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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朋友送来一张上海的历史照
片!是从一本旧书中翻拍下来的!照
片有说明"#小兰亭$在曹家渡%&'曹家
渡是沪西著名地名!指长寿路(万航渡后
路(万航渡路(长宁路交叉而形成的一个
#五岔路)口一带* 上海地名习惯!五路
交叉的地方被叫作#五角场)!为示与#江
湾五角场)区别!这里曾被叫作#曹家渡
五角场)* 实际上历史上的#曹家渡)是
苏州河上的一个渡口!在原#三官堂桥)!

即今曹杨路桥附近!而历史上的#曹家
渡)又指今#曹家渡五角场)以西的苏州
河两岸的地方!那么这个在#曹家渡)的
#小兰亭)是谁家的花园!又具体在什么
位置呢+这是一个有趣的难题!如果这
个#小兰亭)还有遗迹存在!那一定会
为苏州河游览观光增加一个景
点!增添一点色彩*

! ! ! !上世纪末，苏州河环境整治被
列为上海市长远城市改造工程，苏
州河沿河的工厂、码头将被搬迁，棚
户将被建为滨水的中高档住宅区。
!""#年，复兴村拆迁工作正在进行
中，这里将被建为市中心最宜居的
高档休闲居住社区大华清水湾花
园三期“华府樟园”。复兴村工地上
有一幢占地约 $""平方米的二层
砖木结构建筑，曾是“南林中学”和
“南林师范学校”的校舍，使用不当
和年久失修使这幢“老洋房”早已残
壁颓垣，破烂不堪，但其中西合璧的
建筑样式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它昔
日的风采。于是文管委组织专家组
到实地踏勘，我也是专家组成员之
一。专家组一致认为，这里是清末
民初上海流行的一种中式为用、西
式为体的中西合璧住宅建筑，但其
体量之大较为少见，且建在当时远
离上海市中心的郊区更为罕见，这
里应该是上海某名绅的别墅，根据
“抢救第一，保护为主”的原则，建议
先予以保护性修缮，待确定建筑身
份后再给以定文物的保护级别，建
设单位上海华运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十分尊重专家和文管会的建
议，但该建筑位于该地块中央，如就
地保护不仅影响工地的建设，也将
使这里少建几幢大楼，遂会同专家
们商议，建议采取平移方式将“老洋
楼”向东南平移 %&米，旋转 '&度，

顶升 !米，将“老洋房”移到临苏州
河边上，这样既能减少开发商的损
失，又能为将来的苏州河旅游增添
一个景点。如今已能确定该“老洋
房”就是清末上海巨商徐氏的“水云
乡”或“小兰亭”，也是中国第一所昆
曲传习所，其历史文化价值就更高
了。去年，我再次应邀参观了平移
和修缮后的“老洋房”，在树木包围
中的“老洋楼”显露出其昔日气派，
据说，这里将被改为一个高档餐厅。

一般，给一所学校取名总要讲
得出个道理，我认识的人中就有几
位曾在“南林”执教或就读，但谁也
不知这所学校会取“南林”这个名，
现在清楚了。其一，这里在历史上
叫作“小兰亭”，且是个知名度颇高
的地名，当“小兰亭”花园消失了，但
该地仍被叫作“兰亭”，又讹作“南
林”（沪语“兰亭”和“南林”的发声很
接近），就被叫作“南林中学”；旧时
把戏曲艺人叫作“伶”，近代后，京戏
又有以北京方代表的“京派”和上
海方代表的“南派”之分，京戏之
南派和发源于南方的昆曲均被叫
作“南伶”，如今岳阳路 ($#号的
上海京剧研究所大院里有一家
餐厅就叫作“南伶酒家”。也许，
这里曾是昆曲传习所，是一所培
养“南伶”的学校，被叫作“南
林”，“南林”是“南伶”之讹———此
虽是推断，也许还真的是这样呢。

! ! ! !徐棣山有两个儿子，长子徐
贯云，字仁杰，次子徐凌云，字文
杰，号暮烟。徐棣山逝世后，产业
由长子徐贯云打理，次子徐凌云
是昆曲艺术家，毕生从事昆曲研
究和传习，曾向沈月泉、沈斌泉、
周凤林等请益，生旦净丑，无所不
能，曾为梅兰芳配《风筝误》等戏，
而著名昆曲艺术家俞振飞曾得到
徐凌云的悉心指点和传授。)%!#

年出版报人陈无我著《老上海三
十年见闻录·双清别墅与桃李园》
一文中讲：“沪北唐家弄徐氏双清
别墅，系徐君棣山手创……园侧
市面日新，居民日多，徐君（凌云）
深恐俗尘三斛，扑及名园，因复在
新闸西南四五里之曹家渡地方另
辟新园，名曰‘桃李园’。地广数十
亩，堆山叠石，凿地成地，别具丘
壑，游人已众。今则双清别墅早已
移至康脑脱路，桃李园渐至荒
废”。从行文中可知，作者所讲的
“在新闸西南四五里”的“桃李园”
与徐园不是同一园林，实际上就

是前面提到的“小兰亭”“水云
乡”，小兰亭以园内有景仿兰亭建
造而得名，水云乡则以花园远离
城市之嚣闹，又滨江而建，取唐朝
诗人王昌龄诗“山长不见秋城色，
日暮蒹葭空水云”而得名，难怪徐
凌云字号“暮烟”。而“桃李园”不
见得是园内种植桃树和李树，而
是他认为徐凌云花园取的名，这
一方面徐氏在花园里“结文社，联
诗会，煮茗论心，焚香读画，四方
名士，相率来归，文采风流，一时
称盛”，而成语以“桃李不言，下自
成蹊”喻实名归，而另一方面徐凌
云在这里办了中国第一个昆曲传
习所，潜心研究昆曲，培养昆曲传
人，成语以“桃李遍天下”喻培养
门徒，学生很多，于是被人们叫作
“桃李园”。不过，不知何原因，到
上世纪 !"年代后期，徐家的这个
花园就“渐至荒废”，大概在 )%'*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后，附近一带
成了棚户区、贫民村，它还有一个
颇前卫的名称———“复兴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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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年版的《上海指南·园林》中提到
“小兰亭”，在曹家渡（小万柳堂对岸），海宁徐
棣山筑，俗名“徐家花园”。大门有额曰“剪淞
徐渡”，占吴淞江（即苏州河）天然之胜概，茂
林修竹，雅似兰亭。有美国种大丽花（英文名
+,-./,，中文又叫作洋菊、天竺牡丹等）数十
本，绝艳。向于中秋开大丽花会。

小万柳堂是清末民初上海名绅廉泉、吴
芝瑛夫妇的私家花园。廉泉（)#$#0)%'!），字
南湖，无锡人，光绪二十年（)#%1年）举人，官
礼部郎中，提倡开办学校，在无锡创办俟实学
堂，这是无锡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今为连
元街小学，还创办竞志女中（今无锡十二中），
定居上海后创办文明书局。廉泉的先祖廉希
宪为元朝丞相，在京师建有“万柳堂”，故廉泉
给自己的住宅取名“小万柳堂”。廉泉是著名
收藏家，他还将小万柳堂提供给革命党人住
宿和活动，是上海著名的私家花园。吴芝瑛是
清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总教习吴汝纶的
侄女，工诗文，有侠义，秋瑾就是在她的支持
和资助下赴日本留学的，)%2*年秋瑾遇害后
无人敢为秋瑾收尸，吴芝瑛即赶赴绍兴，与徐
自华为秋瑾收尸，并出资将秋瑾葬于杭州西
湖西泠桥堍，并为秋瑾作传，纪其遗事。
大概在上世纪 '3年代初，廉泉、吴芝瑛夫

妇相继逝世后，小万柳堂就日渐荒废，不见于
著录。《民国法华镇志》也有“小万柳堂”的记
录，所附的地图标出“小万柳堂”的位置，就是
在苏州河的南岸，今华阳路向北延长到苏州河
岸的地方。在上世纪 *"年代末，我曾到实地踏
勘和调查，一些老人还记得“小万柳堂”，但昔
日名园已是一个石灰堆场，从苏州河运来的石
灰先卸到这里，再分运到其他地方。

)%"%年出版的《图画日报·上海之建筑》
中绘有“小万柳堂”，其配画文中也提到：“对
渡为邑人吴氏之‘九果园’，稍西为浙人徐氏
之‘水云乡’，亦俱饶有逸致。”在苏州河北岸，
与小万柳堂隔岸相望有一个“九果园”，据称
园内种有九种果树而得名，而在九果园稍偏
西的地方就是浙人徐氏的“水云乡”，看来，所
谓的“小兰亭”就是“水云乡”，它的位置应该
在“盘湾里”相近的地方。

! ! ! !徐棣山，名鸿达，是旅沪海宁丝商，
名气很大，但几乎所有的各种上海或历
史人名词典中均没有收录。他是上海主
要的丝茧进出口商行———公平洋行
（45678 49-:,;7<=>?）的买办，独立经营
“怡成丝线”。《光绪上海县续志·第宅园
林》中记载：
徐园，名双清别墅。光绪九年海宁徐

鸿达筑于闸北唐家弄。宣统元年，鸿达子
仁杰、文杰以避世嚣故，迁筑于二十七保
南十二园康脑脱路。

徐园是上海著名私家花园，)##1年
建，位置在“闸北唐家弄”，今天闸北区天
潼路 #)1 弄俗称“唐家弄”，弄内 '&、'1
支弄叫作“徐家园”，可以确定，该徐园的
旧址就是今天的天潼路 #)1 弄附近一
带。这里是“中国地界”。)#%%年公共租
界扩张成功，这里被划进租界，租界的市
政建设较快，不久就发展成为闹市，于是
徐棣山的儿子徐仁杰、徐文杰就把徐园
迁康脑脱路（今康定路昌化路西）重建，
这个徐园在上世纪 '3年代失火烧毁，已
无遗迹可寻。
红顶商人胡光墉（雪岩）也是丝茧出

口商。)##!年底从欧洲传来消息，称欧
洲丝茧的主要生产国意大利受气候影响
而歉收，估计 )##'年欧洲乃至世界的丝
价将大幅上升，消息灵通的胡雪岩调集
自己阜康钱号的全部资金，负债数百万
两赴浙江收购丝茧，造成中国丝价上升。
到 )##'年，意大利的气候并不如预测的
那么恶劣，丝茧产量不但没减少，还小幅
上升，同样，欧洲的丝价也有小幅下降，
胡雪岩已囤积大量丝茧被迫低价抛售。
惯例，驻上海的英国领事每隔一两年要
向他的政府提交一份关于上海经济和贸
易的报告，在一份《总领事许士（@,AB/96
C>87D- EFG-78）)##' 年度上海贸易报
告》中讲：“%月初，最好的 1号辑里（浙
江湖州的一个地名）丝的市价为 1!*H&—
1!#I'两，一个月后下降为 '#!I&—'#$I'

两”。又讲：“在此期间，胡雪岩将其 )I!

万包的巨额存丝出售，由一家英国商行
购入。据说这是上海商行所曾做过的一
笔最大交易。这位大官在这场投机中的
损失估计达 )&3万两（'&万镑）”。胡雪
岩不但面临破产，并“以亏欠公馆及各钱
庄数额巨大”而被清廷革职论处，并限期
交付欠款。两年后，这位不可一世的“红
顶商人”一病不起，魂归西天。

上海市工商联档案室藏有一份光绪
九年（)##'年）十月三十日由徐棣山经手
的胡雪岩向英商天祥洋行（J>+:7..
=,B./..<=>I）以每担 '*!两出售七里（即辑

里）丝的合同书，这也是我所知道
的徐棣山留下的不多的物

件之一，十分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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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万柳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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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兰亭现状

" 徐园 " 修缮小兰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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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移小兰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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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兰亭原貌

小兰亭和小万柳堂壹

上海巨富徐棣山贰 昆曲名家徐凌云叁

重塑金身的“老洋楼”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