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城大自鸣钟有多少？
儿时，我最喜欢听从外滩远远

传来的钟声，尤其是冬日夜半睡梦
初醒，面对着漆黑窗外静静地聆听
着，静听那幽扬清韵的韵律，真有
一种奇妙的感觉。听钟声宜远不宜
近，远远的，隐隐约，传来的钟声不
管是古寺钟磬之声，抑或是宝塔风
铃之音，还是隔壁楼下邻居家自鸣
钟“铛、铛、铛”的敲击声，都有身处
世外桃源、山中的况味，其情形正
如《菜根谭》中的描绘：“听静夜之
钟声! 唤醒梦中之梦；观澄潭之月
影!窥见身外之身。”

说到大自鸣钟，上海老人就马
上会说，呶！就在长寿路西康路口，
老上海那一带地名就叫“大自鸣
钟”。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对“大自鸣
钟”这四个字会很陌生，“大自鸣
钟”，这个地名已经离我们渐渐远
去。记得 "#$#春天，我与几位同学
去共和新路旱桥看火车后回来的
路上迷了路，七拐八绕竟然走到长
寿路上看到一个高高的钟楼矗立
在路口。史料记载："#%%年日商内
外棉董事长川村利兵卫病故，"#%&

年日本资本家为宣扬其业绩，在劳
勃生路'今长寿路(、小沙渡路'今西
康路)口道路中央，建造高 "* 米嵌
有四面钟的建筑物，又名“川村纪
念计时塔”。"#$#年 +月为了清除
帝国主义的侵略痕迹，改善市政交
通，上海拆除了这座带有帝国主义
殖民文化的建筑。

其实说到大自鸣钟，清人葛熙
元沪游杂记中就曾提到：“钟设法
工部局，离地八九丈，高出楼顶，势
若孤峰。四面置针盘一，报时报刻，
远近咸闻。丙子夏修造，改抵约二
丈。仅用针盘一面，制较狭小。”说
明那时已经出现。

从前在沪市城南清咸丰三年
（"+$,年）建造的董家渡天主堂，也
有一座大自鸣钟，我想，大概就是
清人郭连城在《西游笔略》中所记
述的那个大自鸣钟：“上海县天主
堂高 "-丈，内外铺设甚美，脊上竖
大十字架，两旁有自鸣钟楼，声闻
市野。”

据沪上史料记载：“清末，上海
巨富叶澄衷之子叶贻铨不甘在上海
跑马厅看赛马时受到洋人奚落，决
心集华股办万国体育会，开设跑马

厅和高尔夫球场，与洋人一争高低。
于宣统三年（"#""年）建成万体会，
场内置一大自鸣钟。”这是又一座老
上海曾经有过的大自鸣钟了。

"+#, 年竣工的江海北关大楼
上安装了一座海关大钟，由吴淞口
驶入黄浦江的外国轮船，老远就看
到了海关大楼并听到了钟声，起到
航标和灯塔作用。现在的外滩标志
性建筑大钟楼是 "#%. 年底落成，
面临外滩的一端高 +层，上冠三层
高的四面钟楼。

晚清竹枝词有称赞大自鸣钟
的，其一云：“当街高矗自鸣钟，十
二声敲度远风。忽听炮声齐举首，
一轮红日正当中。”其二：“大自鸣
钟矗碧霄，报时报刻自朝朝。行人
要对襟头表，驻足墙阴子细瞧。”

“九华堂”扇庄
去岁十月，老上海“九华堂”在

福州路上旧店新开，给上海文化街
增加一个亮点。不久前，著名记者
郑重先生、名印家朱晓东兄同去苏
州拜访了 "#,.年到上海九华堂当
学徒的名画家郁文华老前辈。郁老
说：九华堂全称叫“九华堂笺扇

庄”，后来老板弟兄分家，九华堂分
为两家，一家叫余记，一家叫宝记。
他所在的，叫“九华堂宝记笺扇
庄”，店招记得是谭泽闿写的，老板
叫王周基，店在河南路 ,,&号，余
记就在马路斜对面……

史料记载：“老上海笺扇庄先
后出现有九华堂、九福堂等数十
家。创办于清光绪二十六年'"#--)

的朵云轩名气最大，后与北京荣宝
斋齐名。”旧时，九华堂业主黄锦棠
热情收揽大画家任伯年的作品并
在九华堂竭力推出，任伯年称黄锦
棠为“三哥”。清光绪十年春，任伯
年作《白战图轴》题款云：“……甲
申人日大雪，锦棠三哥顾我乃赠
之，颐。”

旧籍《沪游杂记》清人葛元煦
撰，卷二，《笺扇》配有一幅“九华堂
扇庄”老画片，书中写：笺扇铺制备
五色笺纸、楹联，各式时样纨执扇、
颜料、耿绢、雕翎，代乞时人书画
……沪上名印家陈茗屋说：“民国
"#年叶露园的堂兄叶黎青从上海
九华堂扇庄里花了 %+块银洋钱买
来一方寿山白芙蓉印石，当时白芙
蓉印石极珍贵，仅次于田黄石，当
时一个银行职工的月收入只有八
块银元。后请赵叔孺刻‘月上簃’三
字。从前，上海及各地来沪书画家，
能在九华堂等笺扇庄订润鬻艺，即
可跻身海上艺坛。”

九华堂里名人书画最吃香的
是“三吴一冯”，篆刻当时挂牌的有
陈巨来和方介堪等先生。竹刻家金
西厓的竹刻扇骨很畅销。忽忆昔时
郑逸梅老师曾给我看一把旧时在
九华堂买进的名家书画成扇，扇骨
包浆滑润光亮，一面刻着留青竹刻
松鼠葡萄，葡萄圆润，藤蔓清疏，小

松鼠盘踞在葡萄上，背上丝毛刻得
纤细灵活，真是精绝之艺！另一面
刻着唐诗佳句，阳文雕工亦巧，刻
款：金西厓。名画家江寒汀来上海
后，就在九华堂、朵云轩等笺扇装
池店里结识了画家高野侯、汪仲山
等，并参与豫园书画善会活动。赵
云壑当年作画卖钱，写了润例单交
九华堂、朵云轩、锦云堂、天宝斋等
代为收件。虚谷亦曾专为九华堂画
过笺扇。"#*. 年夏天郭沫若先生
“郭沫若鬻字例”在上海发布，由九
华堂、荣宝斋、西泠印社等几家笺
扇庄接件。收藏家朱心佩（冰庵）是
上海九华堂南纸店的股东，书画名
家郑午昌的儿女亲家。朱心佩曾请
众海派画家为其绘制《盘庐教化
图》，一人绘一卷，由其统一装裱题
签，再请名贤题跋唱和，此乃往日
雅事也。笔者曾在老上海有正书局
老板狄平子后裔、古玩藏家何立平
兄家里看到多件扇面上有狄平子
书法手迹，旧包装纸袋上印着“九
华堂笺扇庄”。旧时，狄平子同九华
堂很熟，某日店老板对狄先生说，
有位朋友家里有人生病，急需用
钱，有几方名家之印要出让，你要
看看吗？狄说好啊，次日，那位朋友
送来一包旧物，狄平子打开一看是
十几方旧印章，有明、清印家的刻
面边款，石头有寿山老白芙蓉、杜
陵坑、还有几只温润微透的黄色方
章，一个个装旧锦盒里，来人索要
黄金若干，狄平子很喜欢，马上叫
账房先生过来付钱，后来拿到家里
仔细一看，大开心！那几只黄印章
竟然全是寿山田黄石，有黄金黄、
鸡油黄等品种，红筋萝卜纹很清
晰，只是石皮全被磨光了，这是狄
平子九华堂里拣漏的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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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趣：老上海琐记（1） ! 杨忠明

“老上海”系列书籍是旧闻作家杨忠明历年
采访和记录了有关老上海玩物种种逸闻趣事结集
而成，之前已经出版了《玩物———老上海文玩》一
书。新近出版的《逸趣———老上海琐记》，主要分为
人物、事物、美食和趣闻等类别，其中包括吴昌硕
与升吉里、申城大自鸣钟有多少、老上海的面馆、
老上海冬天的雪等文章，读来篇篇都有意思，富含
老上海文化情韵。本版摘录其中几篇，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