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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泾与八仙桥
“八仙桥”是指上海闹市中

心金陵中路两侧的一大片地区，
上海故事称，曾有八仙来过此
地，遂被叫做“八仙桥”，这当然
又是一种望文生义。这一带近代
后为法租界，第二次鸦片战争
中，清军将领僧格林沁等在北京
南面的通州城西八里的“八里
桥”屯兵三万余人，这是北京的
最后一道防线，!"#$年（咸丰十
年）%月 &'日，英、法联军向八里桥进发，

并发生激烈战争，史称“八里桥之战”，战争以清兵战
败告结束，英、法联军长驱直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咸
丰皇帝逃往热河，电影《火烧圆明园》有描述。上海的
法租界为庆祝和纪念“八里桥之战”，就把租界里新筑
的一条小路取名“八里桥街”，法文名 ()* +,-./,0，而
对中国人来讲“八里桥之战”是辱师之战，不希望上海
有以“八里桥”命名的路名，于是故意把“八里桥街”讲
做“八仙桥街”，法租界公董局只得顺从民意，将其改
称“八仙桥街”，法文名 ()* +,11.23,0，4%!"年上海商
务印书馆出版《上海城市租界分图》标有“八仙桥街”，
就是今天的云南南路，该图附有《上海地名检查表》，
说：“八仙桥街，法旧租界。北至爱多亚路（延安东路），
南至宁波路（今淮海东路，旅沪上海宁波人同乡会
馆———四明公所在这里，故名）。法名()* +,11.23,0。”
不过，上海的法国人对自己为租界命名的“八里桥街”
无奈被改为“八仙桥街”心中不爽，于是，有些地图仍
将该路标为“八里桥街”。
今天的金陵东路是法租界最主要的马路，俗称

“法大马路”，法国领事馆长期设在这条路上，又称
“公馆马路（()* 5) 6021)-,7）”，但是在 4%世纪末
&8世纪初，由于“公馆马路”太长，人们又把八仙桥
街以西的那段公馆马路也称之“八仙桥街”。今天的
西藏南路旧名敏体尼荫路，是以法国驻上海第一任
领事敏体尼 （90).1 :;,<-*1 =.:0-,1 >,?.@.-.*2

>027.A2B）的名字命名的，而在此之前，它又是一条
叫做“周泾”的小河，4%世纪后期，法租界当局在周
泾上架了多座桥，如《光绪上海县续志》中记：“跨周
泾之老八仙桥、南八仙桥、衡春桥，法工部局均毁筑
马路”。那座“老八仙桥”是法租界公董局筑在周泾
筑的第一座桥，旧址在今延安东路西藏南路口，当
填周泾筑敏体尼荫路后，桥被毁了，“八仙桥”就
作为区片地名保留下来。4%4C 年，著名甬商黄楚
九集资 "8万元在“八仙桥”创办上海最著名的“大
世界游艺场”，“大世界”的名气盖过了“八仙

桥”，而原来公馆马路跨
周泾的“南八仙桥”也
已成了法租界最繁华

的地段，并在这
里建了一个“八
仙桥菜场”，于
是，“八仙桥”
地 名 向 南 转
移，指今金陵
中路一带。

打铁浜与太平桥
上海“新天地”有一个人工造的绿

地———太平桥公园，不知有多少人来问
我，这“太平桥”的名称是怎么来的。上海
属江南水乡，历史上的上海多河流，上海
县城外有护城河，城墙上开有多扇水
门，使城里的河与城外的河沟通，今天
的延安东路旧时为一条叫“长浜”的河
流，它的东端与洋泾浜相接，有一条叫
“打铁浜”的河流连接长浜与西门外的
护城河。古代，西郊的农民摇小船沿长
浜、打铁浜将农副产品送到城里或附
近，又顺便捎带农具或日用品回家，于
是在西门外的打铁浜形成一个集贸市
场，今天的顺昌路北段旧名“菜市街”，
即以此得名，打铁浜沿岸多铁铺，生产
船用或农用的铁器工具，打铁浜也以此
得名。4%88年，打铁浜以南和以东的地
区被划进法租界，不久法租界就填打铁
浜筑路，相当于今天的自忠路、顺昌路、
太仓路、重庆中路。

古人迷信，认为因战争、天灾、瘟疫
等非正常死亡的人，其灵魂不能回归到
他该去的地方，于是化作厉鬼游荡人间，
会给社会带来不利，于是，每个县都在北
郊建一个“厉坛”，是安置游魂野鬼的地
方，上海每年的清明、中元、十月朔就要
把城隍从庙里抬出来，一路行街到厉坛
祭厉，按抚、抚衅游魂野鬼，令他们不要
闯荡人间，维护社会安定，称之“三巡
会”。上海开埠后，原来的厉坛被划进了
租界，于是又在上海城外西北建了一个
临时厉坛，巡会的队伍出西门后要过打
铁浜才能到厉坛，于是在今吉安路与东
台路之间的自忠路处建造了一个桥，巡
会到厉坛的主要活动就是道士做法事，
做“太平醮”，于是该桥就叫做“太平桥”。
约 4%88年法租界填浜筑路，太平桥被拆
了，但人们仍称这里为太平桥，后来开通
电车，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这里的车站仍
叫“太平桥站”，许多老年人仍有记忆，在
此一带也是知名度较高的地名，当“新天
地”投资建设绿地时，有意将这个“太平
桥”历史地名融入到新地名中，这种保护
历史地名的方式倒值得提倡。

下海浦与提篮桥
“提篮桥”是一个区片地名，指沪东大

名路与海门路相交处为中心及附近一片的
区域。我专业上的前辈吴贵芳先生曾给我
讲过一个故事，&8世纪 D8年代，毛泽东主
席来上海视察，问陪同的上海市干部：“上
海称上海，这里是否有下海？”众干部愕然，
于是，上海市政府派人到上海市文管会，希
望知道上海地方是否真有个“下海”，它又
在哪里。确实，在古代的上海县城东面有一
条叫“上海浦”的河流，在明朝永乐年间的
治水工程中，这条上海浦被拓宽改造后成
了今天黄浦江的一部分，尚留下一段上海
浦在浦东陆家嘴处，一直到清同治年间还
见于著录，至于先有上海城市，那条河才被
叫做上海浦，还是先有上海浦，它边上形成
的城镇才被叫做“上海”，那就成了讲不清
的难题。
《同治上海县志》中讲：“下海浦，在陶

林浦东，对岸为上海浦。”上海确实有一条
叫“下海浦”的河流，而且隔黄浦江与浦东
的上海浦相望。在清末的地图上还能见到
下海浦这条河，它大致在今大名路与杨树
浦路相接处引黄浦水向北流，最后并入沙
泾港。&8世纪初，公共租界填下海浦筑马
路，当时，一位在 4"EC 年就来上海，后任
“大英圣书公会”副会长的英国传教士慕维
廉（F.--.,@ >).<;*,5，'"GGH4%88）在上海
逝世，于是就把这条路叫做“慕维廉路”，英
文路名 >).<;*,5 (0,5，后来人们又将其
音译为“茂海路”，就是今天的海门路。今天
海门路仍是曲折多弯的形状，这就是河道
留下的痕迹。在海门路东侧的昆明路上有
一“下海庙”，它原为道观，是下海浦的水神
庙，为方便河西的香客进庙烧香，就在庙西
的下海浦上架了一桥，这就是———提篮桥。
关于“提篮桥”名称的来历，大多望文生义，
就是香客们提着篮头过桥烧香，这样的理
解是不错的，我认为在江南方言中，“提篮”
是一专用的名词，是指一种有提梁的竹篮，
制作精细，外涂油彩，篮子分作多层多格，
通常用于放熟食，一直到 G8世纪 "8年代，
如遇宗教节日或家有丧事，信徒仍提着提
篮上庙敬神或祭奠亲人，所以，所谓“提篮
桥”也许是该桥形状似提篮上的提梁，又也
许香客拎着提篮上庙烧香而得名的。
沪东地区相对偏僻，提篮桥的知名度

不高。4"%%年，提篮桥地区被划进公共租
界，工部局决定在提篮桥建造监狱，监狱占
地 IE 亩余，4%84 年底破土，4%8J 年 D 月
4"日正式启用，其正名为上海公共租界警
务处监狱，早期主要关押中国人犯，又称
“华牢”，监狱归外国人管理，上海人又称之
“外国牢监”，又以监狱近提篮桥，于是又称
“提篮桥监牢”，是上海最大，也是最有名的
监牢，“提篮桥”也成了监牢的代名词，上海
女人嘴巴尖刻，常以“侬阿是要寻死呀，寻
死可以到‘提篮桥’去”，于是，上海人无人
不知“提篮桥”，提篮桥成了上海知名度极
高的地名。

洋泾浜与东新桥
“东新桥”也是上海著名区片地名，指今浙

江中路、北海路附近的一片区域。洋泾浜是上海
县城北郊的一条河流，4"EJ年上海开埠后，英
租界在洋泾浜北岸建立，4"E%年，法租界在洋
泾浜南岸建立，洋泾浜是英、法租界的界河。租
界的市政建设很快，这里人口稠密，商业繁华，
要求过河的人很多，于是，租界当局就沿洋泾浜
由东向西依次筑了许多桥，洋泾浜是英、法租界
的界河，桥也是两租界协商和共同出资建造的，
于是给桥取名就成了难题，谁也不愿意使用对
方的方式或地名给桥取名，那只能用第三种方
法，就是以中国的习惯、方式取名，由东向西依
次为：外洋泾桥（即外滩处）、二洋泾桥（四川路
口）、三洋泾桥（江西路口）、三茅阁桥（河南路口，
附近原有一叫“三茅阁”的道观）、带钩桥（山东路
口）、郑家木桥（福建路口），后面的二座桥建造较
晚，是新桥，就以方位取名东新桥（浙江路口）和
西新桥（云南路口）。4%4EH4%4I年两租界填洋泾
浜筑马路，又遇上给这条马路取名的难题，英、法
是欧洲二个势均力敌的大国，历史上战争不断，
敌对性严重，爱德华七世（K5L,<5 MNN，'"E'H
'%'8）是英国颇受人民爱戴的君主，'%8O年他出
访欧洲各国，在巴黎举行的一次国宴上，他用法
语致辞，得到法国人的尊敬，于是，法租界接受英
租界的提议，同意用逝世不久的英国君主爱德华
七世命名新路，不过，须用法文拼写为 PQ*2)*

K5L,<5 MNN，并以法文音读中译为“爱多亚路”，
就是今天的延安东路。现在有些人，又常根据西
文 PQ*2)* K5L,<5 MNN把它译作“爱德华七世
大街”，使老上海们丈二和尚摸勿着头脑。

洋泾浜被填平筑路后，浜上的桥全部随
之消失，不过，英商电车公司的几条电车在原
东新桥附近设有电车站，在解放后的相当
长的一段时期里，'E 路和
GD 路电车的终点站也设在
东新桥，于是，“东新桥”作
为车站名沿用了很长的时
期，当然也由于车站的原
因，也使“东新桥”成为商业
的闹市。如今，“东新桥”车
站已撤销，也许，“东新桥”
的知名度也会逐渐下降，慢
慢地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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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珍档 /

上海有名无实的桥

! ! ! !历史上的上海是江南水乡城邑，河流纵横，湖泊密布，城市的人口密集，需要过
河的人很多，如黄浦江、苏州河这样的大河，造桥艰难，最初主要依赖摆渡，而小的河
流就可以架桥，在人口稠密的区域，一条河流隔百余米就会有一座桥梁，上海中心城
区桥梁之多，也许可以用“星罗棋布”来形容。近代以后，随着上海城市建设的加快，
城市人口的膨胀，大多数河流淤塞、污染严重，从 G8世纪初开始，上海开始规模性地
填浜筑路，河被填了，桥也消失了，许多桥名随之湮没，但仍有不少桥名作为地名继
续沿用，有的桥名还是上海知名度颇高的地名，这些桥名记录了上海城市发展的轨
迹，也有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当然，人们也希望知道，这些有名无实的“桥”，当时到
底在哪里，它的名称又是怎么来的。

" '%'"年上海地图!洋泾浜已经被填浜筑成爱多亚路!浜上的桥名仍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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