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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眼里的武康路

《海上遗珍：武康路》参与作者、

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张伟

武康路改造总规划师、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沙永杰

知名海派作家、

《永不拓宽的上海马路》的作者惜珍

如 果 武 康 路 没 有 那 些 历 史 悠

久、风格各异的建筑，武康路只能就

是一个叫作“武康路”的上海马路。这些

悠久的建筑，包含着各种有血有肉的生活和人的故事。对

于 这 些 建 筑 来 说，建 造 者，例 如 著 名的 建 筑 大 师 邬达

克，还有很多建造者，都留下了设计瑰宝。其次，则是生活

在这些建筑里的人，这里往往不是一人一家，而是漫长时

间轨迹中串联起百年光阴里的几代人。

上海早在古代，就是一个著名的港口城市，近代上海

繁荣崛起，成为排名第一的商业文化之都，很多名家都在

上海生活过。可以说，上海历史就是半个中国史，最终这

些建筑为人所怀念，正是这些有血有肉的人物，将形而下

的物质生活，演绎成为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文化生活，两

者完美融合，成为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总和。最终让武

康路的建筑，可以阅读，具有生命的温度和厚度。

1919年的武康路初具城市道路

的雏形，形成很早。现在上海划分了11

个风貌区，其实就是以旧时租界为基础划

分出来的城市区域。上海图书馆所在的地方，位于南北高

架以西，就是当时的法租界区域，是上海当年比较高级的

社区。近20世纪，大概用了30年时间快速形成了上海城市

的核心区域——法租界这块区域，包括第二代、第三代的

外国人，以及第一代在西方受教育归来的中国人，形成了

一个更加西化的社区，体现了上海近代历史的演变。

原先以淮海路为主要干道，到现在以衡山路为主要

干道的这些建筑，奠定了当时直到现在城市干道和建筑

的基本格局，确立了上海的城市性。居住在离最繁华的淮

海路不远的武康大楼，出门走到淮海路，只需要几站电

车，就能到达商务区、电影院和商铺。武康路的建筑完全

是西式的，你注意观察建筑，不论你从上海哪里来到武康

路附近，你的心一下子就安静了。环境优雅，建筑独特，这

里的基因没有变，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

对我来说，感受最深的有三个

建筑，一个是衡山电影院，它是沪上

唯一的花园电影院，背靠优雅、风情万

种的衡山路，这种独门独户的电影院，在上

海滩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它还是解放以后上海市采用民

间集资和国家投资结合建造的电影院，开创了影院建造的

先河。当时集资采取的是购买本票的形式，不少电影圈人

士参与了集资，上影集团的总裁任仲伦就笑称，他也是这

家影院小小的股东。表演艺术家秦怡说：“衡山电影院是

我的老电影院，是我的老朋友。”因为秦怡就住在衡山路附

近的吴兴路上。

第二个建筑是番禺路129号，邬达克故居。今年恰逢邬

达克来华100周年，武康大楼、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

绿房子，已经成为上海城市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同

时，远在异国他乡的邬达克也把自己的乡愁留在了这个古

老的土地上。这里也是他人生理想的安放之地。

第三个建筑就是梅公馆，思南路87号，梅兰芳大师的

故居，那里流淌着他的民族仇恨、家国情怀，也已成为上

海文化地标。老建筑对于我来说，就像一个个通道，把我

和这座城市的过去连接起来。当你走在这些建筑里，你才

真实地了解了这座城市的过去，了解它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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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路

华山路北起静安寺，南接徐家汇，是上海西区的重要

干道，与愚园路、复兴路、武康路等路交汇。华山路始建于

19世纪中叶，在租界越界筑路等华洋纷扰下不断延伸拓

宽，最终成为旧法租界的西界。1943年在法国放弃租界后

改名华山路至今。华山路沿线重要近代建筑众多，有蔡元

培故居、原美国学校（现中福会儿童剧院）、枕流公寓、丁

香别墅、白杨故居、李鸿章祠堂（复旦公学旧址、现复旦中

学）等著名故居旧址。

推荐读物：
《繁华静处老房子》——是明芳  上海文化出版社

《南洋筑韵·上海交通大学历史建筑品读》——曹永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溧阳路山阴路

溧阳路原名狄思威路，位于虹口区。该路嘉兴路段以

南属于旧时租界范围，沿路多石库门里弄。嘉兴路以北属

越界筑路，多有花园洋房，部分路段被列入山阴路历史文

化风貌区。沿路有金仲华、曹聚仁、郭沫若等旧居，鲁迅存

书室等文化历史景点。

推荐读物：
《同和里》——王承志  上海文艺出版社

《情牵虹口》——冯金生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虹桥路

虹桥路是1901年所筑的越界道路，始筑时程家桥

以西称佘山路。这条自然生态良好的路从传统的自然乡

村，到乡村别墅区，再到近代的大量豪华花园住宅群，逐

渐 形成了鲜明的乡村别墅 式 风 貌特 征。沿路 有虹桥路

1430号宋氏别墅、美华新村5号别墅、原白崇禧别墅和沙

逊别墅等众多知名老洋房别墅。

推荐读物：
《印象大虹桥·作家笔下的长宁》——朱国宏  上海人民出版社

《飞虎队·陈纳德和他的美国志愿者》——福特、叶蔚然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霍山路

霍山路位于上海市区东部，跨杨浦、虹口两区，西起

海门路，东至兰州路，长2263米，地属提篮桥地区。1895

年 前 筑 大 连 路 以 西 段，后向 东 延 筑 至 兰 州路，名汇山

路。1943年以安徽霍山改今名。沿路与舟山路结合处有当

年犹太人居住住宅。

推荐读物：
《犹太人在上海》——潘光  上海画报出版社

《海上明月——犹太人在上海画影》——陆志德、冯金生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邬达克之路

匈牙利籍建筑大师邬达克，是上海新建筑运动的先

锋，活跃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他在上海留下无数经典

建筑作品，如国际饭店、大光明电影院、百乐门等具有无

穷魅力的海派建筑，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分布之广、质量

之高令人叹为观止。

推荐读物：
《与邬达克同时代——上海百年租界建筑解读》——王唯铭、施培琦  上海人

民出版社

《上海邬达克建筑地图》——华霞虹、乔争月、齐斐然、卢恺琦  同济大学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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