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9 年
后， 随着闵
行工业区建

设， 当地新建道路命名
引入新规则， 大量采用云南地名，
如江川路、 剑川路、 瑞丽路、 碧
江路、 兰坪路等———因为这个区

域位于上海西南， 和云南在中国的版图位置相同。
这一时期道路名称还有个特色， 就是为道路编号，

一号路为江川路， 二号路为华宁路， 三号路为剑川路， 四号路为临沧
路， 五号路为景谷路， 六号路为昆阳路， 七号路为鹤庆路， 十号路为瑞丽
路， 十二号路为兰坪路。 单数是东西向的， 双数是南北向的。

以云南地名命名的方式也不断延续， 无论闵行工业区
后来增辟的东川路， 还是新闵行区成立后新修
建的腾冲路、 普洱路等， 都体现了这
种方式。

改 革 开
放之后， 闵行吸引
了本市的交大、 华
师大等知名高校纷

纷落户， 校园的路名， 成为另
一道风景。

以上海交大闵行校区路名
为例， 交大路名多跟校园文化
相关。 如南洋东 （/西/南/北）
路取自交大前身南洋公学
（1896-1905） 校名； 思源东

（/西/南/北） 路
源自校训“饮水
思源”； 求实路源
自交大“求真务

实” 的文化特质； 精勤路源自
交大老校训“精勤敦笃， 果毅
忠恕” 和原上海第二医科大学
校训“博极医源， 精勤不倦”。

跟学校名人相关的， 如宣
怀大道取自交通大学创始人盛
宣怀之名； 文治大道取自交大
老校长唐文治之名； 文俊路源
自交大著名校友吴文俊之名；
学森路源自交大著名校友钱学
森之名； 元培路源自交通大学
老校长、 原特班总教习蔡元培
之名； 叔同路源自交通大学著
名校友李叔同之名； 龙坡路源
自抗日战争时期交通大学重庆
办学之地名。

交大闵行校区二期建设初
步完成后， 多以“经”、“纬”、
“联”、“环”加上数字， 作为暂
时的代路名， 如“经三路”、
“纬八路”、 “联二路” 等。

改革开放后的大学
体现校园文化特质

2010 年上海世博会揭开大
幕之际，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也
投入使用， 周边众多道路把枢
纽与闵行紧紧相连。 这些路名
大都跟“申” （上海简称） 和

“虹” （虹桥机场） 相关， 南
北向以“申” 开头、 省市名在
后， 南北走向的路名多为“申
某路”， 自西向东有申滨路
（哈尔滨）、 申郑路 （郑州）、
申长路 （长春）、 申虹路、 申
贵路 （贵阳）、 申昆路 （昆
明）、 申兰路 （兰州），
等等； 东西向以长三角
城市简称开头、 “虹”

在后， 自北向南有迁虹路、 宁
虹路 （南京）、 淮虹路 （淮
安）、 丰虹路、 润虹路、 兴虹
路 （吴兴）、 泰虹路 （泰州）、
扬虹路 （扬州）、 通虹路 （通
州）、 锡虹路 （无锡）、 甬虹路
（宁波）、 兰虹路、 衢虹路 （衢
州）、 温虹路 （温州）。 这种道
路命名方式也叫“杂交型路
名”。 在这些纵横交错的道路
中， 南到北只有一条七莘路直
通， 北到南只有一条申昆路直
通， 其他均不相通。

在在路路名名中中品品味味闵闵行行历历史史

1843 年， 上海开埠。 毗邻租界的闵行， 在西风东渐
的大潮中首当其冲； 欧风美雨下， 闵行开始修筑近代化
道路。 由于地处沪郊， 连通农村、 集镇和城市中心的公
路， 逐渐成为路网的骨干。 这些道路大多以起迄点地名
来命名， 容易辨识， 所以许多路名保留至今， 该命名原
则的影响也相当深远。 不仅在当时， 到解放后、 乃至改
革开放时期， 仍会经常用到。

对闵行意义甚大的沪闵路便是近代修筑的。 1921 年
到 1922 年， 辛亥革命元老李英石、 地方名流黄申锡等，
集资 50 万元， 修建从上海市区到闵行的道路， 全长
27.53公里， 由于规划的目的地更远， 所以命名为“沪闵
南柘长途汽车路沪闵段”， 以“沪”、 “闵” 地名命名。
彼时的道路是一条 9 米宽的煤碴路。 1930 年代公路从黄
浦江对岸继续延伸到杭州， 沪闵路成为沪杭公路的起始
段。

类似命名方式的道路不断增加， 1932 年， 北松公路
筑成， 当时以之能连通上海市区和松江， 故名为上松公
路， 后来因为考虑到起点其实设在北桥， 又改为北松公
路。 类似的， 诸如 1936 年建成、 连通吴家巷和七宝的吴
宝路， 1945年建成、 连接北新泾与诸翟的北翟路等， 这些至今
我们仍能在闵行看到的道路， 都是当时便依此原则定名的。

解放以后， 在同样的命名规则下， 更多道路被建成， 并发
挥功用直到今天———1956年建成的七（宝）莘（庄）路、 1959年建
成的三（林）鲁（汇）路、 1984 年建
成的苏（家桥）召（稼楼）路、 1987
年建成的鲁（汇）陈（行）路……通衢
大道在这一命名方式下不断延伸。

这一时期的
道路方位感特别强，
一听道路名， 就知道是哪个
街镇的道路。 比如， 莘庄镇
道路命名大都和“莘” 有
关， 如莘东路、 莘南路、 莘
西路、 莘北路、 莘中路、 莘
浜路、 莘福路、 莘吉路、 莘
建路、 莘沥路、 莘凌路、 莘松路、 莘谭路、 莘朱路等。

类似命名规则在颛桥镇和纪王地区也很常见， 如颛
桥镇的颛兴路、 颛建路、 颛盛路等和纪王地区的纪川
路、 纪丰路、 纪高路、 纪宏路、 纪梅路、 纪前
路、 纪顺路、 纪淞路、 纪信路、 纪秀路、
纪友路、 纪育路、 纪展路、 纪中
路等。

在龙柏新村
地区， 以植物名
称命名的新方法
被引入， 例如红
松路、 黄桦路、 青杉路、
紫藤路、 白樟路、 兰竹路，
草木葱笼， 别有
韵味。

农耕时代：
方位命名的集镇街巷

近代道路：
起迄命名长相传

1960年代起：
路和镇对号入座

2010年左右：
“申”、“虹”纵横交错

在
漫长的
农耕年
代 ， 闵

行这方土地是江南水乡田园。 大多数的地
名属于村庄、 河道， 田间阡陌， 亦无专
名； 只有星罗棋布的小集镇上， 那些由鳞
次栉比的商铺、 民居夹起的街巷， 才有单

属自己的名字， 也大多只是简单淳朴地以
方位命名。 今天， 在闵行部分留存下来不
多的老街上， 我们偶然可见其痕迹， 只是
知名程度大异其趣———七宝镇上， 今天的
七宝南大街、 北大街每日游客如织， 都是
循着老街名声而来； 颛桥镇上的颛桥南街、
北街则安静平和， 仿佛时光在此的流逝速
度也变得不一样了。

名名字字里里的的
美美丽丽闵闵行行

名名字字里里的的
美美丽丽闵闵行行

读城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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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天字号：位于原华坪路街道东南部， 淡水
河以西， 东一号河南岸。 据传， 明永乐进士
蒋性中的幼子住在此地， 因兄弟间他排行最
小而不服， 自称“天字第一号”， 故此地以“天
字号”得名。

虹桥与后虹桥：闵行北部的“虹桥”大名鼎
鼎， 在闵行地区南部也有过“虹桥”。 这个

“虹桥” 位于原碧江路街道东北部， 北竹港以
东， 西二号河北部。 清康熙年间， 当地人虹
图董在竹港上建一木桥， 名“虹桥”。 后在虹
桥附近出现的村宅因桥得名；“后虹桥”位于北
竹港以东， 与那处“虹桥”原属同一自然村，
1955年分出后称“后虹桥”。

坟园里：原是一处自然村落， 位于横泾港

东、 东二号河北。 民国初年， 闵行镇人李衡
斋在此买地建立坟园， 并建了几间房屋供看
坟人居住， 故名。 上世纪 60 年代， 原址改作
牧场， 村宅湮没。

剥狗桥：今吴泾镇境内， 剑川路北， 宝秀
路西。 相传清嘉庆年间， 当地原有一条清华
浜， 浜上无桥， 北岸一位附近村民绕远路到
南岸时， 被南岸人家的狗追咬受伤， 伤者因
而将狗打死， 并剥去狗皮。 狗主人与伤者两
家都感不平， 诉至县衙， 并欲斗殴。 县官判
定， 狗主人家族须在清华浜上修座桥， 但伤
者家族不得另外寻衅。 狗主人的一位富绅同
族承诺出资修桥。 桥建成后， 因这一缘故，
有了“剥狗桥” 之称。 当地村宅亦以桥名。

1985年后因城市建设拆迁湮没。
河圈里：位于龙吴路西， 六磊塘南岸。 原

为世代相传的老宅基， 因三面环河而得名。
1958年， 土地被征用， 村宅湮没。

韭菜街：历史道路。 位于原闵行老街东南
部。 据清同治《上海县志》载：“张必荣、 字季
华， 归安人 （今浙江湖北人）。 鼎革时奉母梅
民避乱迂盗， 母子赴水， 籍枯木浮至闵行，
遂家焉。 梅喜食韭， 必荣种韭养母， 人乎其
里为韭菜街， 卒附祀孝悌词。 ”

秦皇道：历史道路。 位于原闵行镇西， 即
今沪闵路南段东侧。 据传为秦始皇观海时筑，
故名。

牛桥：历史桥梁， 位于原闵行镇西部。 该

桥最早记载于明代弘治《上海志》， 称小母子
桥。 在 1920 年前为木桥， 1920 年募资翻建成
石桥。 桥西是大片农园， 农夫常牵牛过桥， 故
此桥被民间俗称牛桥。 1953年拆除。

竹安斋：历史园宅。 位于原闵行镇横泾港
启秀桥 （已废） 西。 据清嘉庆《松江府志》记
载： 竹安斋在闵行， 董氏别业， 董其昌读书
处， 有元时柏二， 今萎其一。

瘗骨塔：历史慈善设施。 位于今新闵路戚
家桥西下堍西南部， 据桥约 50 米处。 清末由
普安堂设立。 塔身为四方形， 砖木结构， 高约
5 米， 长、 宽各约 4 米， 葫芦式尖顶， 瓦盖呈
庙宇式样。 四面离地约 2米处各开一个半圆形
洞口， 死婴由此放入。 1949年前后废圮。

那那些些远远去去的的闵闵行行奇奇异异地地名名

闵行的许多集镇地名都颇有来
历， 只是未必尽为人知。 下边这些
地方， 不知你是否了解他们———

陈行： 在今浦江镇北部， 陈行
公路与陈中港交会处西南， 周浦塘
北侧。 明太祖朱元璋所封的上海城
隍秦裕伯身后即葬在陈行， 他的后
人亦多居于此。 明万历年间浙江陈
姓商人在此开设木行， 故名。

朱行： 在今梅陇镇， 依淀浦

河。 宋代， 朱氏世居于此， 称朱家
巷， 后谐音称朱家行， 简称朱行。
清乾隆年间称朱行镇， 同治年间疏
浚春申港后渐盛。

纪王： 今华漕镇西北部， 北近
吴淞江。 过去吴淞江潮水肆虐， 乡
民认为潮水是楚霸王项羽所化， 称

“霸王潮”， 因此立祀纪王庙， 希望
用楚汉战争中曾成功欺骗项羽的刘
邦大将纪信之力， 镇住“霸王潮”。

明万历年间称纪王庙镇。
吴会： 过去也称吴会街， 在今

天的马桥镇。 原名吴汇， 后人取
《滕王阁序》 中“指吴会于云间”
句， 改名吴会。

曹行： 在区境中部， 今属梅陇
镇， 一名曹家行， 过去明代要员曹
闵宅曾居于此， 故名。 清初形成市
集， 嘉庆时称曹家行市。 清末在镇
西马屯港上建石拱桥， 名曹家桥，

所以当地也叫曹家桥。
塘口： 在今天浦江镇的北部，

临近黄浦江； 因地处周浦塘入黄浦
江口， 故名。 约清同治年间形成集
市。

塘湾： 在今吴泾镇， 俞塘与樱
桃河交汇处。 因此地恰处于俞塘的
河道转弯处， 故而得名。 清代中叶
称塘湾市。

题桥： 在浦江镇东北部。 相传

明初时， 秦裕伯曾为当地的长浜石
桥题名“大通桥”， 俗称“裕伯题
桥”， 简称题桥， 地以桥名。

诸翟： 今属华漕镇。 名字由
来， 一称世居诸、 翟二姓大族得
名， 也有称因当地沿河堤多紫薇，
故有紫堤之名。 兴起于明代前期，
弘治年间称诸翟市， 清乾隆年间称
诸翟镇。 诸翟是明末抗清志士侯峒
曾故里。

这这些些集集镇镇名名字字的的前前世世今今生生

1990年代新建社区：
再添植物命名法

新兴城区与工业区：
寄富强希望， 寻地方文脉

以莘庄工业区路名为例，
从地图上看， 大致可以分为三
类， 一是路名跟金银财宝相关，
大概体现工业区创造财富的意
图， 如金都路、 银都路等； 二
是跟“春”“申”二字相关， 想必

源自闵行被称为春申大地， 如
东西向的申北路、 申南路， 南
北向的春西路、 春中路、 春东
路、 中春路等； 三是以本土自
然资源命名， 比如六磊路料源
自当地的六磊塘。 另外还有一
点， 看得出这个区域道路的命
名多用富于积极意义的字眼，
比如申旺路、 申富路， 取“旺
盛”、“富裕”之意。

本世纪初：
与“浦”、 “江” 相关

本世纪初 ，
随着上海申博成功， 浦江

世博家园的建设配合着迎接世
博会而迅速推进， 当地由此新
添与“浦”、 “江” 有关的地
名。

南北向：浦驰路、 浦锦路、
浦康路、 浦连路、 浦泉路、 浦
瑞路、 浦申路、 浦涛路、 浦晓
路、 浦秀路、 浦雪路。

东西向：江榉路、 江桐路、

江燕路、 江洲路、
江汉路、 江航路、
江桦路、 江凯路、 江
坤路、 江柳路、 江龙
路、 江梅路、 江桃路、 江
玮路、 江文路、 江协路、
江园路、 江月路、 江栀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
云南地名对应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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