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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小东门··

新事

上海许多道路的名称中，都包含“浜”字，老城厢地区亦是如此。 你知道它的含义吗？ 背后又有什么历史渊源呢？ 一起探寻一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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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厢里有“浜”的路,它们的过去去了解一下

上海老城厢地区濒临浦江，曾经浜渠
密布，桥梁纵横，主要河浜有肇嘉浜、方浜、
薛家浜、陆家浜、侯家浜、中心河等。浜者，
东西向之河流。宋代末年，老城厢地区有桥
梁近 30座，至清代已扩展至 56座，河岸及
桥附近发展成为居民点并形成商市。随着
邑内人口增加，河岸民宅、店肆日益增多、
扩大，沿河船埠林立、商店栉比，一派江南
水乡风貌。

肇嘉浜
肇嘉浜是上海旧城厢的中心河流，东

出黄浦，流经大关桥、里关桥、龙德桥、外
郎家桥、里郎家桥、坝基桥，从大东门水关
进入城内，再经曼笠桥（又名抚安桥）、鱼
行桥、县桥（又名阜民桥）、望云桥、登云
桥、庄家桥、曹家桥，西出老西门水关，过
今万生桥路、方斜路处的万胜桥西，至今
制造局路、肇周路之间的周泾折南经斜
桥，折西至徐家汇入蒲汇塘，全长约 18
里。

肇嘉浜入城后在登云桥分出 2 条支
流：南折一支经中心河桥、西仓桥，迤东南
过亭桥、凝河桥入乔家浜；北折一支过穿心
河桥、红栏杆桥、西马桥入方浜。这 2支是
城厢南北流向的中心河（又名穿心河），与
城内肇嘉浜、乔家浜、方浜组成水路交通
网，通行舟楫。肇嘉浜是当时县城入松江府
的运粮内河。其肇嘉浜城内一段于 1914
年填平，今为复兴东路；城东一段 1915 年
填平，今为白渡路。

方浜

方浜东引浦水经外十六铺桥、里十六
铺桥、学士桥入小东门，入城后经益庆桥、
长生桥、馆驿桥、陈士安桥、广福桥、东马
桥、西马桥，西至城墙。方浜原通西城外周
泾，后“因筑城断塞”。方浜与肇嘉浜南北
并列，相互贯通，是旧城厢主要水路之一。

方浜原有三条支流：西马桥北折一支
通九亩地，即原露香园池湖，并通大境关
帝庙左右至青莲庵东，1910～ 1913 年先
后填筑为大境关帝庙路西段、青莲街和东
青莲街；露香园池在今青莲街、大境路东
北，原为清代营盘小演武场，后筑民房。
西马桥东南一支经金家牌坊、红栏杆桥、
穿心河桥入肇嘉浜，后填筑为金家坊、红
栏杆街、松雪街南段至复兴东路等路段，
拆西马桥改筑西马街。还有一支侯家浜从
南香花桥往北，折东过北香花桥（今旧校
场路福佑路处）、安仁桥、福佑桥（又名黑

桥），称福佑浜（又名黑桥浜）。安仁桥西
有水孔通豫园和荷花池，1906 年填侯家
浜筑侯家路，1906～ 1911 年逐段填筑福
佑路。

方浜通潮汐，水量较稳定，便于运输。
但因浑潮分灌，泥沙沉积，沿浜店铺林立，
地狭人稠，逐渐侵占河道，河身日益浅窄。
随着陆上交通发展，辛亥革命后拆城垣填
壕河筑路时，填平小东门外的一端方浜，在
浜身北半边建造店铺，南半边与浜边原集
水街筑成今东门路；城内方浜填筑为方浜
路（今方浜中路）；西门外方浜填筑为方浜
西路（曾名麋鹿路）。至此，方浜及其支流
全部填筑为马路。

薛家浜

薛家浜是老城厢南部的重要水道。浦
水，流经薛家浜桥、里薛家浜桥、过求新桥、
青龙金带桥、小普陀桥，折北向西过圣贤
桥、外仓桥、里仓桥、小石桥，入小南门水关

（今中华路乔家路处），入城后，过永兴桥、
陈箍桶桥（又名广济桥），西至凝和浜（今
凝和路）。从城墙至凝和浜，这一段称乔家
浜。经渡鹤楼往南经薛家桥，迤西又称薛家
浜，与也是园浜（环绕也是园）相通。以上
为薛家浜干流。

城内薛家浜支流纵横，与中心河及其
支流汇通，组成南半城厢水网。守备署西小
桥下一支，北流汇于吾园（今龙门村）；一
支从乔家浜北化龙桥下过绣鞋桥，名郁婆
浜。还有一支从渡鹤楼分流北折，过凝和桥
至小桥（今凝和路蓬莱路口），转西至中心
河，再北过亭桥、西仓桥、中心河桥入肇嘉
浜。在凝和浜与中心河交汇处又有多条支
流，自亭桥西，过杨家桥、新右营署、万寿宫
至城根，名半段泾；西仓桥西，折经铎庵至
新学宫、文庙，名外泮池，再西折北沿旧城
根经冬青园（今梦花街西段），北过西昌桥
入肇嘉浜；西昌桥东北处分一支称静室庵
浜，东至庄家桥直街，又一支自亭桥直东折
北，至西唐家弄，名运粮河。

后薛家浜干支流全部填筑为道路，主
要有油车码头街路、凝和路、文庙路、蓬莱
路、尚文路、梦花街等。

陆家浜

陆家浜是上海县城南的东西向水路交
通干道，东引浦水（在今南浦大桥处），往
西北流经外陆家浜桥、安平桥、里陆家浜
桥、万宁桥、海潮寺桥，从西陆家浜桥（又
名中道桥）处迤西，经普安桥，在今迎勋路
处南折，经剪刀桥，与陈家港汇合。经放生
桥、义庄桥、三官桥，至斜桥处与肇嘉浜汇
合。陆家浜从西陆家浜桥北折通榆木泾
（今江阴街），并与护城河相接。

上海开埠后，西商从今迎勋路处开掘
新河道，使陆家浜西延伸至斜桥，通肇嘉
浜。原迎勋路南迤西的一段则改成徽宁浜。
1926年，陆家浜干流填筑为陆家浜路。

（黄浦区档案馆）

在小东门街道金坛居民区有一位 “名
人”，他的名字叫金长豪，别看他已经年过八
旬，但依旧活跃在创建学习型社区、文明社
区、构建和谐社会等活动中，并做出了很大的
贡献，被社区居民所尊敬和爱戴。

金长豪是一位热心社区公益的带头人，
他所居住的面筋弄，多年来一直是“脏、乱、
差”的集中地，环境非常不好。作为一名党
员，金长豪带领第四党支部的党员同志，发挥
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发动面筋弄居民骨干
积极分子近 60 人，组成了一支卫生巡逻志
愿者队伍，专门整治面筋弄的脏、乱、差问题，
他建立了值班制度，并提出了“定岗、定时、
定人、”三定的工作方法，对除陋习起到了很
大的推动作用。

每天早上 5点多，金长豪总是第一个到
岗位上值勤，看到扔在地上的垃圾，就用火钳
拣在一起堆放后处理。多年来，他放弃休息和
旅游，守在小区里值勤，无论严寒酷暑还是身
体不适，他都坚持巡逻，从不间断。在他的带
领下，志愿者们不怕苦不怕脏，用自己的辛勤
劳动，为居民群众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在巡逻中，金长豪还十分关心小区孤寡老人
的日常生活，经常组织队员帮助老人晾晒衣
被，料理家务，与老人聊天，陪老人上医院看
病等，成为老人们的知心朋友。面筋弄 24号
有一位 80 多岁的独居老人，因患帕金森症，
手脚不便，凉晒衣服手会发抖，每当这时，老

金都会主动上门帮助，几年如一日。老人逢人
便说，“老金真好”。为培养青少年良好的卫
生习惯，每个寒、暑假期间，老金还组织社区
青少年学生参加“小小巡防员”队伍，坚持每
天 3次巡防，使青少年受到了良好的环保教
育。

八年来，老金全年无休、奉献社区，在他

的以身示范下，面筋弄的面貌现已大大改
变，形成了制度，成为了自觉行动，他不断总
结并推广经验，带动了东门地区环境面貌的
改善，成为东门地区除陋习带头人。在社区
活动中他善于动脑，不断创新，组织新上海
人自觉参加社区建设，并开展“每周四有事
找党员”的值班制度，充分体现了共产党员

的先进性。
如今，面筋弄的环境有了很大的改观，

卫生面貌焕然一新。在他的组织带领下，面
筋弄小区被评为“上海市优秀志愿者队伍
集体”、“除陋习志愿者服务队”。他本人也
多次被街道评为“先进党员”、“上海市五
好文明家庭”、“上海市五好荣誉家庭”等
光荣称号。
金长豪热心社区公益，义务为民服务和

不计报酬的好思想，好品德，深得居民们的一
致好评，大家都亲切地称他为“社区志愿者
的大队长”。金长豪一家热爱社区，这种无私
奉献的精神，在金坛居委、在小东门街道乃至
整个黄浦都传为佳话。

（金坛居委）

八旬老人志愿服务社区 坚持奉献传为佳话
———记金坛居民区优秀志愿者金长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