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认
为上海是没有太长历史的一座
城市。当然青龙镇等一批近年
的考古发现已经证明上海的历
史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在“风
咏讲坛”上，复旦大学档案馆特
聘研究员张国伟以五角场的五
条马路为缩影也力图证明上海
的悠久历史。

据张国伟的研究，五角场地
区的翔殷路、邯郸路、淞沪路、黄
兴路和四平路都是具有悠久的
历史，而且这些马路都与近现代
和当代上海的发展密切相关，研
究这五条马路可以看到五角场
经历了近百年的变迁和蜕变，这
是上海百年城市发展的缩影，更
是峥嵘岁月的见证。

而五角场地区的兴起并不
是近几百年才有。张国伟引用
史料记载，五角场地境成陆于
唐末宋初，其所在的“江湾”，在
宋时属嘉定县。宋靖康元年
（1126年），抗金名将韩世忠曾
驻军江湾景德观（时名龙神庙，
万安小学曾在此，今已拆除），
观内出土的韩世忠行军瓶现存
上海历史博物馆。清朝初年，
宝山建县，江湾划归宝山。也
就是说，仅仅小小一块五角场，
其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千年之
前。上海“历时短”的标签站不
住脚。

关于上海的另一个标签是
“上海人小气”。这一点也是东
华大学中国近代史学科教授，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特聘研究员陈祖恩所无法认同
的。在讲座上，他仅以王一亭
一人的作为就说明“小气”根本
不成立。王一亭是近现代上海
著名的海派书画家，在清末民
初海上画派中他的影响力仅次
于吴昌硕。这是王一亭最为人
所熟知的一个身份，陈祖恩
说，其实王一亭还是一个成功
的绅商，他办了大量的实业，是
上海工业文明发展史上一个重
要人物。

有了实力的积累，王一亭崇
尚“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作为
一个慈善家，以普济众生为己
任。他创办孤儿院、残疾院、平
民习艺工厂、华洋义赈会、中国
救济妇孺会、同仁辅元堂、普善
山庄、浙绍医院等多家慈善机
构。每届冬令还筹设庇寒所，收
养流民多至千人，历久不倦。陈
祖恩表示，王一亭更难能可贵的
是兴办学校，他把传统的善举推
到另一个境界，具有近代慈善

“教”“养”并重的特征。这样的
一个上海人，自然不能称为“小
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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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本报讯 落墨、打样、奏
刀……以石为纸，以刀为笔，
以汉字为意象，上海海洋大学
的书法篆刻类选修课程火
了。记者了解到，该类课程网
上选课，一上线就被“秒光”。

“我希望通过带领学生鉴赏古
代经典作品和红色题材的印
章，让学生们感受中国传统文
化，也让学生们了解中国共产
党的伟大历程。”授课老师高
榕说道。书法篆刻课程只是
上海海洋大学美育育人中心
推出的众多选修课程的缩
影。记者获悉，仅在2021年，
上海海洋大学美育育人中心
就开设了96门次课程，选修
人数近4000人。

上海顶尖学者汇聚“风咏讲坛”，分享城市历史知识

一节“网红课”荟萃千年海派年味
上海何以为上海？正月里上海的年味儿又体现在哪里？这些和上海这座城市的人文历史紧密相关而且又十分有趣的

问题，正是市民十分渴求了解的。也就在刚刚过去的寒假，上海学悦风咏书社邀请一批上海顶尖学者带来“风咏讲坛”特别
策划，让大人和孩子们在家门口的“网红课”里对这座城市又有新的了解。 青年报记者 郦亮

这个名家荟萃的风咏讲坛
“书香春节”系列讲座吸引了大
量寒假中的青少年听众，这也成
为“双减”之下，对青少年进行文
化普及的一次探索。“以前只知
道背诗，没有去了解过像桃符这
些词是什么意思，今天的讲座让
我对元日和春节的习俗更了解
了。”静安区闸北第一中心小学
三年级的汪宏嘉告诉记者。来
自长宁区延安初级中学、上海市
政立路小学等数个中小学的学
生都表示，在讲座中他们对“何
以上海”的历史、城市的人文底
蕴以及传统文化的魅力有了更
深入的了解。

学悦风咏书社创始人陶焱
告诉记者，事实证明，这类城市
人文历史的讲座是很能够满足
市民的强烈渴求的。每周开放
预约一天内就会抢光，在线上还
有8000多名观众在线观看。“我
们想把每周末来书社听一场传
统文化课，变成周边学生、居民
和白领的一种生活方式。”“文化
可以给予人思辨性，帮助人们解
决日常生活中的困惑。尤其是
在春节这样的特殊时刻，更是中
国人共同的文化基因被激活的
瞬间。”陶焱说，当现代人的物质
生活丰富后，更需要的是思辨性
和创造力。“我们将历史中闪光
的瞬间汇成经典，让听众了解自
己的历史和文化，就更懂得如何
选择自己的人生。”

现在很多人都在抱怨上海的
年味儿越来越淡了，但其实上海
一直是一个很有年味儿的城市。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张伟在讲座
中就提到，作为一个海派商业临
港城市，上海不但有年画，而且有
非常丰富漂亮的年画，且和别的
地方不同，与上海城市文化、近代
商业文明的发展密切相关。

上海的年画又被称为小校
场年画，这是因为早在清代，一
部分苏州桃花坞的画师南迁上
海，将画铺和画摊集中于上海南
市 的 旧 校 场 路 ，在 嘉 庆 年 间
（1796年至1820年）渐渐形成上
海年画一条街，并随着上海的开
埠和城市的繁荣日趋兴旺。张
伟说，上海的小校场年画其风格
最初沿袭桃花坞年画，但在 19

世纪末，上海作为西方文明登陆
的窗口，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润，
同时又吸纳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移民，民情风貌也呈现出中西交
融、八方汇聚的特色，而小校场
的年画也随之形成了具有上海
味道的独特风格。而直到今天，
上海的年画还在演变发展，形成
了不同于其他年画创作的海派
风格，并成为中国传统木版年画
史上的最后一个繁荣阶段。

相比之下，复旦大学中国历
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的讲
座就更为宏观了。春节究竟是
不是新年？过年和过春节是一
回事吗？春节习俗又有哪些？
葛剑雄说，所谓“岁首”问题历经
多次演变。一直到辛亥革命后，
岁首发生了大的改变。1949年9

月27日，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确定
以公历纪年，1 月 1 日为元旦。
夏历正月初一仍称春节。国家
法定年、财政年、五年计划等均用
公历，而民间俗称依旧将夏立正
月初一称为新年，称为“过大年”。

而在葛剑雄眼里，年味主要
包括祭祖、讨口彩、穿新衣等。
而今天提到“年味”，则更应该关
注在物质生活比较富裕的情况
下，怎样提升精神生活，传统怎
样继承，如何面向现代和未来并
实现转化的问题。“这就需要文
化创新，赋予春节新的内容才是
关键。由此联想到其他传统节
日和传统文化，就是文化传承和
现代化转换，实现传统文化在当
代社会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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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学者汇聚“风咏讲坛”系列传统文化公益讲座。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