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马路汇聚多元建筑
位于复兴中路 !"#号的诸圣堂，是复兴

中路上一座历史悠久又极具特色的基督教
堂，它更是城市多元文化的代表。$%$#年，美
国圣公会传教士麦甘霖于贝勒路、霞飞路&今
黄陂南路淮海中路'附近，租赁民房一间作为
布道所。后购买辣斐德路萨坡赛路（今复兴中
路淡水路）基地 (亩，建造新堂，$%"#年大堂
落成，取名诸圣堂。诸圣堂建筑采用 $)世纪
圣公会高派教堂格式，红砖，三角形屋顶，门
柱为混凝土雕刻艺术，门廊上设有圆形玫瑰
窗，西北角附方形塔楼，有 *(个台级。$%%%

年 !月，诸圣堂被列为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
"++!年 "月，又被列为卢湾区登记不可移动
文物。"+$$年，这座近 %+年高龄的历史建筑
卷入了潘石屹的“拆迁”风波，当时潘旗下的
,-.-中国“复兴天地中心”工程可能殃及老
教堂，在多方呼吁下，诸圣堂得以保留。

各种样式的高档住宅社区是复兴中路的
又一大特色。包括思南公馆、花园公寓、伊
丽莎白公寓、黑石公寓、克莱门公寓、米丘
林公寓、辣斐坊、陕南邨等等，由于优雅的
居住环境，历史上也有不少名人在此留下足
迹。如：复兴中路 #$"号刘海粟旧居、复兴
中路 #$)号柳亚子旧居、复兴中路 ##(弄 $

号史良旧居、/号何香凝旧居等。二十世纪
(+年代闻名中国影坛的黄氏三姐妹，她们的
居住地也在辣斐德路上名为“饮邨五十五
号”的住宅内，现今大约复兴中路嘉善路口
的位置。

通商惠工创办合作学校
二十世纪 "+年代初，上海法租界内诞生

了一所中法两国政府合办的实业学校，在沟
通中法邦交文化与经济、培养中国工业技术
人才方面作出一定的贡献。学校所在地址就
是现今上海理工大学复兴路校
区，复兴中路 $$%#号，前同济德
文医工学堂旧址。

$%"+年 $+月 $$日，法国外
交部任命毕业于法国巴黎中央工
艺学校、担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
学校校长达 %年之久的梅鹏博士
为拟成立学校的法方校长，并由
他具体负责与中国教育部和交通
部代表商议学校筹建事宜，讨论
由法方提出的学校组织大纲和简
章。$%"$年初，中法双方在学校
的性质、管理和经费等问题上基

本达成一致意见，
教育部和交通部联
合任命张保熙为中
方校长。
学校组织大纲

规定：校名为“中法
国立通惠工商学
校”，意蕴“通”商、
“惠”工，性质为“中
法两国政府的合作
事业”，目的为“造
就实业界有用之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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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以法国军事家姓氏命名
$%$!年，法租界进行了最后一次扩区，当时虽已有

数条马路穿越“入境”，但基本面貌仍还处于浜河纵横、
村舍点布的郊野状态。其时正逢上海跃为中国的第一大
城市，上海的城市人口快速膨胀，租界中心区的人口必
须向外疏散，而法租界西区尚未城市化的空白状态，正
好能提供大批的空地，容纳大量的人口。于是感到大有
利可图的房地产业快速挺进到了这一区域里来。$%$!年
后，随着各条道路的开辟、延长、加宽，大批的房屋便在
西区沿路破土而出、拔地而起。这个势头一直延续至上
世纪 (+年代末，法租界西区终于成为法租界及整个上
海租界地区的一个面积广大的住宅区。$%$!年开筑的辣
斐德路就是其中重要一环，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
修筑前的辣斐德路基本上就是南长浜的河道。随着

租界的扩张，河浜的水流日浅，并最终被填埋。
为凸显该路的重要地位，法租界当局用法国著名

政治家军事家拉法耶特（0123456 78 91:1;8<<8）的姓氏
命名。$%$!至 $%!(年间，复兴中路曾名为辣斐德路
（=>4<8 91:1;8<<8）。$%!(年，汪伪政府收回租借后，辣
斐德路曾短暂改名为大兴路，$%!#年又改名为复兴中
路至今。

有复兴之意的复兴公园
漫步复兴中路，梧桐掩映，优雅神秘。
当年，法租界相对公共租界更注重市容环境，公董

局在财力上投入很大，管理上也颇严格。法租界地区的
绿化投入量是惊人的，公董局专门设有一个“种植培养
处”，负责为公共场所和公董局及其所属机关栽种花卉
树木。关于行道树的种植，法国领事署曾专门发布一个
《法租界公董局管理路旁植树及移植树木章程》，其中
明确规定：“各树木相互间之距离，得依树之种类及事
之可能，定为七公尺至十公尺。”这个种植量相当可观。
法租界还引进法国梧桐树作为行道树的主要品种，这
种树树身高大、树冠茂密，非常有风骨和特色。而公董
局在各个公共场所内一直不断地栽下巨量的花木，道
路两侧又到处是浓荫对接、叶密成盖的梧桐树。
复兴中路沿线最具特色的公共绿化空间当属复兴

公园。$%++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上海法租界公董
局以 )?*万两白银圈买下南长浜边的顾家宅花园及其
周围的土地 $#"亩，并将其中 $$"亩租给法军建造兵
营@作为法军屯兵之用，当时，这里又被称为顾家宅兵
营。光绪三十年，法军逐渐撤去，法国俱乐部等租用部
分土地建造了网球场、停车场等。$%+/年 )月 $日，公
董局决定将顾家宅花园改建为公园。$%+%年 *月公园
建成，同年 )月 $!日对外开放，时称顾家宅公园，俗称
法国公园。$%+/年，公园筹建时，公董局工务处提出建
设方案，由法国园艺师柏勃按法国园林特色设计。$%$)
年，公董局聘用法籍工程师约少默负责公园的大规模
扩建和比较彻底的改建，直至 $%"*年完工。其间，年轻
的中国园艺设计师郁锡麒参加部分设计规划工作。
$%!!年，汪伪上海市政府改顾家宅公园园名为大兴公
园。抗战胜利后，$%!*年元旦，公园改名为复兴公园，
有“民族复兴”之意。

复兴中路是一条很典型的上海马路，它
全长不足4公里，但这里中西交汇、文化多
元、底蕴深厚。它的历史，有独特的中西方
融合的海派文化。

复兴中路的两旁遍布西式花园公寓住
宅，且多是保护的建筑，所以道路拓宽空间
有限。这倒反而形成一个十分舒适的道路空
间，再加上路两
旁梧桐树的点缀，
增添了历史街区
的韵味。

剧场圈引领上海潮流
复兴路的剧场圈在淮海路南侧，与淮海

路东西平行。上世纪 (+年代左右，复兴路上
有不少影戏院，如辣斐大戏院、上海大戏院、
逸园（文化广场）等。这一时期的影戏院，大多
为两用剧场，往往演戏兼放映电影，而且剧场
设计先进，引领上海现代剧场的潮流。其中最
具代表的就是辣斐大戏院。
辣斐大戏院由著名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

克设计，$%("年建造，门牌号为 ("(号，建筑
为现代式样，立面十分简洁但运用板块和线
条组合使建筑很新潮，从今天的审美角度来
看也未见过时。当年，辣斐大戏院主要放映西
方电影和演话剧。戏院实际占地面积 %%*平
方米，有座位 /()只，属三轮影院，主要放映
美国西部电影，$%((年 )月 $日，美国电影
《蝴蝶夫人》在辣斐大戏院上映，这也是辣斐
大戏院的首映片。$%!#至 $%!)年，辣斐大戏
院曾被出租，改演舞台剧。$%!)年 )月收回
再度放映电影。戏院在改演舞台戏的几年里，
主要由苦干剧团、上海观众戏剧演出公司和
演剧九队演出。曾在这里演出的苦干剧团成
立于 $%!"年，主要领导人黄佐临，主要成员
中有中共地下党员李德伦、白文等。$%!#年
后，由于政治环境的日益险恶，苦干剧团曾登
报宣布解散。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进行了一次
改组，将苦干剧团改名为苦干戏剧修养学馆，
继续演出。

$%!*年 $+月 $%日，上海文艺界人士曾
借辣斐大戏院举行鲁迅逝世 $+周年纪念大
会，周恩来与会并发表演说。上海解放后，辣
斐大戏院更名地方国营长城电影院，上世纪
)+年代左右曾更名长征电影院。$%/)年 #月
翻建后，外立面改观较大。如今，建筑外形仍
保持，为拉法耶艺术设计中心。

文化广场是复兴中路上另一处重要的文
化地标建筑，位于永嘉路、陕西南路、复兴中
路、茂名南路间。原址为 $%"/年创办的法商逸
园跑狗场。除跑狗赌博外，这里也附设旅馆、舞
厅。$%"%年 *月 "$日，跑狗场为招揽更多游
客，开设夏令影戏场，也就是露天电影院，可惜
只维持了一个夏天即告关张。$%#$年 $+月，
逸园跑狗场划归市文化局管理。次年 $"月改
称文化广场。

辣斐德路上还有一处公共娱乐场所，名
为“辣斐花园”，据一些老人回忆，其中有溜冰
场、剧场等，于伶领导的上海剧艺社就在此处
演出，曾上演过曹禺的《日出》《雷雨》《原野》
《北京人》和巴金小说改编的《家》等。如今，

“辣斐花园”早已消失，
此处现今为上海邮电医
院（南部）所在地。

复兴中路上建立最
晚的影戏院是上海大戏
院。$%!(年 )月 %日开
幕，当时地址是辣斐德
路亚尔培路口（今复兴
中路 $$/*号!陕西南路

口西北角），最初为专演
戏剧的场地。上海大戏
院原名“银光大戏院”，
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及
时开业，后经改装重新
以“上海大戏院”的名字
开业。$%!!年后开始放
映电影。$%!)年改组成
三泰游艺有限公司后仍
放电影。上海解放后由
市文化局代管。$%#*年
改名为“上海电影院”。曾
于 $%#(、$%#*、$%)! 年
三次大修，更新放映设
备，还曾作为上海话剧中
心的实验剧场。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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