、特别是主要移
民的话，比如宁波话、苏州话甚至苏北话，还有英文词汇。
所以有些人说要保护沪语，那请问，你保护的是开埠以前
还是开埠以后的沪语呢？是民国年间的呢，还是解放以后
的呢？“像我们这一代人，我到上海 60 多年了，我小时候讲
的上海话跟今天讲的上海话，已经有很大区别了，有些词
现在已经不用了。你一定要把语言当成凝固的文化来保
卫，那你保卫的是 1950 年代的沪语，还是 80 年代、90 年
代的沪语？”葛剑雄笑言。

语言本身是变化的，严格地保护、记录方言，这是语言
学家、专家学者的事情。比如把一定年龄层的、基本上没有
离开过上海、与外地人社会关系比较少的人，作为基本元
素，把它录音录下来，这才是做研究。社会的变化，是挡不

住的。就像今天讲上海话的孩子，也会加入不少新的词
汇，很多网络语言，你能禁止吗？这样的语言难道还是标准
的上海话吗？

其实，任何新涌入人口的地方，外来人都会和本地人产
生矛盾。比如在欧洲，难民进入以后，有些国家处理得比较
好，而有些国家冲突就比较多。即使像德国这样对难民持
欢迎态度的国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上海历史上也发生
过这样的事情，今后也可能会发生。那么，这就需要软硬兼
施了，一要有法制管理，起到一种强制作用，防止违背公序
良俗的事情出现。二要发扬海派文化的优势，这是更重要
的。人与人之间在道德、风俗、生活方式等方面，要能够互
相调节，这恰恰是海派文化的优势。邻里之间，同事之间，
社会上不相涉的人之间，都要相互包容，整个社会就能和
谐。但问题要有道德底线，过了底线就要用法制威慑。有些
不同的生活方式，彼此要互相尊重，但如果发展到要影响他
人的自由了，就要以制度进行干预了。比如在公共场所大
声嚷嚷影响别人休息，随地吐痰乱扔东西，一般只是提醒，
但是到了一定程度，就要制定有关条例进行管理，不遵守就
要罚款。比如，上海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这方面做得就比
较好。

以前上海的租界为什么处理得比较好呢？就是除了新
老移民之间、本地人和移民之间比较和谐以外，还有一些基
本的、比较严厉的制度法规保障。那么，上海未来从良性的
发展来讲，最好是人人通过自身素质的提高，发挥海派文化
这样一种包容、开放的特色，但还是需要法制，需要管理，需
要人人守住这条底线。

葛剑雄：“海派文化”究竟指的是什么？
□记者 武 钢（根据现场资料整理）

�� 从曾经的小渔村，，到元明清的县城，，到鸦片战争后的通商口岸，，到远东第一的国际大都市…………上海走过了数千
年的历史沉浮，，直到 11994499 年 55 月 2277 日解放，，终于进入了新的历史篇章。。

上海的解放，，实现了““瓷器店里打老鼠””的奇迹。。 当时的上海究竟是怎样的面貌和状况？？ 中国共产党发挥了怎样
的关键性作用？？ 上海各行各业的人民又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上海的解放又有怎样的历史必然？？

一切的一切，，都可以从这座城市历史的追根溯源讲起。。土生土长的老上海人，，你真的了解这座城市的历史吗？？上
海有怎样的来历？？ 上海自古以来有怎样的发展变迁？？ 上海有怎样特殊的历史地理环境？？ 城墙、、租界、、移民、、方言…………
上海有哪些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初到上海的沪漂一族，，面对这座城市不知道如何融入？？上海新一代，，却不会说上海
话、、不懂上海史…………

读懂上海的过去，，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 时值上海解放 7700 周年，，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葛剑雄，，携其
最新著作《《上海极简史》》做客行知读书会，，从历史、、文化、、人口、、语言四条线索，，讲解了他眼中生生不息的上海和精致
优雅的海派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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