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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珍档

点缀老上海的老路名
! 弄 非

南京路、北京路、西
藏路……，初来上海的
游客想要找寻上海路名
的命名规律，却不能如
愿。爱多亚路、福煦路、
贝当路、马斯内路……，
接触上海历史的朋友碰
到这些奇特的上海路
名，也想打听些来由。

上海中心城区的道
路，除开在南市老城厢的部分，多数形
成于近代开埠以后，由租界当局命名，
因此普遍烙上了异国文化痕迹。那些
既拗口又冗长，且不符合中国人言语
逻辑的“洋味路名”，具有较高的识别
度，已经成为旧上海历史风尘的一部
分。

中国名!外国味
事实上，开埠之初的上海，并没有多少中国人

能够耳熟能详的地名和路名。从 !"#$年起，英国
人首先沿着黄浦江西岸和吴淞江（俗称苏州河）南
岸建立起旅沪外商居留地（后称英租界）。紧接着，
美国人沿苏州河北岸虹口一带建立美租界。再往
后是法国人，从 %"&'年起，以洋泾浜为界，在今天
延安东路以南一侧拓建法租界。到 %"()年，英美
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并立。这两个租界
的扩张与巩固，无不以修筑道路为依托，层层推
进，逐次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
英国人最早登陆的地方，是黄浦江畔的江边

大道，又称黄浦滩和外滩，今天的正式名称是中山
东一路，其西文名称“*+,-”并非英文，而是英属
东印度公司所用的印度斯坦语，即“江边堤岸”。同
清政府签订土地章程后，南京路便是英国人向上
海纵深推进的第一条路，其东端原系英商麟瑞洋
行大班霍克为跑马修建的小道，以连接英租界最
早的界路（今河南中路），当时叫派克（./01）弄，又
叫花园弄。以后几经延伸，路面铺垫碎砖石碾平，
可供马车奔驰，直达今天西藏中路附近新建的跑
马场，遂被称作“马路”或“英大马路”，俗称“大马
路”。此路后来再向西，越界而筑，直至静安寺，时
称涌泉路，路名源自静安寺内一口沸井，井下涌泉
如沸。后来，涌泉路改称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

!"($年，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次对界内道路
进行命名。耐人寻味的是，他们赋予英大马路的，竟
是十分中国味的符号“南京路”，其灵感源自 !"&2

年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正是从这个条约起，
英国人获得在华五口通商的自由，获得建立居留地
的特权。按照类似的思路，公共租界的首批道路都
被贴上中国标签，像南京路以南的九江路、汉口路、
福州路，依次排开，清一色的中国城市名，替代原来
的俗名二马路、三马路、四马路。可是到了五马路，
命名规则被打破了，跳出一个“广东路”，广东乃省，
非市，为什么？有人分析，这是因为英文“3/,45,”兼
有“广州”和“广东”之义，极易混淆，以致成讹。如
果按照设计者初衷，应叫“广州路”才对。
这些道路的命名看似忽东忽西，毫无规律，其

实大有深意。公共租界主导方英国选用的城市名，
无一不是强迫中国清政府开放的通商口岸，那里都
有英国势力盘踞，如此命名，看似“入乡随俗”，实
际却是“鸠占鹊巢”。

至于南京路以北诸路，统称“后马路”，依次为
天津路、宁波路，也都是通商口岸；再次是北京路，
北京是清朝帝都，统御各地，其名号理应“出场”。上
海开埠前，北京路本是通往江滨的四条土路之一，
正式开通后，因其寓意阔大，因此俗称“后大马路”。

外滩以西，与黄浦江平行的南北向道路，租
界则以中国省份命名，从四川、江西、河南、山
东、山西、福建、浙江、广西、云南、贵州，直至西
藏，这些地方或多或少都有英国人的势力范围。

租界当局开始筑路时，将道路宽度定为 267

2$英尺（!英尺合 869#"厘米），到 :"(;年，放宽
为 &6英尺，这是为什么呢？当年，英式双驾马车的
马臀宽度为 &9"$英尺，合 :&<9$厘米（也是现代铁
路的标准轨距），马路宽度 )6英尺以上，恰好符合
双向四车道的通行需要，至于以后放宽，自然是为
了提高道路通行的安全度与舒适度。
经过讨价还价，到 :"&"年，清政府签租给英国

人的地皮从 ";6亩扩张到 )")6亩，大体圈定在今
天中山东一路、延安东路、西藏中路、北京东路之间
的范围内。需要强调的是，英租界的东端，并非直抵
黄浦江，而是止于沿江大道。多年来，由于粮船往
返，浦江西岸被纤夫们踩出一条牵道，这条牵道经
不断修整加筑，俨然成了正式道路，如果租地的东
端标明是黄浦江，势必连牵道一并出租，无疑给今
后华人江上行船带来隐患。所以，租约里故意不写
黄浦江，这是当年负责谈判的清朝上海道台宫慕久
采取的小策略。
英租界核心区确立后，仍不满足，还在得陇望

蜀，寻求扩张，越界筑路便是其拓地的重要手段，
但以后开辟的新路，中国味就越来越少了。

! ! ! !欧洲人偏好以人物来命名市政设施
和建筑物，上海开埠以后，同样的癖好也
被移植过来，成为泊来的文化符号。

:"&'年，英法两大租界以洋泾浜、
长浜为界，各建势力范围，这两条河浜
经过多次填埋，变成了爱多亚路（今延
安东路）和福煦路（今延安中路）。其中，
爱多亚（今译爱德华七世）是英国国王，
:'6:7:':6年在位，在其任内，力主与
法国结成协约国联盟，共同对抗欧洲新
强权德国，奠定了英国在 )6世纪初的
外交方略。
除了爱多亚路，用君王命名的道路

还有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和爱麦虞

限路（今绍兴路），前者是比利时国王，
后者是意大利国王。而用总统名号的则
有林肯路（今天山路）和杜美路（今东湖
路），林肯是美国内战时期的总统，他以
解放黑奴闻名于世，而杜美（今译杜梅
尔）在 :';:年当上法国总统，次年却遭
暗杀。说来也巧，杜美路本身就十分短，
仅 &<&米长，但沿路建筑富丽华美，科
学家爱因斯坦于 :'))年访问上海，曾
下榻杜美路上的犹太富商加登的寓所，
并在其花园演讲自己的相对论。
让人奇怪的是，法国历史上最有名

的“太阳王”路易十四，法租界却没有一
条道路为其彰名。

! ! ! !欧洲列强崇尚武力，积极对外扩张，
拿军事统帅命名道路，也是一种文化时
尚，落入其手的上海租界也不能免俗。

拿法租界而言，名气最大的无疑是
三条“元帅路”。前文提到的福煦路得名于
法国元帅福煦，他是一战期间的协约国总
司令，在 :':"年击败德国名将鲁登道夫，
赢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继福煦之
后，一战中另两位法国名将的大名也“落
户”上海，那就是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和
贝当路（今衡山路）。
霞飞是一战初期的法军总指挥，因

在 :':&年顶住德军对巴黎的进攻，受
到国人拥戴，法租界遂于次年将原宝昌
路改名为霞飞路。:'))年，霞飞来沪，
亲自在这条路上走了一圈，:'&;年，霞
飞路改名泰山路，:'&$年改名林森路，
:'$6年 $月改为延安路现名。至于贝
当，是一战凡尔登战役的关键人物，他
不顾一切地守住阵地，重创德军，:'))
年贝当路建成，正当其鼎名之时，没想

到这个“法国英雄”却在二战中当了德
国人的傀儡，最后落得阶下囚的下场。
法租界还有一条用英国陆军元帅命

名的道路，那就是海格路（今华山路），此
人今天通译为“黑格”，系一战期间支援
法国抗德的英国远征军司令，他在英国
士兵心目中形象很差，总爱用“人海冲
锋”去撞德国人的机枪，让多少英国妇女
变成了寡妇。当然，不管黑格用兵水平高
低，毕竟是一位“国际主义战士”，法租界
用路名来表达自己的敬意，只不过平白
拿中国的道路做了人情。

:':&年，法租界向西扩展，取得大
片新租地，公董局遂填埋南长浜，将今
天重庆南路至瑞金二路之间的一段打
通为路，命名为辣斐德路（今复兴中
路）。辣斐德，听起来很陌生，可换做今
天的译法“拉斐特”，恐怕知道的人要多
一些，这位法国将军曾在 :"世纪末率
部远征，支援美国独立战争，后来又参
加法国大革命，堪称“军中名人”。

! ! ! !一般而言，上海租界当局喜欢用欧
洲名人为道路命名，包括驻外使节、神
甫、文化名流等。其中，以文化名流命名
的道路，在法租界有莫利爱路（今香山
路）、高乃依路（今皋兰路）、马斯南路
（今思南路）等。莫利爱，今译莫里哀，法
国古典主义悲剧奠基人、喜剧作家和演
员，代表作有《伪君子》《吝啬鬼》等。高
乃依，法国剧作家，代表作有《熙德》等
四大悲剧。马斯南，今译马斯内，法国作
曲家，歌剧代表作《黛依丝》中的沉思
曲，脍灸人口。

今天上海音乐厅以东，有一条小马
路叫龙门路，原名麦高包禄路，听来有
点耳生。其实，麦高包禄就是意大利旅
行家马可·波罗的另一种音译，关于他
在中国元朝游历的故事早已家喻户
晓。而环龙路（今南昌路西端）是以法
国早期飞行家环龙命名，此人在中国
举行过多次飞行表演，不料“马失前
蹄”，竟于 :'::年 $月在上海江湾跑
马场表演时坠机身亡，死后葬于由法
国兵营改建的顾家宅花园，时称法国
公园（今复兴公园），并立碑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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