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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游、可访、可感”的沪上文学“微旅行”

“

“

新书推荐
他们与上海

鲜为人知的情缘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全国

文化人的聚集地。 当时，几乎所有的

文化人都曾在上海留下或长或短的足

迹，也使得该时期的上海成为了人文

荟萃之地。

在沪上的璀璨群星中，为何选择

追索这 48 位文化名人的踪迹？ 作者

蒋俭说：“希望书中涉及的文化名人都

在上海还存有一两处史迹可以探访，

如此读者按图索骥，才不虚此行。 ”

动笔之前，作者将近代史上有影

响力的文化名人罗列出来，且有意在

文学界、学术界、新闻出版界等各个界

别中都遴选了一些。 开列名单后，作

者翻阅年谱、传记、名人子女撰写的回

忆录等等，于故纸堆中寻找这些人物

与上海千丝万缕的联系。 随后，蒋俭

乘坐着轨交、公交，在本职工作之余日

行万步，一一寻找、核实着这些地点。

案头考据与城市行走相结合，这本书

在耗费了 5 年时间后终于完成。

在这 48 位文化名人中，有些与上

海的交集已经查考得较为清楚，比如

鲁迅、邹韬奋、巴金等等，他们的故居

或纪念馆也建设得相当完善。 而蒋俭

在细致的查考工作中，还发现了许多

文化名人与上海尚不为人所熟知的交

集：比如，一向被认为与香港关系密切

的金庸，1947 年至 1948 年间，在上海

有过一段忙碌而充实的岁月，进入 21

世纪后，他也曾数次来到上海，与上海

的因缘未曾断绝；又如，生活重心主要

在北京和重庆的张恨水，与上海也颇

有缘分，伴随着人生的沉浮，他在上海

住过亭子间，也住过豪华酒店。

寻访之路

欣喜与遗憾并存

在海外旅行时，蒋俭就特别喜欢

追寻文化名人的踪迹。 看着在异国的

书店里买到的《伦敦文学散步》《巴黎

文学散步地图》等书，蒋俭萌生了撰写

《上海文学散步》的念头。 另外，她在

近几年一直有一种朦胧的感觉：上海

正越来越重视文化名人旧居的保护和

发掘。 这种感觉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

得到了不少印证。

复兴中路 573 号， 是钱锺书创作

长篇小说《围城》时居住的寓所。 2016

年，蒋俭第一次探访此处时，这里还没

有任何标志； 而 2020 年秋天重访时，

这里已经挂上了黄浦区人民政府制作

的铭牌。

东横浜路 80 弄兴立村 2 号的一栋

普通石库门里弄房屋，是左联文艺的重

要领导人之一、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文联

副主席的冯雪峰居住过的地方。蒋俭进

行实地考察时，周围正在拆迁，但走进

施工现场， 这座故居仍然立于废墟之

中，显然是受到了有关方面的保护。

寻访过程中，蒋俭发现新闻媒体

近年也十分关注名人旧居的保护工

作。 看到《新民晚报》记者撰写的呼吁

保护山海关路 274 弄 11 号田汉旧居

的报道后，蒋俭也来到这个《义勇军进

行曲》的创作之地进行考察。 这处田

汉旧居如东横浜路冯雪峰旧居一样,

伫立在一片工地之中，被有意保留。

新闻报道也为蒋俭的写作提供了

线索。 瞿秋白曾在上海有多处寓所，

有些还未能查考出今址所在，蒋俭在

书中也只能约略提及。 本书即将付梓

之际，蒋俭看到了“汾阳路 64 弄 10 号

的瞿秋白旧居正式揭牌”的报道，于是

立刻前往现场，证实后将这一处旧居

的最新情况补充进了书中。

蒋俭想做一个有心人，一方面持

续挖掘旧信息，一方面不断整合新信

息。 她希望，

在 本 书 出 版

后， 读者也能提

供更多线索， 由此

不断充实、完善名人

旧居的相关信息。

当然，在她的寻访之路上，“有欣

喜，也有遗憾”。

比如， 茅盾在位于原愚园路 259

弄的连生里旧居， 创作了刻画当年上

海金融风云的著名小说《子夜》，但这

处建筑在城市更新中被拆除， 令很多

人备感惋惜。蒋俭介绍，在恒隆广场附

近、陕西北路路边的草地中，有一块标

注着“上海大学遗址”的铭牌，茅盾的

连生里旧居其实可以参照这一模式：

“在城市建设中，那些未能完整保留旧

址的，留下一块铭牌让人怀想也可。 ”

有吃、有喝、有玩的

文化“微旅行”

“名家和名作不应该仅停留在神

坛上，也应该走下神坛，和我们当代生

活结合在一起。 ”这是蒋俭一贯的理

念，“文学应该是鲜活的、更有时代味

道的。 ”

因此，她在撰写一些与上海结缘

颇深的名人时，会尽量选择从一些“大

家可以走进去玩玩”的地点切入。 比

如鲁迅很喜欢去的新雅茶室，是当时

文化界人士的聚集之地，被喻为上海

的“文艺沙龙”。 在今天，读者可以登

上位于南京东路的新雅粤菜馆的二

楼，喝茶、品美食，由此走近鲁迅。还有

鲁迅当年经常接待文学青年的公啡咖

啡馆， 也在 2020 年末重返多伦路，读

者也可以来此游览、体验，领略海派文

化的魅力。

200 余处与文化名人相关的地

点中，蒋俭颇有感情、也大力推

荐的是《申报》总经理的史量才

主持修建的申报馆。 作为一

名记者， 蒋俭曾在申报馆

对面的解放大厦工作多

年， 亲眼目睹了申报馆功

能的变迁： 起初是东航的售

票点； 随后上海首家新旺茶餐

厅在此开张， 也成为了蒋俭的

“食堂”；如今，这里是一家味道不

错的西餐厅“THE PRESS”。 申报馆与

当代生活深度融合，现在，它既是一家

比较美味的餐厅， 也是一处有纪念意

义的地点，还是一栋精美的历史建筑。

蒋俭说：“从这个案例中可以发现，文

学其实是可游且可感的。 ”

为了便于读者亲身体会文学的

“好玩”， 蒋俭在本书的别册中设计了

10 条上海中心区域的散步路线。 当被

问及“可否为新手设计一条‘入门级’

文学‘微旅行’路线”时，蒋俭比较推荐

在徐汇区进行“文学散步”，因为这里

“好吃、好喝、好玩”，还结合了一些目

前的“网红”地点，具备上海典型意象

和丰富文人足迹的同时， 与她寓教于

乐的旅行理念高度契合。

书名：《上海文学散步：48位现代

文人与上海》

作者：蒋俭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作者史蒂夫·帕弗

利纳是美国知名个人成长

导师。 他在 19 岁时曾误入

歧途，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开除， 醒悟后重返大学，

仅用 3 个学期就拿到加州

州立大学计算机、数学双学

士学位。 他曾经营一家自己

的游戏公司，后来转向个人

成长领域的研究和实践。

本书是作者多年思索

“个人成长背后隐藏的规

律”之所得，全书分为两部

分：第一部分探讨为个人成

长打下坚实基础的 7 条原

则———真实、 爱、 能量、一

体、主导、勇气、清醒自主；

第二部分结合实践，讲解如

何正确运用这 7 条原则，实

现“真正清醒自主的个人成

长”。

书名：《聪明人的个人成长》

作者：史蒂夫·帕弗利纳

译者：一炜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鲁迅、朱自清、巴金、徐志摩、施蛰存、金庸……

这一个个文学史上闪亮的名字， 与上海有着怎样的

缘分？ 资深媒体人蒋俭用脚步丈量了他们在上海留

下的足迹， 图文并茂地勾勒出他们在这座城市的过

往。 书中追索 48 位文人、200 余处地址，蒋俭希望读

者跟着这本《上海文学散步》行走沪上之时，可以体

会到现代文学的“可游、可访、可感”，乃至“好吃、好

喝、好玩”。

巴金故居 （武康路 113

号 ）—王元化旧居 （武康路

100 弄 1 号）—师陀旧居 （武

康路 280 弄 35 号 2 楼）—顾

颉刚旧居 （武康路 280 弄 9

号 ）—周谷城旧居 （泰安路

115 弄 6 号）—杜宣旧居 （泰

安路 115 弄 8 号）—郑振铎旧

居（高邮路 5 弄 25 号）—吕思

勉旧居（吴兴路 24 弄兰村 16

号）—邵洵美旧居 （淮海中路

1754 弄霞飞别墅 17 号）

作者蒋俭推荐———入门级

上海“文学散步”路线

■2021年 5月 6 日，“瞿秋白旧居”在复兴路汾阳路口

的转角小广场揭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