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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珍档/

张园安垲第120年
! 张伟 严洁琼

! ! ! !张园真正的黄金时代，是从
!"#$年安垲第落成直至 %#!!年
辛亥革命爆发这十几年间，其
时，每日客流不息，莺歌燕舞，一
派繁华之景。然而，到二十世纪
第一个十年之末，虽然还在盛景
时光，却已开始流露出了一丝日
暮气息。!#&# 年爱俪园建成开
放，一跃而为当时上海最大的私
家花园，有“海上大观园”之美
誉，成为堪与张园媲美的公共活
动场所。然要说真正导致张园衰
落，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大批新兴
娱乐场所的兴起所造成的巨大
冲击。到 !#!'年，张叔和的财力
似乎亦碰到问题，无力再对张园
进行大规模改造，张园越发荒
废。!#!"年，张叔和更因拖欠修
缮费事宜而被控告到公共公廨，
由此亦可见张氏经济之拮据。而
张叔和的命运似乎也与张园休
戚相关，就在张园停业待售之
际，张叔和也于 !#!#年 !月 !(

日病逝。进入 )&年代，张氏产业
被相继出售，此地兴建起一排排
石库门建筑。

如今，一个世纪过去了，昔
日的园林景致早已消散在成排
连栋的石库门住房中，那些辉煌
的过往也在岁月流逝中渐渐淡
出。只有当年第一高楼安垲第，
还有部分建筑被保留了下来，据
考证，**号大院即为原先的安垲
第改建而来，尖耸的屋顶、大气
的回廊，略显陈旧，却孤傲高洁，
自有一派气象。遥想当年此处衣
香鬓影、裙屐往来之胜景，不胜
几多唏嘘。建筑会颓败、倾圮，乃
至消失，但历史不会遗忘这座花
园，以及这座花园经历的沧海桑
田。

! ! ! !沿着繁华喧嚣的南京路一路向
西，拐进深幽狭窄的泰兴路，穿过略
显嘈杂的吴江路，一座铁艺牌坊赫
然在列，匾额上写着大大的“张园”
二字。穿过牌坊，一幢幢石库门住宅
瞬时映入眼帘，红砖青瓦，白色门
头，亦中亦西，仿佛一下进入那一段
旖旎的摩登时光。今年年底，正是张
园中的第一高楼安垲第建成 %)&周
年，就让我们重温一下当年安垲第
的盛世。

! ! ! !提起张园，现在的人多感到陌
生，但在一个世纪之前，它是沪上首
屈一指的娱乐场所，与愚园、徐园一
起并称海上“三大名园”，亦是近代第
一批向普通民众开放的私家园林之
一。从 %""+年 '月 %*日开园直至
%#%#年闭园出售，张园历经多次扩
建改造，不仅成为当时最著名的集娱
乐、休闲、集会于一体的社交场所，更
见证了清末民初改朝换代之际上海
这座新兴港口城市的急速蜕变。当年
什么东西最时新、最流行，都可第一
时间在张园尝鲜；一些盛大的集会、
演说、展览也常假座张园举办。张园
之所以能在当时众多海上园林中一
枝独秀，绝非一蹴而就。
张园开园伊始，后期一些建筑还

没造好，许多新娱乐也没引进，主要
以园林景色之胜招揽游客，而张叔和
对花园的经营也确实别具匠心。张园
本就具有西式花园开阔齐整的风格，
他接手后，又在原园之西购得农田近
'&亩，辟为园区。全园面积最大时达
,%-+)亩，为当时上海私家园林之最。
张园不仅面积广阔，园林布置也极具
特色。在园东南有带状曲池一泓，通
过敷设在地下的管道和园外小河相
连，池中活水潆绕，岸边插植垂柳。池
中有小岛一座，岛上遍植松竹，另有
数桥跨之，皆请海上名人题名。园内
还雇佣花匠，栽培了许多名花佳草，
春兰秋菊，夏荷冬梅，四时不断。园中
沙路两侧皆植大批树木，既可遮阳，
又可避雨。园东、西各有荷沼一洼，每
当盛夏时节，荷叶田田，莲花朵朵，美
不胜收。园西北有花房三四处，皆以
琉璃为之，其中奇花异草、罗列殆满，
多为国外引进品种，可供售卖。园西
南角建有假山，假山之顶设一幢日式
板屋，全木结构，洁白明净。因在假山
之顶，可登高望远，风景绝佳。张园吸
取西式花园的治园理念，兼具干净、
整洁的优点，曾被认为是最合于卫生
之道的新式花园。
随着园林不断扩大，为丰富园中

娱乐设施，张叔和在园西南又兴建了
一幢洋楼。这里本有一座被层林环抱
的旧式洋楼，名曰“碧云深处”。新建
洋楼则曰“海天胜处”，是沪上有名的
戏剧舞台，游园旺季几乎每晚都有演
出，包括昆剧、髦儿戏、北方曲艺、滩
簧、早期话剧、杂技、魔术等，还有茶
点供应，让人边吃边玩，一时往来游
客日益增多。但张叔和仍不满足，他
还在酝酿一个更大的工程，安垲第的
建造。而真正使张园闻名遐迩、门庭
若市的，正是 %"#(年安垲第的竣工。
这一两层洋楼的出现，使得大型集会
成为可能，改变了张园的社会功能。

! ! ! !安垲第始建于 %"#) 年 # 月
%)日，由有恒洋行英国工程师景
斯美（./0123/445 6- 7- ）、庵景生
（8- 9:;/02<05）二人设计，浙西名
匠何祖安承建。
安垲第从设计到建造都颇为

用心，两个设计师甚至日日到现
场监督，以求各处细节均与设计
稿不差分毫。整整历时一年，方于
!"#(年 !&月竣工，英文名 9=!

>?@/? A?44，意为世外桃源，与“味
莼园”意思相通，中文名则取其谐
音“安垲第”，有时也写作“安恺
第”。这个名字起得极有创意，不仅
音和，同时“垲第”通“恺弟（悌）”，
有和乐平易之意，又与“安”相连，
更添平安和美之感。安垲第楼内各
景，亦以英文命名，有高览台、佛蓝
亭、朴处阁等名目。整幢楼高大巍
峨，分上下二层，可容千人同居一
室，楼侧还有角楼一座，为当时上
海最高建筑，登高远望，申城景色
尽收眼底。除了这些亭台楼阁外，
安垲第门前还有一片广阔的大草
坪，可容纳数千人，是举行室外大
型群众性集会的最佳场所。
因交通便利、场地开阔、游人

如织，张园还非常适宜举办各类
展览，从早期的花展、画展到后来
规模庞大的赛珍会、赈灾会、出品
协会等，张园几度成为世界奇珍
异宝的集聚之地，同时也将展览
这一新兴活动带到普通市民的生
活中。而这些活动几乎没有例外，
都将张园第一高楼安垲第作为最
重要的场所。如 %#&*年 +月，为
赈济江淮等地水灾，上海中外绅
商在张园举办万国赛珍会，以安
垲第为中心，在两侧搭棚，举行演
说、表演、义卖等各种活动，而最
能体现这次活动性质的各国物品
陈列所则设在了安垲第正厅，美、
英、德、日、法、俄等九国绅商在此
义卖各国特色物品，短短三天，就
筹得善款 %-)万元，影响巨大。
张园不仅是一个供人游玩的

娱乐场所，还是一个会客宴请的
社交场所。为了适应游客的多样
化需求，张园的餐饮设施也很齐
备，安垲第大楼可提供包场，夜间
还有电灯照明。食物种类则一应俱
全，无论中西大餐、香茗点心、中外
名酒，皆有供应，并可接受预订。园
中曲池内还设无锡灯船（水上酒
家），售卖中式船菜，游人登舟把
盏，风味别具。因此，不管是三五人
的小聚，或是上百人的盛宴，都常
在此举行，至如祝寿庆生、婚丧嫁
娶等红白喜事，也常假借此处举
办。如 %"#,年 (月，上海官商宴
请出国访问路过上海的李鸿章，

便假张园安垲第肆宴设席，为其饯
行。除此类大型官宴外，一些沪上
名流的寿宴也举办得有声有色：如
%"",年 %&月 ,日，张叔和邀请中
西宾客莅临张园，为著名文人袁祖
志庆祝六十岁生日；%"#&年 '月
)*日，申报主笔何桂笙五十岁生
日，亦在张园设宴，张叔和、王韬、
蔡钧等 ))人到场祝寿。
那么，在张园宴客一般需花

费多少呢？据《上海指南》介绍，张
园的公开价目是：“包租安垲第，
一日价四五十元，茶房另给十二
元，夜加电灯费十二元，礼拜日酌
加租价。如事关公益，亦可酌减。
假座燕客，每次给煤水及伺候人
等各费共十四元。厨房代办酒席，
每桌自五元至十余元不等。”当
然，这是一般宴客的价格，至于豪
宴则当别论。盛宣怀档案中有一
份张园公宴用款清单，里面详细
记下了某次宴会的各项支出，共
用洋达一千四百六十余元，另加
规银二十九两，其金额之巨足以
令人咋舌。当时一个普通工人的
月工资一般在 +到 %&元之间，即
使如小商人、小职员等月工资也
不过三四十元，还要养活一家老
小四五口人。而张园这一顿饭就
花去 %&&&多元，确实骇人，足见
盛家的派头，也可见张园之消费
也非一般平头百姓消受得起的。

看戏、喝茶、游艺、展览……
张园内的活动固然精彩纷呈，但
大多仍属传统游园活动的延续和
发展。不过，自 %"#(年安垲第大
楼修竣后，因其楼宇宏伟、厅堂阔
大，非常适宜举办各类群众集会，
在 %#&&年前后逐渐成为清末上
海各界集会、演说的首选之地，诸
如拒法、拒俄、拒日、拒美、保路、
自治、纪念等各类重大政治活动
多假张园举行。参加人员则不分
男女老少，不分士农工商，有政府
官员，有知名学者，也有商界精
英；秉持的主张也各不相同，有激
进的革命派，也有保守的改良派。
如此多的民众政治集会喷涌而
现，这在以前的花园是从未有过
的，也是张园最具特色的一
点———它不仅是一个娱乐场所，
更是一个政治空间，是现代市民
关心公共议题、参与政治活动的
一个重要场所。在中国传统社会，
政府官员与普通百姓之间有一条
泾渭分明的鸿沟，一般平头百姓
几乎不问国事，社会也没有提供
空间让他们参与。然而，自近代以
来，孱弱无能的清政府在面对西
方侵略时屡次做出丧权辱国之
举，不但颜面尽失，更在国内引起

严重信任危机。当政府不能有效
解决国难问题时，民众的主人翁
精神便会被空前激发，尤其是在
一部分知识分子中间，并且通过
他们的演说宣讲，像一个火球一
般在普通民众心中爆发。而张园
地处租界，不受清政府管辖的开
放性和自由性，则不啻为这种传
播提供了最好的舞台。

%#%% 年 %& 月 %& 日辛亥革
命爆发，%%月 (日上海商团和同
盟会敢死队联合攻打江南制造
局，上海光复。不过上海虽然得以
光复，全国不少地方却仍处于战
时，革命形势异常严峻，因此为革
命军筹集军饷便成了当务之急。
%#%%年 %)月 )日，沪军都督府
在张园召开筹饷大会，这也是上
海光复后第一次盛大会议，商业、
学会、书业、珠宝业、米豆业各商
团先后莅临。大会召开半小时后，
有贵宾驾临，沪军都督陈英士携
武汉前敌总司令黄兴、苏州都督
程德全莅临会场。一开始，众人皆
不识总司令黄兴之庐山真面，经
陈都督介绍后，全场一致起立，竞
相争睹仪容，一时间掌声如雷。黄
兴演讲完毕后，听众纷纷起立捐
款，是日，临时捐助者有三万余金
之多，另有愿捐房租者十数人，还
有大达公司愿将三个月内收入尽
数捐助军饷，待散会时已然钟敲
五下。而据报载，是日筹饷大会之
所以能如此成功，实在要归功于
总司令黄兴慷慨陈词的感召力。

其后，%) 月 ( 日与 %) 月 '

日，上海各界又接连在张园召开
了共和建设会成立大会和北伐联
合会成立大会。姚文栋、章驾时等
相继演说，誓将推翻帝制，建立共
和之国，把已然熊熊燃烧的革命
热情推向沸点。%#%)年元旦，中
华民国临时政府宣告成立，中国
历史由此进入一个新纪元。为了
庆祝新政府成立，%#%% 年 %) 月
(%日到 %#%)年 %月 )日，沪上
各界在张园召开东南光复纪念大
会，以入场券筹得之资充助军饷。
这一系列活动的召开无不说

明在辛亥革命期间，张园已然成
为各界进步人士策划反
清、宣扬革命的聚集地，
在号召民众驱除旧习，
推翻帝制，迎接共和的
过程中为革命党人提供
了重要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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