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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五四运动”后，上海尚贤堂的活动基本中止，房产
一度出租给南洋路矿学校、上海商科大学等为校舍，上
世纪 !"年代由南洋医院租用，地址为金陵西路 ##号，
$%#&年南洋医院迁重庆南路 '()号，'%*#年更名为卢
湾区中心医院。南洋医院迁出后，尚贤堂旧址改建为嵩
山饭店，上世纪 (+年代时拆除。而原尚贤堂的占地近 '"

亩的草坪于 '%)!年转入某房地产商名下，被建为石库
门里弄住宅，就取名“尚贤坊”建筑的外立面呈被简化的
巴洛克风格，在上海众多的石库门住宅中别具风格，并
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尚贤坊是地处闹市的旧
房子，似乎应该将其改建为公寓式的旅店更为合适。

李佳白逝世后，上海尚贤堂由他的儿子李约翰
（,-./ 012345）惨淡经营，会所就设在他自己在“哥伦
比亚圈”（6.789:4; 64<=73，即今新华路的新华花苑）的
私宅里，偶尔也假座博物院路（今虎丘路 )+号）的亚洲
文会大楼召开稍大型的报告会，当然，原尚贤堂的气数
已尽，尚贤堂只能是一个“坐而论道”的中国问题研究
团体。在抗日战争期间，李约翰曾担任美国国务院国际
关系的研究员，原尚贤堂的大量藏书转入亚洲文会
（>.<?- 6-4/; @<;/=- .A ?-3 2.B;7 CD4;?4= E.=43?B），
'%!%年后随亚洲文会的图书被中国政府接管，现藏上
海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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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淮海中路筑于 !"世纪 #$年代!是租界当局筑的通往"八仙桥外
国公墓#$相当于今淮海公园%的小道!没有注册的路名!俗称 &坟山
路#!侨民则称之 %&'&(&)* +,-.或 +/& ./ %0'&(0&)&' 1"$$

年!今重庆路以东的淮海中路被划进法租界!于是被公董局以法国驻
沪领事宝昌$234)/5-(%之名命名为宝昌路' !"!6年法租界扩张成
功!宝昌路全部被划入法租界!而就在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7"!8年!法军西线总司令霞飞$9,::)&%在马恩河击溃西进的德军!

法租界又将宝昌路重新命名为霞飞路'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霞飞
路就是上海法租界的"大马路 ('

今淮海中路 ;8<弄叫&尚贤坊(!而在此之前这里则是一个叫&尚
贤堂(的宗教性社会文化机构' 清末民初!上海的一些重要活动在这
里举行' 可惜知之者不多'

! ! ! !李佳白（0477:3<? 2345，'(#&F'%)&）是美国传教士，出身
于美国纽约的牧师家庭，从小就学习汉语，对中国的孔子和
儒学怀有兴趣。'(()年受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的派遣来
华，经上海赴山东传教，于是他有机会到曲阜观瞻了孔庙。
他在《上中朝政府书》中讲，他“登其堂而瞻仰圣容”，感到孔
子是一位圣人，“巍然在上，无限景仰”，并认为“孔教之精深
博大，实汪汪无涯，而其理又至中庸平实，浅浅易见”。于是
他潜心攻读、研究“四书五经”，把西方的《圣经》与中国的经
学作比较，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孔子是东方的圣人，
耶酥是西方的圣人，只有把东西方的圣人叠加在一起，才能
更好地在中国传播耶稣的福音，他把自己的理论称之“孔子
加耶酥”。他的这一观点被许多传教士认为是“异端”，还遭
到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的严厉批评和训斥，李佳白一气之
下干脆脱离了教会，而他的“孔子加耶稣”的理论受到中国
知识分子和官吏的接受和欢迎，同样也受到急于与中国建
立良好关系的美国政府支持，使他有捷径和机会游走于大
清的上流社会。

'(%!年李佳白作为独立传教人身份去北京，通过总税
务司赫德（2.:3<? G;<?）的介绍结识了李鸿章、翁同龢等一
批高层人士，并从此“日出入王公大臣及翰林、御史之门”。
在维新变法时期，他又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探本穷源论》
《改正急便条议》《新命论》等赞颂中国推行变法的文章，并
主张“中国应以儒家立国”“宜请西国大有名声的中外信服
人士”来协助中国治国。这些观点与君主立宪派一致，使李
佳白的名声大振。

'(%&年 )月，在美国、英国驻华公使以及李鸿章、翁同
龢等大吏的支持和资助下，以李佳白任院长的 6-4/; H/?3<!

/;?4./;7 H/D?4/?8?3（中国国际学会）在北京成立，该机构宗旨
是“礼服之典也，所以报功、章德、尊仁、尚贤”，即“崇尚贤士
以治国”，中文名为尚贤堂。尚贤堂的会员以清廷达官和社
会名流为主，并力图将尚贤堂办成中外上层人士的高级学
术团体，'(%&年 *月出版中文版《尚贤堂月报》（从第三期
改名《新学月报》）对推动维新变法有一定的作用。'(%(年
戊戌变法失败，尚贤堂被迫中止活动，《尚贤堂月报》也终
刊。李佳白也只得离开北京，回美国继续为发展尚贤堂募
款。当他从美国募得巨款回到北京时，又遇上了义和团运
动，在一片“扶清灭洋”的口号下，北京的尚贤堂被义和团烧
毁了，这位被慈禧训斥为“洋鬼子”的李佳白无法在北京呆
下去了，于是他又携巨款来到了上海。

! ! ! !义和团运动犹如燃烧刨花的一蓬火，瞬时起
又瞬时灭。'%"I年，当义和团的影响消除后，李佳
白又得到各国驻沪领事的支持，在上海重起炉灶
恢复尚贤堂，这次他吸取了在北京的教训，聘请张
之洞、盛宣怀等人任董事，请办理商约事务大臣吕
海寰出任董事长，并以“尚贤堂有限公司”的名义
向香港注册。尚贤堂成了一家向香港注册的外资
公司，清廷就不敢胡来了。同年，李佳白就以 I万
两银子的价格购进了法租界新界宝昌路的一块
'#亩土地开始上海尚贤堂的规划和建设，中外商
人合捐了 ("""两建造了一幢讲学堂，定期不定期
地邀请中外名士到这里讲课，吸引众多的知识分
子到这里听课。'%"*年出版的《沪江商业市景词·
尚贤堂》中讲：

中西演讲尚贤堂!佳白先生教法良"

沪上仕商皆可听!讲谈时政共参详"

尚贤堂是上海最早提供演讲的公共场所，当
时人对其评价不低。次年，一位纽约的商人也捐资
&"""两在这里建了一幢教育楼，主要用于外语教
育，李佳白提倡“孔子加耶稣”理论，所以到尚贤堂
听课、学习者“不必是基督教徒，也无须做宗教礼
拜”，所以到这里学习外语的人也很多，这对提高
上海人的外语水平和认识世界作用不小。李佳白
酷爱中国传统文化，清末，上海的城里郊外分散有
许多的牌坊和牌楼，而当时上海为改善城市交通，
许多牌楼已经被拆，余下的即将被拆，于是李佳白
就将一座将拆的牌楼移建到尚贤堂内，飘扬的万
国旗与中国的牌相得益彰，相映相辉，不失为上海
的一道风景线。
尚贤堂的经费一部分来自李佳白在美国的募

捐（包括美国政府的拨款），一部分来自上海绅商
的捐款，为减轻经济困难，尚贤堂则将部分空房出
租给侨民在上海的各种 =78:，所以尚贤堂也曾是
各种社会团体最集中的地方。
李佳白在上海的成就不小，但从中华民国建

立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高涨，以“尊孔”为宗旨的
尚贤堂的地位就逐渐下降，'%'#年李佳白和尚贤
堂又参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活动，次年，袁世凯被
迫取消帝制并病死，尚贤堂声名狼藉而被迫关闭。
'%)'年，李佳白再次到北京，希望重振尚贤堂在
北京的事业，而北京的“打倒孔家店”的活动仍方
兴未艾，于是只得重返上海。'%)&年 %月，李佳白
在上海逝世。

! ! ! !尚贤堂占地相当于今淮海中路、马当路、金陵中路、
黄陂南路一圈，占地 '#亩，北面是两幢三层的大楼，而
南面则是占地近 '"亩的花园，有足够的场地和空间举
办各种大型的社交活动，尚贤堂是一家文化性的有限公
司，可出租场地，于是这里也举办过不少大型社交活动。

'(%!年中国与美国签订《限制来美华工，保护寓美
华人条约》，实际上是限制华人赴美的条约，有效期 '"

年。'%"!年，条约有效期到期，美国决定继续延长条约有
效期，于是以上海为中心，全国爆发“抵制美货运动”，使
美国对华的实业、商业遭巨大损失，美国贸易受到重创。
'%'"年，以普慈（J4774D G1 @..?-）为团长的美国实业团
一行 )I人访问上海，上海商务总会在张园宴请美国代
表团，而美国代表团也假座尚贤堂回请上海商务总会。

'%"%年 *月，美国驻沪总领事田夏礼（,<16-;<73D
K3/:B）卸任回国，鉴于他在任期内促成了次年美国实
业团的访华活动，于修复中美关系上的作用，上海道台
也假座尚贤堂举办欢送田夏礼夫妇酒会，应邀的侨民
大多携带眷属，而中国礼制是不带女眷出场的，为应付
这一尴尬场面，上海道署破例邀请“长三堂子”的妓女
出场执行作陪，也成为上海滩一大韵事。

'%'*年 #月 '(日，曾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英士）
在法租界萨坡赛路（淡水路）'!号寓所遇刺，举国震惊。孙
中山、黄兴、李平书、虞洽卿等 *I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发
表讣告：“兹谨订于八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二时起六时
止追悼陈英士先生及癸丑以来殉国诸烈士于法租界霞飞
路之尚贤堂。”(月 'I日追悼会如期举行，孙中山先生因
胃病复发不能到场，黄兴主持追悼会，杨济沧宣读孙中山
领衔的《祭英士及癸丑以来殉国烈士文》。据报道，当天
“会场四周内外，满悬挽联，白帜飘扬，其数不下千副”“中
西男女来宾约计三四千人”。这应该是民国时期最隆重的
追悼会之一，应有照片留下，可惜至今尚无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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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白与尚贤堂壹

"!由于中国官吏的女眷不能出陪! 上海道台破例邀

请$长三堂子%的妓女作陪

"!上海道台假座尚贤堂举办欢送美国总领事田夏礼夫妇

酒会

北京尚贤堂迁到上海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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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贤堂的社会活动叁

"!上海尚贤堂的教育楼)已拆*

从尚贤堂到尚贤坊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