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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右任与“竖三民” 

朱少伟 

20 世纪初，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暴风雨年代。在这个时期，上海新闻

界曾出现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诞生了许多革命派的报刊，它们为社会变革

大造声势，也为辛亥革命作了舆论准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则是于右任创办的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 

 

 

 

从文物、文献看辛亥革命时期的沈缦云  

胡宝芳    孙  欣 

沈缦云是上海地区辛亥革命中的风云人物。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有“光绪 33

年上海道台为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换届选举发给沈缦云照会”、“中国国民总会评议

部书记章” 等沈缦云辛亥革命前后文物、文献 10 多件。这些文物、文献可以勾

勒出辛亥革命前、沪军都督府时代及辛亥革命后沈缦云的活动轨迹及他对辛亥革

命所做贡献。  

 

 

 

上海公共厕所：城市文明的重要表征 

洪崇恩 

    上海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经常扮演先锋队的角色，许多近现代城市所必

须拥有的设施，大多滥觞于此。譬如“公共厕所”这一对于城市公共卫生不可或

缺的事物，就最早出现在上海，并曾对上海的城市卫生和人民身体健康，发挥过

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也与以上海公厕为先导的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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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环境卫生普及运动密不可分。 

 

 

 

上海少年宣讲团的光辉历程 

沈席华 

在上海小西门外的西华弄至黄家阙路间，有一条长约十米的小马路叫少年路，

它是由曾设在这里的“少年宣讲团”而得名的。1923 年沪南工巡捐局为表彰少年

宣讲团的成绩，特将团所后面的道路命名为少年路，以资纪念。 

本文讲述了上海少年宣讲团从 1912 年成立到 1937 年结束的这段日子里，为

改良社会风俗、社会教育、反帝反封建而战斗了二十五年的光辉历程。 

 

 

 

战后接收清理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述评 

刘  华 

本文作为个案研究，完整地叙述了国民政府战后复接收、清理日本正金银行

上海支店的全过程。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是战后上海金融接收清理的中外银行

中，情形最为复杂的一个例子。正金银行涉及问题多，其中重要的有：关于伪满

洲中央银行、日本银行、伪联合准备银行以及战时所接管汇丰等中外银行的保管

品；关于代理“日本银行上海代理店”办理国库事务等。正金银行上海支店在日

本对华金融侵略和金融统制中占有重要地位。以上问题的厘清，当有助于我们了

解日本对中国及其他同盟国国家金融资产的掠夺；有助于对包括伪中央储备银行、

正金银行在内的日伪金融体系，以及沦陷区敌伪经济体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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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风景——沪上铁路诞生记 

张  伟    严洁琼 

上海小校场年画藏品中，除常见的传统年画题材外，还有不少展现洋场风貌、

描摹新兴事物的作品，《上海新造铁路火轮车开往吴淞》即是其中一例。此画栩栩

如生地刻画了洋场新事物——火轮车渗入普通民众生活之情景，为图像文本匮乏

的铁路诞生记平添几许色彩。但因此画版本众多，此前亦有许多误读，本文旨在

厘清其中脉络，从而更准确地理解原作。 

 

 

 

黄兴《和谭石屏》行书诗轴 

唐永余 

黄兴一生戎马生涯，以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家闻名于世，但鲜为人知的是他还

是一名诗人和书法家。在闲暇之余，他仍能以诗明志，以书怡情，一生留下许多

豪迈的诗词和珍贵的墨宝。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藏有一幅赠陈汉元《和谭石屏》诗

轴手迹，不仅见证了黄兴的诗、书造诣，同时也为研究辛亥革命提供了新史料。 

 

 

 

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文凭的解读 

江  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有 1909 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的毕业文凭和修业文

凭。作为已有百年历史的学历证明，这两张文凭见证了上海新式教育成果，映射

出晚清教育改革存在的问题,对于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的历史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因文凭的主人梁启英为留美幼童梁普照的后人，是蜚声海外的中国铁路工程师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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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佑的学生和同事，使其具有丰富的文物信息，更显得弥足珍贵。 

 

 

 

一张商办闸北水电股份有限公司的老股票 

马扬晔 

一张 1948 年发行的“商办闸北水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面有着不少以往

的信息：那时的董事长、常务董事、总经理；股票的制作特点；股票转让的手续。

从中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个企业的变化。 

 

 

 

嘉定历史上的三状元 

邵  辉 

科举制度创建于隋朝，完备于唐朝，兴盛于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选

士制度。乡里学子通过分级考试经选拔贡入朝廷任职，其中夺取榜首的状元成为

读书人的最高目标。上海地区一共出过七名状元，而嘉定籍的状元就占了近一半。 

 

 

 

孙中山故居藏书与孙中山的知识结构 

郭  骥 

上海孙中山故居，有着大量的孙中山、宋庆龄“所遗之书籍”。通过对这些藏

书的研究——书籍的分类、藏书的排序、有过什么变动等，我们或许可以了解孙

中山的学科背景、知识结构、关注重点，以及知识分类体系、学科分类标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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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的学科前沿问题，乃至于他的视野范围和兴趣偏好。为进一步深入了解孙中

山的思想提供重要价值。 

 

 

 

小报文人”孙玉声的戏曲缘 

邵文菁 

晚清老报人孙玉声，一生钟情戏曲，不论是在办报还是与商界名人的交往中，

无不倾心支持戏曲事业的发展。本文着重论述他在策划戏台、办戏剧期刊、写戏

剧评论、帮助伶界人士方面的诸多作为。 

 

 

 

辛亥期间中国红十字会的战场救护 

陈汉鸿 

辛亥革命时，红十字会发生了分裂，在上海，沈敦和等人组建了“中国红十

字会万国董事会”，以示与清廷的彻底决裂。而红十字会成立后，在第一时间投身

到汉口、上海、南京等重要战场，抢救受伤兵民，掩埋尸体，获得民众和交战双

方的一致好评，迅速扩大了自身的影响，并在各地发展分支机构和成员，为民国

后确定其法定身份奠定了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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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洽卿路命名典礼》照小考 

裘争平 

旧上海租界的马路，大多以中国地名、外国名人等命名。但有几条马路，却

是以中国人名字来命名的，它们分别是麟桂路、朱葆三路、善钟路、虞洽卿路；

其中以虞洽卿路最为著名。本文以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所藏相关照片与当时的报纸

报道为依据，对虞洽卿路的命名典礼做一番介绍。 

 

 

 

万国储蓄会与诺曼第公寓 

吴志伟 

万国储蓄会是一家储蓄银行，1912 年 9 月 5 日由旅沪西人法诺、盘滕、麦地

等人发起开办。总部设在上海，分支机构遍及全中国，业务发展非常顺利。1934

年鼎盛时期时，储蓄总款占全国储蓄的五分之一多。吸收到这些资金，除了做债

券、外汇等生意外，并从事房地产投资、买卖、抵押等业务。万国储蓄会在上海

所拥有的公寓中诺曼第、毕卡第、戤司康等，都是当时法租界最著名的高楼大厦。

也是上海建筑史上，公寓建筑的典型，而诺曼第公寓是其中最早建造的公寓。今

名武康大楼，为上海近代优秀保护建筑。 

 

 

 

旧上海的游泳池与海滨浴场 

沈  万 

在以前，人们在夏日里，只能到天然的河沟中去游泳。1892 年，西人组织的

游泳总会设立了第一个游泳池，以后游泳池就逐渐增多起来。在这些游泳池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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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闻名的有游泳总会池、工部局的公共游泳池、虹口露天游泳池，西人青年会

内的温水游泳池、几乎是当年远东独步的上海市游泳池以及私人经营的大都会游

泳池、兰园游泳池、大陆游泳池。这些游泳池都有各自的特点。不过论起规模，

高桥海滨浴场无疑无“池”可匹敌。当时可也很热闹一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

度再兴，终究时代不同，昙花一现。 

 

 

 

文监师路上的旧址遗迹 

薛顺生 

在上海北部虹口地区有一条塘沽路，原称文监师路，是上海第一条以人名命

名的道路，也是本市最早开辟的道路之一。在这条道路上，曾有救主堂、北市钱

业公所、汉壁礼蒙童养学堂及西童女校等，有的早就不存，有的搬迁他处，有的

改作他用。本文对这些做一个历史的回顾与现状的介绍。 

 

 

 

旧上海法租界中的“山水”路名 

朱  伟 

初期法租界的道路名称，不少具有地方乡土特点。以后多次扩张后，到后来

基本上以外国人名来命名道路，但在第二次扩张后的区域内，一开始却是以我国

国内的山与江河来命名道路。这些路名使用的时间不长，也没有一个被保留下来，

本文对这些路名的来源与变化做一简单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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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见到的上海（续二） 

徐  贞 译 

19 世纪中期，上海成为西方传教士在华重要活动地区之一.这些传教士的传教

活动对上海的社会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俾治文以一名基

督新教徒的身份，通过观察上海天主教传教团的情况来讲述他眼中的上海。内容

主要涉及天主教传教团、耶稣会士、传信部及其《年鉴》、神父及基督徒的数量、

传教团在上海的领地及活动、《十诫》及关于《圣经》的中文著作、神职人员在中

国的称呼、江南教区的主教、宗教仪式、徐家汇、传教的方法和手段等内容。 

 

 

 

万国商团 85 周年纪念册（二） 

吴晨烨 译 

第二部分主要叙述了 1877 年至 1893 年商团的发展，包括商团与英国政府的

关系、1881 年吴淞行军、这几年中举行的阅兵情况。文章还提到了达拉斯上校在

商团的贡献和功绩，应为人们所记住。另外还清楚地列明了每年的拨款预算及实

际支出。1893 年商团参加了纪念英国租界成立 50 周年特殊阅兵式，见证了上海开

埠后 50 年中英租界在经历了最初的挣扎后已逐步繁荣。 

 

 

 

一生传奇曲折、百折不挠的范纪曼 

彭雅萝口述   陈正卿采访整理 

彭雅萝（1912 年一 2002 年），四川开县人。1925 年起先后在四川开县师范学

校、重庆西南美专、上海新华艺专、河北师范学院求学。1925 年参加共青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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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革命时期四川学生运动的骨干之一。1930 年在北京失去组织联系后，仍参加了

一二九运动，是雷任民等发起的北平学联成员。1937 年毕业后，回四川在省立师

范等校任音乐教师。1939 年到上海和中共地下党员范纪曼结婚，便参加了范和刘

鹤孔、徐淡庐、华克之等人的秘密电台和情报工作，在范两次遭到敌人逮捕的情

况下，她都沉着应对，通知同志转移，保护了组织的安全。1949 年后，她先后在

上海中学和上海第一师范等校任教。范纪曼因受潘汉年冤案牵连被关押 20 余年，

她坚信党和国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1984 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范于获得

平反后恢复党籍，党龄从 1926 年起计算。彭雅萝也被批准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参

加革命工作年限从 1939 年算起。2002 年她因病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