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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前言　　建筑是人们居住和活动的主要场所，它可以引出一段历史——反映当时当地社会的人文
和　　经济、文化、科技的历史。
　　上海自宋代开始设镇，江南水乡河流纵横交错，农民沿河在高坡地建筑村落。
由于农村集市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在村民集中区逐步形成街巷，青浦、松江一带至今还可以见到
不少历史的遗迹。
由于地壳的变化以及长江水流泥沙的冲积，土地逐渐向东伸展，又形成了一批如法华镇、龙华镇、真
如镇等新城镇；元代青龙港衰落，海上船只不再从吴淞江直上青龙镇，改道南下停靠上海浦西岸，十
六铺一带形成新的居民点和南北货物集散地。
元代十四年(1277年)政府在这里设立管理中外商船贸易征税的市舶司，建筑鳞次栉比，人口达1O万有
余，一跃成为“东南之都会”。
上海县治设立后，更促进了上海地区经济的发展，至明代洪武年间(1368—1 398年)，全县人口达53万
余人，蔚然成为“东南名邑”。
　　明代上海屡遭倭寇的海上入侵，骚乱抢掠，百姓呼吁朝廷筹筑城垣防御入侵，嘉靖三十二　　
年(1553年)修筑城墙。
城垣的建造使百姓安居乐业，城内的经济日趋繁荣；寺庙、学堂、书院、茶楼、酒肆遍布大街小巷；
民宅和店铺连成的街巷有60余条，富豪绅士也纷纷在城內建造私　　家园林。
　　上海从一个东海海滨的小渔村，发展成为江南名邑，主要的标志是建筑。
上海历代的传统建筑都是砖木结构，在香火旺盛的年代常常发生火灾，许多建筑在熊熊大火之中化为
灰烬。
清朝围剿太平天国起义军，又使一大批建筑毁于炮火之中。
那些原来应当保留下来的古代建筑的消失，损害了城市的功能，损害了城市的形象，损害了城市的历
史，这是城市资源的巨大损失。
　　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外国殖民势力的渗入，西方建筑也随之而来，教堂、领事馆、洋行、捕
房和花园住宅等大批兴建，又给上海传统的中国建筑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县城老城厢衰落了。
租界形成后，原来乡村土地被一片片圈为建筑用地。
填浜筑路，将一幢幢原有的中国建筑拆除。
外国人最初在上海建造的房屋都比较简单——平面规则，券廊式样，下层为会客和办公，上层为卧室
，房前周围都有很大空地开辟庭园，种植树木花草，有着浓厚的异国情调，不少房屋是外国建筑图纸
的翻版。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租界地皮价格的上涨，建筑开始向高处发展
。
这个时期，西方建筑技术迅速地传入上海，钢筋混凝土构件与砖砌承重墙的混合结构、工字钢梁柱外
包混凝土的钢骨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等替代了砖石券柱结构。
外　　滩附近原来一批二三层的建筑，在这个时期都纷纷翻建成为五六层的建筑。
　　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经济和科技的进步，建筑技术也在不断地发展，正是这种不断地推陈出新，
使上海的建筑在世界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1934年建成的国际饭店，地下两层，地上22层，建筑地上高度为83．8米，是当时远东最高的建筑。
1923年建成的汇丰银行耗资巨大，设计施工精良，装饰豪华精致，曾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
令海峡最讲究的建筑”。
但是，历史不能替代，只能延续。
在城市建设的发展过程中适当地保留各个时期代表建筑也是必要的。
幸运的是，上海有些老建筑在夹缝中求生被保留了下来，随着时问的推移，其历史价值越来越显示出
来。
　　战争是最残酷的，不仅夺走了数以万计的无辜民众的生命，而且摧毁了一大批建筑。
日本帝国主义1932年1月28日挑起的“一·二八”战争，轰炸、炮击闸北宝山路、虬江路、宝兴路、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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浜路、天通庵路、青云路和江湾、吴淞、庙行等地区，使一大批建筑顷刻间成为瓦砾，遍地是疮痍，
满目是焦土。
全市597家工厂、12915家商店遭到战火的破坏，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顷刻化为灰烬。
同济大学、上海法学院等七所高校，市北中学、昊淞中学等12所中学，尚文小学等24所小学全部被炸
。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八·一三”事变，狂轰滥炸工厂、学校、医院和城镇，虹口、闸北、杨
树浦、南市等地区一片火海。
战争中全市1000余家工厂遭严重破坏、905家工厂被完全摧毁(其中有3l家棉纺厂、18家卷烟厂、30家缫
丝厂被炸毁)，工业损失达8亿元(旧法币)。
暨南、同济、复旦等大学校舍也遭日军炮火击毁，闸北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被日军炮轰，北火车站
被日本飞机投弹轰炸。
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的两次战争，全市总损失达45亿元(旧法币)，战争浩劫给上海城市带来巨大
的创伤。
　　⋯⋯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消逝的上海老建筑>>

内容概要

城市的大拆大建，是城市大发展必然要经历的过程。
搞好城市建设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厚今薄古，认为旧城区的建筑已经经历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陈旧
了，破烂了，修旧不如建新；另一种是怀旧非今，满足于习惯，留恋过去，总认为今日的建筑不如过
去的精致、耐看。
这两种态度都是思想认识的片面性所造成的，没有过去就没有现在，只有珍惜过去，又不局限于过去
，才能发展现在。
因此，在城市大建设过程中要十分注意以地有保存价值的历史建筑的保护，对属于可以拆除的旧区旧
街坊的建筑，在拆建前要做好旧貌的拍摄和资料收集工作。
失去的东西是很难弥补的，建筑也是如此，即使按原样再建，也失去了原汁和历史价值。
建筑历史面貌失去了，再也无法再现。
浦东新区建设中较好地处理历史建筑与现代建筑的关系，在高楼林立的陆家嘴金融区，有意识地保留
陈闺春民宅，修缮后开辟为历史陈列馆就是很好的例子。
如果各级政府都注意做好历史建筑的保护，那么，上海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底蕴将会继续保留和发扬。
   本书的目的是追忆在上海历史上曾经建造达的、后来由于各种原因而消失的建筑；有的建筑有部分
拆除或虽然存在但已是面目全非的也属消失之列；有的建筑虽然是现代建筑，由于城市发展整体的需
要，被拆除了，也列入本书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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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旗昌洋行    建造时间：1846年    旧址地点：中山东一路福州路口    旗昌洋行是上海早期的洋行之
一，洋行初名为罗塞尔公司，1846年从广州转到上海，以贩卖鸦片起家。
洋行为两层英国古典式建筑，平面方正规则，外墙立面上巧妙地使用了圆拱、尖拱，铸铁栏杆，花饰
精巧。
这座面积并不大的洋房是当时美国在华最大的洋行，七大股东中有四人担任过驻华领事。
美国第一任驻上海代领事吴利国为该行大班，上海道台吴健彰曾在洋行当买办，1861年该行集资建立
旗昌轮船公司，独揽长江航运业务，在黄浦江边设立旗昌码头，通过长江航线投资缫丝厂、焙茶厂，
获得了巨大利润。
19世纪70年代，该行面临着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激烈竞争，决定退出中国市场，把资金投向开发美国
西部建设。
将旗昌轮船公司资产以220万两银元转让给轮船招商局，后来又将旗昌丝厂转让给法商，1891年该行宣
布歇业。
 1901年轮船招商局拆除旧楼，另建新楼，从此旗昌洋行消声匿迹了。
    德华银行    建造时间：1902年    旧址地点：汉口路外滩    上海开埠后，英国鸦片商人颠地租借今市总
工会和外滩交易中心所在地的地皮，兴建洋行楼。
l 865年颠地洋行因资本主义金融危机受挫，开始走下坡路。
1880年德国对华贸易迅速上升，德国柏林、法兰克福、汉堡等13家银行联合组建德华银行，总行设在
柏林，上海为中国分行。
主要经营结算和汇划业务，初期资本为500万两银元，德华银行收购了颠地洋行南楼房地产，作为办公
用房。
 1902年又将其扩建，请德国建筑师倍高设计。
倍高建筑师对这幢洋行楼作了两大处理：一是用意大利文艺复兴式复古的手法设计建筑立面，使扩建
部分与老建筑部分形成一个整体；二是由于街道弯曲，建筑师因势利导在立面转角处增建塔楼过渡。
扩建后新楼东半部的一楼和二楼设有服务窗口的大厅和业务接洽处，新楼西半部一、二楼是供出租的
办公室；三、四楼是公寓套房。
1917年8月中国政府对德国宣战，德华银行作为敌产被中国政府接管，房产由交通银行接管使用。
1937年交通银行重建新大楼，将原楼拆除。
    福利公司    建造时间：1848年    旧址地点：南京东路四川中路口    福利公司是旅沪英侨霍尔创办的环
球百货公司，主要为旅沪侨民服务，经营洋酒食品等业务。
1845年上海开埠后外侨激增，尤其是1850年在五圣庙(今河南中路、南京东路处)开辟上海第一跑马场
后，福利公司日益兴旺，1854年扩大经营业务，生产和销售面包，是上海最早生产和销售西色面包的
商店，1892年改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环球百货业务。
福利公司建筑是上海外滩最早的一批建筑之一，三层砖木结构，建筑外墙采用清水砖墙，设腰线和女
儿墙，门窗大多为圆弧线，橱窗由于开间较小显得狭窄。
1898年和1904年曾两次火灾，损失严重。
风水先生说应该避邪，后来业主将原在南京路四川路东南角的公司搬迁到对面南京路四川路西北角。
20世纪30年代后，业主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90号)购地后另建公司大楼，现在大光明电影院隔壁的
这幢楼改为工艺品服务部。
许多老人都知道这幢楼的前身是福利公司，但是对早期的福利公司知之的人并不多，因为早期福利公
司的建筑早已消失。
    一品香旅社    建造时间：1883年    旧址地点：西藏中路272号    旧上海早期著名旅社。
一品香招牌起于西菜馆的名字，该西菜馆由中国人开办，以中国传统烹调技艺制作西菜，由于中国人
对正宗西菜不合口味，而一品香融合中西烹调的西菜，适合中国人口味，很快生意兴隆起来，“一品
香”也名扬上海滩。
后来开设旅馆后，仍附设西菜馆，供应布丁冷菜、番茄卷筒鱼、通心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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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坐东朝西，临街可观看上海跑马厅全景。
北部为二层楼房，南部为三层楼房，建筑外部一般，内部装饰却十分豪华、精致。
北部楼房建于1883年，内设舞厅、弹子房、西餐厅、小卖部和小花园。
公共建设面积3 030平方米。
1940年前后，北部改建为皇后大戏院。
南部楼房建于1919年，内设宴会大厅，厅内有琴台，楼上临街客房因能观看跑马厅，生意特别好，常
常客满。
“文革”后，上海市农委招待所租用，1980年后恢复一品香旅社老招牌。
20世纪90年代末，一品香旅社和毗邻的和平电影院等整个街坊被拆除，搞房地产开发，由于种种原因
至今工程仍未上马。
    鸿运楼    建造时间：1874年    旧址地点：金陵东路(紫金路口)    1860年法租界辟筑公馆马路(今金陵
路)，最初仅外滩至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一段，1862年法公董局建楼(今黄浦公安分局处)，马路向西
延伸。
由此法租界首脑机构位此，周围纷纷开设商店。
1874年开设的鸿运楼是宁帮酒楼，沿街两层五开间店面房，立帖式结构。
建筑平面布置采用旧四合院的传统形式，底层沿马路中间为大门，进门是天井，天井后面是大厅，两
边为东西厢房。
二层建有挑出的木阳台，室内铺砌花磁砖。
店堂内的装饰和桌凳均是中式。
租界向西延伸后，这里逐渐冷落，鸿运楼也消失了，解放后房屋还在，经修理后曾作为黄浦区人民法
院民事法庭用房，20世纪90年代这一地块旧房被拆除，靠河南路一块已建起高楼大厦，紫金路东侧一
块至今还作为待开发的空地。
    杏花楼    建造时间：1928年    旧址地点：福州路343号    杏花楼是上海著名的粤菜馆，创办于1851年，
起初为一开间门面小店，供应广东甜食和粥。
民国初年来沪经商的广东人增多，生意越来越好，小店显得十分拥挤。
1928年搬迁到今福州路山东路口，拆除民房翻建起一幢七开间门面的楼房，四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
底层为门市部，二至四楼为宴会厅，二楼西部辟有婚寿仪式的礼堂，三楼辟有西餐厅。
每天生意火爆，成为当时上海最大的粤菜馆，楼上楼下可摆近百桌酒席。
原店名为“杏华楼”，有位老顾客有一次用菜后对店老板说，“杏华楼”店面不风雅，接着他吟了一
首唐代诗人杜牧诗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建议将店名改为“杏花楼”，老板听后
大喜，后来采纳了他的建议。
建筑立面每层挑出统长的水泥阳台，上面挂着杏花楼招牌和随意小酌、包办筵席等字样的广告语，很
有特色。
栏杆格扇均用广式雕刻。
杏花楼著名的粤菜有明炉叉烧、脆皮烧鸭、西施明虾、龙虎斗和植物四宝等四季名肴，还擅长广式和
西式点心，杏花楼月饼配方独特，色、香、味俱佳，历年来被评为优质产品，远销海内外。
20世纪90年代每年的中秋，杏花楼月饼成为抢手货，企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原来旧屋不敷使用，拆除
后在原地新建高楼，现在的杏花楼设施现代化，装潢仍然保持着粤菜馆的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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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建筑是人们居住和活动的主要场所，它可以引出一段历史——反映当时当地社会的人文和经济、
文化、科技的历史。
    上海自宋代开始设镇，江南水乡河流纵横交错，农民沿河在高坡地建筑村落。
由于农村集市和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在村民集中区逐步形成街巷，青浦、松江一带至今还可以见到
不少历史的遗迹。
由于地壳的变化以及长江水流泥沙的冲积，土地逐渐向东伸展，又形成了一批如法华镇、龙华镇、真
如镇等新城镇；元代青龙港衰落，海上船只不再从吴淞江直上青龙镇，改道南下停靠上海浦西岸，十
六铺一带形成新的居民点和南北货物集散地。
元代十四年(1277年)政府在这里设立管理中外商船贸易征税的市舶司，建筑鳞次栉比，人口达1O万有
余，一跃成为“东南之都会”。
上海县治设立后，更促进了上海地区经济的发展，至明代洪武年间(1368—1 398年)，全县人口达53万
余人，蔚然成为“东南名邑”。
    明代上海屡遭倭寇的海上入侵，骚乱抢掠，百姓呼吁朝廷筹筑城垣防御入侵，嘉靖三十二年(1553
年)修筑城墙。
城垣的建造使百姓安居乐业，城内的经济日趋繁荣；寺庙、学堂、书院、茶楼、酒肆遍布大街小巷；
民宅和店铺连成的街巷有60余条，富豪绅士也纷纷在城內建造私家园林。
    上海从一个东海海滨的小渔村，发展成为江南名邑，主要的标志是建筑。
上海历代的传统建筑都是砖木结构，在香火旺盛的年代常常发生火灾，许多建筑在熊熊大火之中化为
灰烬。
清朝围剿太平天国起义军，又使一大批建筑毁于炮火之中。
那些原来应当保留下来的古代建筑的消失，损害了城市的功能，损害了城市的形象，损害了城市的历
史，这是城市资源的巨大损失。
    1843年上海开埠后，随着外国殖民势力的渗入，西方建筑也随之而来，教堂、领事馆、洋行、捕房
和花园住宅等大批兴建，又给上海传统的中国建筑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县城老城厢衰落了。
租界形成后，原来乡村土地被一片片圈为建筑用地。
填浜筑路，将一幢幢原有的中国建筑拆除。
外国人最初在上海建造的房屋都比较简单——平面规则，券廊式样，下层为会客和办公，上层为卧室
，房前周围都有很大空地开辟庭园，种植树木花草，有着浓厚的异国情调，不少房屋是外国建筑图纸
的翻版。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租界地皮价格的上涨，建筑开始向高处发展。
这个时期，西方建筑技术迅速地传入上海，钢筋混凝土构件与砖砌承重墙的混合结构、工字钢梁柱外
包混凝土的钢骨混凝土结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等替代了砖石券柱结构。
外滩附近原来一批二三层的建筑，在这个时期都纷纷翻建成为五六层的建筑。
    随着历史的发展以及经济和科技的进步，建筑技术也在不断地发展，正是这种不断地推陈出新，使
上海的建筑在世界上占有独特的地位。
1934年建成的国际饭店，地下两层，地上22层，建筑地上高度为83．8米，是当时远东最高的建筑。
1923年建成的汇丰银行耗资巨大，设计施工精良，装饰豪华精致，曾被誉为“从苏伊士运河到远东白
令海峡最讲究的建筑”。
但是，历史不能替代，只能延续。
在城市建设的发展过程中适当地保留各个时期代表建筑也是必要的。
幸运的是，上海有些老建筑在夹缝中求生被保留了下来，随着时问的推移，其历史价值越来越显示出
来。
    战争是最残酷的，不仅夺走了数以万计的无辜民众的生命，而且摧毁了一大批建筑。
日本帝国主义1932年1月28日挑起的“一·二八”战争，轰炸、炮击闸北宝山路、虬江路、宝兴路、横
浜路、天通庵路、青云路和江湾、吴淞、庙行等地区，使一大批建筑顷刻间成为瓦砾，遍地是疮痍，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消逝的上海老建筑>>

满目是焦土。
全市597家工厂、12915家商店遭到战火的破坏，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和东方图书馆顷刻化为灰烬。
同济大学、上海法学院等七所高校，市北中学、昊淞中学等12所中学，尚文小学等24所小学全部被炸
。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八·一三”事变，狂轰滥炸工厂、学校、医院和城镇，虹口、闸北、杨
树浦、南市等地区一片火海。
战争中全市1000余家工厂遭严重破坏、905家工厂被完全摧毁(其中有3l家棉纺厂、18家卷烟厂、30家缫
丝厂被炸毁)，工业损失达8亿元(旧法币)。
暨南、同济、复旦等大学校舍也遭日军炮火击毁，闸北自来水公司和电力公司被日军炮轰，北火车站
被日本飞机投弹轰炸。
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发动的两次战争，全市总损失达45亿元(旧法币)，战争浩劫给上海城市带来巨大
的创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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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建筑为主题，适当扩展到有关的人文历史。
书中的许多建筑和历史照片虽已不陌生，但是专题描述却不多，阅读了本书后您会知道这些建筑的过
去和消逝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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