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藏在小镇人文地图里的风风风华华华传传传奇奇奇

翻开《亭林人文地图》（中华地图学社 2023年

出版），仿佛打开了一部亭林的百科全书，从名胜

古迹、人文历史，到方言风物、气候饮食，包罗万

象。亭林是坐落在金山区东北部的古镇，素有“十

二家埭”的称谓。早在四五千年前，这里就有了良

渚文化的活动遗迹，秦代设海盐县亭林里，宋至清

隶属松江府华亭县云间乡。

深厚的历史底蕴给予亭林丰富的文化积淀，

却也让地图的编撰团队犯了难———历史时间长、

地域范围狭小、文化遗存细碎冗杂，因此地图集

究竟该呈现什么内容？《亭林人文地图》主编之一

李山副教授坦言，他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制

图伊始，李山、唐曦等主创人员并无头绪，“做一

部亭林的地图集，是亭林镇与华东师范大学的合

作项目。但乡镇的体量很难支撑起一整本地图

集，我们也不清楚该做什么。”

于是李山选择到现场去感受，“地理学很重

视野外考察，因为做一个地图，首先对这个地方

要有感觉。”现场考察带给团队很多“亭林印

象”。在亭林镇上，“江东孔子，人文亭林”的广告

旗一路招展；白墙黑瓦围着“读书堆”，植高大蓊

郁的乔木，蔚然成林，是当地一景。李山注意到，

“江东孔子”“读书堆”都与当地著名历史名人顾

野王有关。

顾野王是南朝梁陈时期官员，其一生著作等

身，内容涉及文学、文字学、方志、史学等多方面。

他编纂的《舆地志》，是最早的全国地理总志。对上

海人来说，此书意义非凡，因为上海的简称“沪”就

源于此！书中提及古时一种竹制渔具“插竹列海

中，以绳编之，向岸张两翼，潮上而没，潮落而出，

鱼蟹随潮碍竹不得去，名之曰扈”。“扈”加三点水

为“滬”，其简化字即为“沪”。

考察的时候，团队还发现亭林有众多美食，当

地还为美食推出一系列介绍视频，很有特色；我

们也看到亭林有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一

村一鼓、黑陶制作、针灸疗法等等。“这样，一个

人文的印象就有了。我们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

还得到亭林文宣部门、顾野王文化研究院等的

大力支持，于是决定做全面反映亭林人文故事

的地图集。”

有了绘制人文地图的大方向，但是该怎么用

地图去呈现人文信息？制图团队又要面对新的

问题。

“我国此前并没有乡镇尺度的人文地图，因此

大纲设计上，没有先例可作参考。”李山补充道，

“我们是在做一种探索，所以在做的时候，就想要

突破过去传统的地图思想。”地图本身当然是非常

重要的载体，但团队成员想将更多的信息综合表

达，即在地图基础上，还要整合文字、图片、各种统

计图表，使内容更加丰富。

此外，乡镇的历史人文材料不足，是考验团队

的另一重要问题。“我们现场考察了几次，但是我

们更多的还是要对资料数据进行收集和挖掘。因

为制图要用的很多信息不是现有的，需要我们自

己去找。”

在反映“历史亭林”时，史书材料中的介绍多

数只模糊提及亭林这个地方是江南的一个重镇。

“在制图时，如何具体表现这里是一个历史重镇

呢？我们就要自己去找资料了。”李山介绍说，他们

以樊树志的《江南市镇：传统的变革》为参考资料。

书中有关于江南地区的众多市镇的详密考证，团

队将这些文字描述逐一地图化。

“这其实是一个十分有挑战性的工作，我们读

史料时看到的东西是比较抽象的，因为文字会忽

略一些细节，图像化不一定好表达。但这恰恰是我

们要将之具象化的意义，地图是地理学的第二语

言，它一是一、二是二，所有东西能直观地一眼就

看出来。”

制图成员们一个一个去考证书中写到的江

南市镇，又将这些明清市镇现在的位置标记出

来；根据市镇主要的经营产品做专业化分类，如

盐业、纺织、丝绸等，再用不同符号在同一张图

中呈现出来；最后，将亭林镇在图上标出。“做完

我们发现，亭林位于当时一个棉纺业的中心的

边缘上。这样，为何说亭林是粮棉重镇，就能在

图上一眼看出来了。”

在制作“历史亭林”地图后，李山意识到，亭林

坐落在江南，不能脱离江南的大环境。“江南地区

这样的小镇其实是千千万万的，亭林地处江南，某

种程度上也代表了江南文化，它是整个江南区域

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对亭林镇的

阐述，让人们看到整个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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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这座繁华都市之中，有着许多
颇具底蕴的小镇，它们承载着各自的地方文
化和民间记忆，却不被众人所熟知。    
年，一幅《五十年代初虹桥集镇概貌图》问
世，以工笔白描的精致画卷，为众人呈现虹
桥镇在解放初期的风俗民情；    年，一部
《亭林人文地图》又以   幅人文地图，向人
们系统解说了亭林的文化特色与现代风采。
今日，让我们倾听藏于图纸之下的创作故
事，感受这两个小镇的历史变迁与独特魅
力。（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见习记者田蕊

虹桥的《清明上河图》———

派出所里的一份商铺“老档案”
今年十月，由虹桥镇志办编修的《虹

桥镇志》正式发布，这部志书详细记述了

虹桥镇的前世今生，其中还有一幅《五十

年代初虹桥集镇概貌图》白描图，恢弘瑰

丽，写实艺术兼具。

说起这副图的来源，需要回到《虹桥

镇志》《虹桥镇村宅志》“两志”的编纂时

期。    年的一天，虹桥镇志办经济撰

稿员徐顺仙来到虹桥派出所档案室查

档。没想到，在浩如烟海的“故纸堆”里，

一份《  年代初虹桥老镇商铺登记档

案》与她“不期而遇”。

“因对虹桥老镇昔日的发达商业早

有耳闻，直觉告诉我手里的这份档案具

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徐顺仙细细地

翻看，档案的纸张虽破旧泛黄，但字迹清

晰可辨，对虹桥老镇上七十余家商铺的

门牌号、店名、户主等信息均有记载，且

各行各业均有涉及，这对过去只是用文

字描述集镇繁华的史料将起到有力的数

据支撑和细节补充作用。

徐顺仙欣喜之余，立即请上虹公司

商业承编小组协助她一起把这些资料进

行摘录整理，形成一份完整、详实的上世

纪  年代虹桥老镇商业情况表。同时，请

来多位从小住在虹桥老镇上的老人和老

镇店铺主的后人对资料进行核实。老人们

在回忆往昔、比对资料的同时，纷纷为虹

桥镇一些老建筑的消逝感到不舍，“若无

法将虹桥镇昔日的繁华再现于后人面前，

真是莫大的遗憾。”老人们感慨道。

听着老人们感叹，掂着手里“沉甸

甸”的史料，虹桥镇志办的编纂人员们萌

生了一个大胆的念头：虹桥老镇曾是虹

桥乡（镇）的心脏地带，是全乡（镇）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何不把现有的抽象的数

据资料还原成具象的老镇概貌图，让现

在的虹桥人和后世子孙都能直观感受到

老镇昔日的繁华？假如现在不做这件事，

若干年以后，能记清、说清老镇面貌的老

人越来越少，这意味着将错失还原虹桥

老镇面貌的最后机会。思及此，镇志办摩

拳擦掌，说干就干。

经讨论研究，镇志办决定结合文献、

档案、口碑三方资料还原新中国成立之

初虹桥集镇面貌，并聘请上海大学美术

系教授韩松担任概貌图画师，着手启动

绘制工作。

至    年年底，镇志办先后组织有

关人士座谈会  次共计   余人次参加，

个别访谈   余次涉及  人次（其中年龄

最长者高寿   岁），查阅、考证各类文

献、档案  万余字。在此过程中，集思广

益，以点带面，确定了概貌图所要反映的

空间范围，即东起虹桥镇路  号潘成记

木行，西至虹桥镇路    号、南越南街、

北抵“黑墙头”；落实了集镇内几大重要

地标如蒲汇塘上的“虹桥”、举人老爷的

“黑墙头”、虹桥塔楼的位置、样貌；反复

推敲了河道、桥梁、村宅、老街、商铺的形

态细节；增补了多家经营良好、影响甚广

的商铺资料，如丁家、沈家两大地货行、

丁顺兴铁铺等。

从小生活在老镇上、年届   岁高龄

的周文安老人义不容辞地担任概貌图绘

制顾问已有半年，他提出了大量建议和

意见。画稿经过多次返工，直至     年

 月才得到周老的肯定，进入最后的制

作阶段。令人痛惜的是，同年  月，周老

驾鹤西去，未能看到这幅他付出最后心

力的概貌图终稿。

    年底，历经两年多方征询、几

易其稿的艰辛过程，白描图终于完成。

精致画卷展现了经数百年沧桑的上海

名镇———虹桥镇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

风俗民情，将江南农村集镇热闹非凡、

繁荣兴盛的景象呈现在众人眼前。据

“两志”的执行主编周莉回忆，参与过概

貌图绘制座谈的老人站在画卷前，不经

感叹：“太像了！太像了！这儿是我家

……那儿是‘黑墙头’……我们小时候

天天上这玩……”

亭林的“图说百科”———

从“本土印象”到“看见整个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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