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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作品《乔家路》探寻原汁原味老城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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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 1月，黄浦区乔家路地块旧城

区改建项目宣布启动，乔家路的居民将
要和这片老城厢说再见。本月，作家倪祖

敏的纪实作品《乔家路》由上海文艺出版
社出版。

在这片一平方公里的旧城区域，掩藏
着上海原汁原味的老城厢历史，科学家徐

光启、企业家陆伯鸿、革命先烈王孝和、报

人邹韬奋、海派书画名家王一亭都曾是这
里的居民。此地还诞生了上海美食老品牌

乔家栅，甚至留下了科学家爱因斯坦的足
迹。红色文化与海派文化基因的积淀，为

城市留下百年传奇。
小南门地铁站出口抬眼可见小南门

火警钟楼，这是上海老城厢市政步入现代
化的标志之一，1927 年 3 月上海工人武

装起义，就是以这里的钟声为信号的。
乔家路命名与乔氏相关。据考证，从

1568年开始明代抗倭名将乔木从川沙迁
至城内，在现在的乔家路 273号修建了一

座宅院“修仁堂”。人们将乔家聚居的地方
称为乔家浜，1906年填浜建路命名为乔

家路。狭小的乔家路原来是弹硌路，1958
年因为积水问题改成了柏油路。

上世纪 40 年代杨树浦发电厂工人
运动领导人王孝和烈士就住在乔家路东

首的俞家弄 71 号内，这是一栋三层小
楼，在门口隐约可见“颐寿堂”字样，已经

刻蚀风化。
巡道街口的宜稼堂至今有 190年历

史，由海上望族郁松年建造。胡雪岩在此

将女儿嫁给了郁松年的孙子郁荣培，左宗
棠闻讯后来此宅道贺，一时轰动上海滩。

九一八事变后，这里的三进大宅被切分成
多户民居，邹韬奋夫妇为躲避国民党迫害

曾隐居于此。
相对而言保存完好的是乔家路 113

号的日式小楼梓园，这里是豫园书画善会
创始人、海派绘画的领袖王一亭故居。门

洞上方的石鼓文字体“梓园”两字，据传为
好友吴昌硕所书。爱因斯坦夫妇曾受邀来

梓园用膳。
乔家路 234号-244号是“徐光启故

居”，俗称九间楼，为明代崇祯年间建造，
距今有 500多年了。1562年徐

光启诞生于此宅内，原来是三进大宅，徐

氏住在最后一进。上下各有九间，所以称
为九间楼。如今古井被填，白色高大的照

壁墙已毁，但是深藏在内的建筑结构如梁
柱、斗拱等都还是明代旧物，有较完整的

雕工可以鉴别。
俞家弄 193号内的陆敬德堂里，曾居

住着两位爱国人士陆伯鸿与关炯之。上海

的爱国华商领袖与工商巨子陆伯鸿，为上
海城市建设打下基础，比如创设华商电灯

公司，后来改为了上海南市发电厂（现为
PSA当代艺术博物馆）。1912年又造了上

海华界的第一辆有轨电车，车头是绿白红
三色谐音“陆伯鸿”。八一三淞沪抗战，他

凿沉自家轮船于长江中阻挡日军西进。上
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谳员关炯之 1905年

在审理“大闹会审公廨”案时不顾外国陪

审员干涉，认定中国人无罪，名震上海。五

卅惨案时他释放爱国学生，在历史上留下
浓重一笔。

而乔家路药局弄转角处是药王庙的
遗址，俗称神农殿，建于乾隆年代，是上海

中药同仁工会祭奠行业神明的庙宇，从清
代开始为上海最早的慈善机构所在地。

已经拥有 100多年历史的乔家栅食
府，是从乔家栅凝和路口的栅栏门口发迹

起家的。居民透露，十多年前还有“真正乔
家栅”字样，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了。

据统计，目前乔家路老城厢地区挂牌
保护的历史遗迹有 9处，已经损毁的有 9

处，还未被挂牌认定的有 12处，包括王孝
和烈士故居、陆伯鸿故居等等。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古

建筑专家阮仪三教授为倪祖敏的新书写
了序言。他告诉记者，乔家路风貌保护街

巷这块区域已经被纳入了上海市级风貌
保护区（2005年公示），为保护建筑的“留

改拆”提供了法律依据。他提醒，这一块地
区是南市老城厢历史遗存保存得较为完

整的地段，是上海老城厢的核心风貌。“我
期望能够留住老上海的乡愁，这是上海这

座城市的文化遗产。”
本报记者 乐梦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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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随着电子竞技
的影响力已越来越大，与电
竞相关的综艺节目也越来
越多———《王者出击》《集结
吧！王者》《勇敢的世界》《狼
人杀》⋯⋯最近，首档“英雄
联盟”真人秀《超越吧！英
雄》注重对电竞选手故事的
挖掘，走进热血青年的游戏
人生，那他们的日常生
活还好吗？

留住老上海的乡愁

■ 南市救火站遗址

记者 胡晓芒 摄

    1997年出生的张伟，来自

江苏盐城。初中的时候，张伟没
有打过游戏，他更喜欢叫朋友

一起去操场打篮球，但是朋友
们似乎对《英雄联盟》的兴趣更

高一点：“那一天，我和朋友们
玩了一个下午，虽然一直输，但

我却喜欢上了游戏。”

于是，张伟就停不下来了。
为了把积分提高到“国服”（相

对于韩国服务器———“韩服”而
言）前十名，他几乎把所有学

习之外的时间都用在了游戏
上。“我在度过一段瓶颈期之

后，重新思考了一下打游戏的
方式，就完成了前十名的目

标，于是也有职业战队向我发
出了邀请。”张伟说，“不过妈

妈还是很反对我打游戏，她希

望我按部就班地上学，找一份
稳定的工作。”
支持张伟梦想的，只有爸

爸，遗憾的是爸爸在 4年前因
病去世了。爸爸在弥留之际，用

生命的感悟告诉儿子，人生实
现梦想未必要按部就班地来，

如果决定把游戏当做是自己梦
想，那就不要放弃。妈妈于是陪

着张伟一起去俱乐部看了看，
聊了聊，终于同意让儿子从高

中休学，去尝试一下。

在战队的日子里，每天早

上起来吃完早饭后，张伟练一
会瑜伽，每天标准的训练时间

是十个小时，但几乎所有人都
会加练。“有一次我连续游戏了

20个小时，站起来眼前一黑，
我吓坏了，去医院一查是贫血。

现在我每天的日程是晚上十二

点前睡，早上七点半起，上午不
会打游戏。蜂蜜枸杞保温杯，颈

枕腰枕暖宝宝，缺一不可。”

虽然打游戏这么辛苦，但
张伟笑着说，其实这一行收入

也不少，“最高的收入，一年有
上千万元的，不过那要非常有

名才行。不过一般的选手也有

几十万元了。”当然，他们为此
付出的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

谈到 20岁出头的电竞选
手养生这个话题，张伟身上的

劳损并非个例。
从小，古月泽宇就品学兼

优，全面发展，1.83米的他还曾

经帮助学校拿过宁波市中学生
篮球冠军，是学校出了名的“三

好”学生。高中时，因母亲太忙，
古月被送入寄宿学校，因受环

境影响，开始打游戏。虽然遭到
母亲强烈反对，但他依然坚持

走这条路，觉得打游戏也可以
有前途。

自 2013年开始，他结识了
一些松散的游戏团队，陆续得

到过很多冠军，还上过当地的

报纸。2015年起，古月开始进
入职业队。“每天十几个小时的

训练量，让我的身体有些不堪

重负，肩颈、手腕都有严重的劳
损。”曾经非常有梦想的少年，

如今认识到现实的残酷，加上
常年腰伤，“因为游戏的关系，

我已经不能久坐了！”做了不到
3年的职业选手，如今他已经
退役了。

关于未来，古月说自己并
不会离开电竞行业，对他而

言，这个圈子可以发展的事业

还有很多，“做教练，当主播，
拍视频⋯⋯这些都可以做。”

20岁的古月尽管遍体鳞伤，但
依然对这个行业充满了斗志，

只是不再用选手的身份而已。
电子竞技项目五花八门，

中国健儿在各类项目上披荆斩

棘，为国争光。就拿英雄联盟来
说，去年中国选手接连拿下季

中邀请赛、亚运会、S8全球总
决赛冠军等重量级奖项。另一

位电竞选手林松感慨道，“在所
有的体育比赛中，选手的梦想

永远是，我面前有许多英雄，但
我终有一天会超越你们。”

本报记者 吴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