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座城市没有了建筑，城市将不复存在；没有了记忆，文化将枯竭凋零。”石库

门作为特有的一种建筑文化形态，或清晰或模糊地呈现着老上海的城市记忆。

 图/文_朱宏斌（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信息中心书记）

洋泾浜与石库门

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商贸

中心，在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历程

中，就像一个长子，总是在国家

最艰难、最需要之时，倾其所

有，努力为这个大家庭提供自己

的能力和智慧。特别是改革开放

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在沿海开

放、浦东开发、自贸区建设等关

键节点，上海总能以“先行先

试”引领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潮

流。在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中，

上海的城市定位确定为：在2020

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国际

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

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

大都市的基础上， 2040年努力建

成具有世界影响力、辐射力和竞

争力的全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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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的上海不仅是一个现代化的大都市，也是一座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一边是光鲜流离，一边是沉稳大

气，上海同时兼具了这两种气质。来上海游览的人们，

看过了现代都市水泥玻璃森林，更多的还想追寻只属于

老上海的“摩登”、文艺和浓郁欧美情调。

追寻历史的印迹，让我们重回170多年前，上海开

埠时的浦江两岸。

1842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被迫同英国政

府签订《南京条约》，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

上海，五口通商。1843年11月17日，根据《南京条约》

和《五口通商章程》的规定，上海正式开埠。外国商品

和资金纷纷涌进长江门户，划定租界、开设行栈、设立

码头、开办银行。从此，上海进入历史发展的转折点。

租界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帝国主义列强

在中国等国的通商口岸开辟经营的居留、贸易区域”。

其特点是外国人侵夺了当地的行政管理权及其他一些国

家主权，并主要由外国领事或由侨民组织的工部局之类

的市政机构来行使这些权力，从而使这些地区成为不受

本国政府行政管理的国中之国。历史上19世纪中叶以前

的日本、印度、伊朗等国家均有租界的存在。外国在中

国的租界是由上海开始的。1845年11月15日，英国依据

《上海租界章程规定》在上海设立了近代史上的第一块

租界，至1902年奥匈帝国设立天津租界，世界主要资本

主义列强前后在中国的上海、广州、青岛、香港等城市

共设有27块租界，其中有25块是由租借国单一管理的，

有2块是公共租界。

现代与怀旧：不同格调交织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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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上海法租界示意图。
02. 外滩万国建筑群旧照。
03. 外滩万国建筑群。

上海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深厚的近代

城市文化底蕴和众多历史古迹。特别是在长达百年的

租界时期，传统吴越文化与西方传入的工业文化相融

合，形成上海特有的海派文化。其中繁华的“十里洋

场”与混搭的“洋泾浜”文化都是出自这一时期。

“十里洋场”原指上海的租界。租界刚出现时，

英、美、法租界沿苏州河、起河（今人民路）、泥城

河（今西藏路）、黄浦江等合围的一带发展，其周长

约为十里，故称为“十里洋场”。之后租界面积扩大

了若干倍，但“十里洋场”一直沿用。1863年，英

美租界正式合并为公共租界，占据最发达的地段，成

为中国租界史上存在时间最长、面积最大、经济最繁

荣、法律最完善、管理机构最庞大、发展最为充分的

一个租界。现今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和欧洲最大

的银行汇丰银行分别于1919年及1865年创始于原上海

公共租界。位于黄浦江西岸的外滩万国建筑群，南北

全长4公里，曾是上海滩“十里洋场”的重要象征。

这一片建筑大多具有100到120年的历史。这里鳞次栉

比地矗立着海关大楼、和平饭店、原汇丰银行大楼等

52幢哥特式、巴洛克式、罗马式、古典主义式、文艺

复兴式、中西合璧式等各种风格的大厦。这些大厦虽

然出自不同建筑师之手，风格迥异，但是建筑格调统

一，建筑轮廓协调，在黄浦江西岸划出了一道优美的

天际线，享有“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盛名。现在提到

“十里洋场”一般用来形容旧上海，引申为那个时期

的上海文化及繁华城市。

洋泾浜，原是上海的一条河浜，因位于从前的公

共租界和法租界之间，由默默无闻一跃成为颇受瞩目

的上海两租界的界河。当时随着大批从事经济掠夺的

海派文化的历史起点：“十里洋场”与洋泾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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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商涌入，华人洋人杂处。在洋人洋行打工，做一些沟通中介的人被唤作“通事”，这些人，

稍谙一些英语词汇，但读音不准、语法不通，洋人听了仅勉强可以意会，这样的英语被讥为

“洋泾浜英语”。“洋泾浜英语”的主要特点就是以上海当地母语为主，夹杂许多英语词汇，

是当时特定时期华洋之间没有共同语言而又急于交流的情况下形成的一种“商业英语”。在其

存在的近两个世纪里，在近代对外贸易、外交和文化接触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影响极为深

远。在后来的使用过程中，出现在上海

人口中的“洋泾浜”，不专指“洋泾浜

英语”语言领域，其意思被引申为不纯

粹、不正宗、土洋结合、混搭等意思，

运用在文化、艺术、建筑、生活等许多

方面。

文化是城市的生命，城市有了文化

就有了生命，海派文化就是上海勃勃

生机和活力的源泉之一。海派文化是在

中国江南传统文化（吴越文化）的基础

上，融合开埠后传入的源于欧美的近现

代工业文明而逐步形成的上海特有的文

化现象。它既有吴越文化的古典与雅

致，又有国际大都市的现代与时尚。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是对海派文化

的高度概括，其核心就是尊重多元化，

理性、随和，兼顾个人和社会利益，以

契约精神主导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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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一直以来是吴越文化的繁荣之地，明末清初的上海老城厢、青

浦朱家角的水乡街巷、松江精典的江南古典园林，无不彰显着最纯正的吴越文化。从建筑

上来说，江南民居的平面布局方式和北方的四合院大致相同，只是一般布置紧凑，院落占

地面积较小，以适应当地人口密度较高、要求少占农田的特点。住宅的大门多开在中轴

线上，迎面正房为大厅，后面院内常建二层楼房。由四边房屋合围成的小院子通称“天

井”，仅作采光和排水用。因为屋顶内侧坡的雨水从四面流入天井，所以这种住宅布局俗

“洋泾浜”建筑： 中西合璧的石库门

称“四水归堂”。临水建筑在底层延伸

出一排屋顶，下面设置栏杆，两者共同

构成檐廊。这里不仅可以开设店铺，也

是人们聊天的场所。一般底楼是砖结

构，上层是木结构，目的为防潮。高高

的马头墙能在相邻民居发生火灾时隔断

火源。屋顶上也铺瓦，形成了水乡民居

双层重檐的结构。河溪、房屋、街巷浑

然一体，形成高低错落、粉墙黛瓦、庭

院深邃的建筑风貌。

太平天国引发的战乱迫使江浙一带

的富商、地主、官绅纷纷举家涌入租界

寻求庇护，外国的房产商趁机大量修建

住宅。狭小的土地无法满足习惯了高宅

大院的上层阶级的要求，要想在狭窄的

空间内营造出不输于宅院的江南风格，

商人们选择的是一种创新型的建筑方

式——石库门。

石库门建筑的平面和空间更接近于

江南传统的二层楼的三合院或四合院

形式，保持着正当规整的客堂，有楼

上安静的内室，还有习惯中常见的两

厢。此外鉴于租界地价昂贵，住宅采

用了西方简易住宅的联排样式，与传统

分散式、院落式住宅不同，给人一种紧

凑新颖而不再是轩昂古旧之感。而且

02

01

03

01.02. 石库门。
03. 石库门细节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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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迎合居民追求安全等需求，租界内的中外开发商在

住房的“门”上大做文章，以乌漆大门、两个铜质大

吊环显示不可侵犯之势，门框采用厚实花岗岩，既感

坚固又显身份。这种做法基本保持了汉族传统住宅对

外较为封闭的特征，虽身居闹市，但关起门来却可以

自成一统。汉语中把围束的圈叫作“箍”，用石条围

束门的建筑被叫作“石箍门”，江浙人发“箍”音为

“库”，“石箍门”就讹传为“石库门”了。 

进入20世纪，随着中西文化的融合，石库门建筑

风格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所谓的“新石库门”。新

式石库门大多采用单开间或双开间，双开间石库门

只保留一侧的前后厢房，单开间则完全取消了厢房，

“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感觉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

更加符合城市生活的经济与舒适。而随着租界文化的

深入，石库门也更加西方化，老式石库门常用的马头

墙或观音兜式的山墙也已不再使用，石料的门框也改

用清水砖砌，门楣的装饰也变得更为繁复。砖雕青瓦

压顶式的门楣也变成了三角形、半圆形、弧形或长方

形的花饰，类似西方建筑门窗上部的山花楣饰，新式

石库门还会在门框两边使用西方古典壁柱的样式，以

作为装饰。

租界的闯入无疑打乱了原本平静如水的吴越文

化，而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加快了中西文化的融合

进程。虽然，出于市场的考虑，石库门建筑留下了天

井、客堂等中国传统的东西，但在石库门门框上欧式

的花纹、欧式的屋顶、联排式的结构，无不深深地刻

上了海派文化的烙印。石库门的布局和建筑风格可以

说是真正的“洋泾浜”。

01.02.03. 石库门。
04.05. 李守白《上海石库门系列》彩绘。

0201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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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上海有四大象征：外滩万国建筑群、商

店积聚的南京路、古色古香的豫园，还有就是曾经居

住了60%上海人的石库门。

如果说万国建筑群是一颗耀眼的明珠，那么低调

的石库门则更像是老上海人市井生活的缩影。20世

纪30年代之后，随着更为豪华的里弄式花园房的兴

起，石库门也弯下了她 “落寞贵族”的身段，成为

属于最寻常的百姓的住宅。正是以石库门为代表的这

种狭小环境中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上海人不够大气的

“小市民”性格特征。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种精

明是在城市快节奏逼迫下无可奈何的生活之道，身处

租界，又在最繁华的地段，纵然有着最便利的消费条

件，可是经济条件的制约让市民不得不低下头，在一

分一厘间为生计做着打算。租界的繁华和自身栖息之

所的狭小营造出的心理落差，带来的是旁人无法理解

的压力和失落。

石库门是上海历史的一部分，也成为城市建筑的

一个独特的标志。到底是把石库门建筑当作博物馆里

的“文物”珍藏起来，还是通过适当改造，使之在现

实生活中延续新的生命？有一个叫罗康瑞（瑞安集

团董事长）的香港人因为特殊的石库门情结，以10

亿港币的巨资，在淮海中路、黄陂南路和马当路包

围的３万平方米的土地上，将所有的石库门“整旧如

旧”，建成一个集历史、文化、旅游、餐饮、商业、

娱乐、住宅和办公为一体的多功能小区，称之为“新

天地”。

踏着青砖步行街走进改造后的石库门弄堂，眼前

是红青相间的清水砖墙，厚重的乌漆大门，雕着巴

洛克风格卷涡状山花的门楣，除了落地的玻璃墙，

“符号化”的石库门：留存的老上海记忆

从外貌看石库门，似乎并没有多大改变。进得门来，迎面却是一片新天地：不再是见惯了的石

库门里的昏暗、杂乱，整个结构已被彻底改造，三层变两层，精美的欧化造型楼梯、天井上空

的大幅框架玻璃、现代化的厨卫设施、壁炉和红木老家具相邻而处，酒吧、咖啡室与茶座、中

餐厅和谐搭配，墙上的现代油画与立式老唱机悄声倾诉着这里中西合璧的文化韵味。外面是20

世纪初风情万种的石库门里弄，里面却已完全是现代生活的舒适和惬意。选择一个靠窗的桌子

坐着，啜着浓浓的咖啡，透过落地玻璃，看到的是半个世纪前的建筑，悠长的弄堂、斑驳的墙

面、雕花的木窗，旧的、新的，恍然隔世。

新天地与石库门的出现有着惊人的相似：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结合、商业与文化联姻，

这些又一次发生在上海，其载体仍然是石库门！

石库门是这座城市一个不老的话题。她承载了海派文化，见证了历史变迁，留存着老上海

人的记忆。

历史·记忆            Historical Memory           寻  迹

98 - Cities and towns ConstruCtion in GuanGxi - 广西城镇建设

编辑/设计＿刘文杰

  2016.03 -  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