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城松江十里长街，东有府城，西有仓城”，作

为松江府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外延，仓城有着极
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仓城老街不仅保存了许多明清

建筑，更有明代大石桥———大仓桥。
自明代起，仓城一直是松江府漕粮的重要储藏

地和漕运始发地。当时，松江府城大街沿市河由东
向西延伸出城，市河两岸、大街两侧，交衢比屋、滩

弄相通、人烟稠密，成为松江府西门外的商业经济

的繁华地带。明清以来，仓城区域的街巷地名沿用

至今，规模大多仍保持原貌，成为研究仓城的“活化
石”。现在的松江中山西路曾被人称为“西门外大

街”，筑路于明代，由石板、条石铺成，街宽仅二三
米，到清末民初为府署东西主要道路。中山西路现

存明、清和民国时期古建筑共计 127处，有葆素堂、
杜氏雕花楼、费骅宅、水次仓关帝庙等一大批名园

名宅。
横跨松江老市河的永丰桥俗称大仓桥，是上海

地区著名的明代大石桥之一。大仓桥位于中山西路

玉树路的东首，南北走向，五孔石拱，结构精美，犹
如长虹卧波。桥长 54米，净空最高 8米，桥宽 5米。

五孔跨度不等，中拱最高，依次递减，中联分节并列
起券，共有 92级石级。桥身用青石砌筑，两侧青石

护栏，桥面石级用花岗石铺就。明代礼部尚书董其
昌曾作《西仓桥记》，盛赞此桥“蓄风气，壮瞻视，莫

此为伟”。大仓桥初为木构，始建于明初或稍后。天

启六年（1626年），华亭知县在完成仓城内部建设
后，即巡视桥址，决定重建大仓桥，桥额上刻有“重

建永丰桥”五字。
大仓桥重建至今已有 390余年历史，随着历史

变迁，市河变浅变狭，该桥两端两孔下的河道逐渐
淤积成岸，五孔桥至今变成了三孔出水。大仓桥见

证了仓城的兴衰变迁，是仓城历史文化风貌区宝贵
的历史遗存和标志性的历史景观建筑。

文 沈琦华 图 唐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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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仓桥见证

仓城的兴衰变迁

    位于青浦区朱家角镇最

南端的张马村是备受赞誉的
“中国最美村镇”，有“东方田

园威尼斯”之称。张马村 2014

年通过美丽乡村试点工作成

为首批上海市“美丽乡村”，
2019年张马村国家 4A级景区

揭牌。

上海文明始于“三泖九
峰”，张马村就形成于悠悠三

泖汇合之地。历史悠久、文
化遗存丰富的张马村既保

留了自然之美，又体现着井然

有序的自律之美。张马村里已
形成“四园一岛”的农事旅游格

局：有可欣赏薰衣草等不同类
型香草的“寻梦源 ·梦水乡”，有

“浦江蓝”蓝莓园，有集蔬果采
摘、水上森林、湿地公园等为一

体的生态园，有可自由采摘蔬

果的泖塔农情园，还有供人休
闲度假的太阳岛。漫步村内，

错落有致

的民居点缀在农田和绿茵之

中，处处散发着江南水乡古镇
悠然恬静的神韵。

值得一提的是，张马村太
阳岛南端有被国际航标协会列

为世界历史文物灯塔的千年泖
塔。泖塔是上海地区现存的十

三座古塔之一，也是仅存的一

座五级塔。 夏菁岑

张马村聚三泖汇合之灵气

在叶榭镇听米的故事
    地处浦南的叶榭镇，全

镇粮食生产面积 3.5 万亩，
占全区总量五分之一，是松

江区主要的涉农镇。松江叶
榭镇全新打造的大米体验馆

就像是宽阔田野里的一座小
城堡。

大米体验馆内部以莹润
白、丰收黄和原木色为主色

调，辅以嫩芽绿，来体现大
米、稻谷元素，展现从生长到

丰收的自然之美。体验馆一

层为三大展区，分别为“米传
千年”“米说丰年”和“终于等

稻你”，将带游客探寻松江大
米的起源与发展，并提供美食

娱乐体验。二层则计划打造成
稻香书屋，二层阳台可以全方

位观赏周边景致———一边是

广阔的农田和原生态的民居，

一边是层层密密、葱葱郁郁
的稻香森林，壮阔之美跃然

眼前。

选种、育苗、插秧、抽穗、
秋收、成米，在大米体验馆可

以感受一粒米的“修行”。体验
馆还通过互动装置，增加游客

体验感，同时将投影技术和情
景搭建相结合，营造一个“稻

花香里说丰年”的沉浸式空

间，在屋里也能聆听声声虫
鸣，感受丰收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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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育界转行
1893年，舒新城出生于湖南溆浦县东乡的一个小村子。幼

年的舒新城读过四书五经，也学过八股文和应制诗。1908年，他

踏入新式学堂，后来考上湖南高等师范学校。
毕业后，舒新城投身教育界，出任过中国公学中学部（上海

吴淞中学前身）主任。1928年，应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之聘，舒
新城出任《辞海》主编，这也是他事业上的转折。

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大规模语文词书

《辞源》，以旧有的字书、韵书、类书为基础，专业性较强。为此，中
华书局决定再编一部对人们的实际生活有用的、百科全书性质

的工具书，定名《辞海》。因种种原因，自 1915年秋启动后，《辞
海》编辑时作时辍，直至舒新城在 1928年接任编纂工作，并于次

年担任中华书局编辑所长。
舒新城接手《辞海》后，把重点放在广泛收集新词上，不再以

采集旧词为限。他广泛搜罗报刊的流行词语，删旧增新，将“五
四”以来涌现的外来词统一译名予以收入，对古代的白话小说和

戏曲中的俗语也进行收集。《辞海》在 1936年出版了上册，于次
年出版下册，相较《辞源》，堪称“后出转精”之作。

潜心编纂《辞海》

1958年，上海成立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上海辞书出版社
前身），早已退休的舒新城重进书局工作，担起主编新《辞海》的

重任。位于陕西北路 457号的何东住宅成为辞海编辑所办公地。
何东住宅是一幢典型的新古典主义风格建筑，建于上世纪

二十年代，是著名建筑师邬达克的作品。建筑南立面设置贯通两
层带四槽的爱奥尼克柱式门廊，柱身修长，柱头有精巧柔和的涡

卷，柱脚有多种复合曲面的线条，串着上端的雕饰。二层柱间为

弧形阳台、铸铁花式栏杆。何东住宅的花园是中式的，小桥流水，
曲径山石之间的几棵古木老树尤为引人注目。多年以后，中华书

局辞海编辑所改组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并于1979年正式出版三
卷本的《辞海》。
其实在 1960年春，修订后的《辞海》

初稿基本完成。但在审阅二稿时，舒新城

已因病住院。据舒新城夫人刘济群回忆，
此时他仍卧床审稿，逐条逐句琢磨，直到

11月病情严重到实在不能执笔，仍嘱咐
她代写日记，写下意见。遗憾的是，当年

11月 28日，舒新城因病去世，未能看到
新《辞海》正式出版。文 沈琦华 图 金晶

舒新城，湖南溆浦人，教育家、出版家、辞
书编纂家。1928 年，他应中华书局约请主持

《辞海》编纂工作。位于陕西北路 457号的何东住
宅曾是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后改组为上海辞书出版
社，并于 1979 年出版三卷本《辞海》。遗憾的是，舒新
城于 1960 年病逝，未能看到新版《辞海》的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