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小沙渡的大自鸣钟

! ! ! !利玛窦是闯入中国最早的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上海
人徐光启接受利玛窦的洗礼而成了忠实的天主教徒，他又将天
主教带进了上海，他的孙女又捐款在今老城厢梧桐路建了上海
第一座教堂———敬一堂，这里种植的梧桐树长得很茂盛，梧桐街
也由此得名。到了清康熙、雍正年间，政、教的冲突日益严重，皇
帝只得以禁教的方式平息矛盾，包括敬一堂在内的全部教产被
充公，该教堂及相邻的地块被改作“申江书院”，后又改称“敬业
书院”，就是今天敬业中学的前身。!"#$年，上海开埠后，天主教
要求恢复其在中国的合法地位，收还一百多年前被充公的教产，
后经协商，上海地方政府同意将一块位于董家渡和另一块位于
洋泾浜（今四川南路天主堂）的城外土地作为补偿。

董家渡天主堂正名为“圣芳济圣沙勿略堂”（%& '&()*!

+,&-* .&/0(12,&034/5 6&7/*,），于 !"89年 !:月 :!日奠基，但
是教会向法国的劝募款和政府的拨款未能全部到位，教堂的
建设多次中断，还被迫放弃原来的设计，当 !";$年 $月 :<日
落成时，教堂“取消了上层一排玻璃窗和中央的大圆顶，在原
计划的三分之二的高度就结了顶，因此呈现出今日的一种扁
平臃肿的难看状态”。（［法］史式徽《江南传教史》）。不过，一个
既定的方案未被改动，那就是在建筑正门的顶部墙体上安装
一个建筑自鸣钟，据称，这口自鸣钟在设计时已向欧洲定购，
并及时运抵上海，如放弃这口钟无疑是一大损失，于是才被勉
强装了上去。在建筑正立面的两侧顶上与钟等高处设计了两
钟楼，有 8口铜钟悬挂在钟楼上，有机械与钟相连，准点报时，
据称钟声可以传到数里之外。
董家渡天主堂是天主教的主教堂，并且还是近代以后在

上海市中心区出现的第一座天主堂，也许出自对神的敬畏，虽
然一些书籍文章中提到教堂的钟声，但该教堂未被称之“大自
鸣钟”之类的名称，始终被叫作“天主堂”或“董家渡天主堂”，
地址为今董家渡路 =";号，现已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
位，不过，那建筑上的大自鸣钟已经不存在了。

! ! ! !今西康路长寿路一带俗称“大
自鸣钟”。日本的内外棉株式会社
（英文名 >4?* @ 24,*/A0 '4((40

B,&+/0A '4CD %(+C）创办于 =""9年，
=E== 年内外棉董事长川村利兵卫
在沪西小沙渡（今西康路苏州河边）
创办内外棉在上海的第一家纺织
厂，到 =E::年上海计有内外棉工厂
==家，这些工厂大部分集中在沪西
小沙渡一带，纱厂工人也大多居住
在小沙渡一带的棚户里。当时纱厂
每日的工作时间在 =<小时以上，必
须清晨出门，天黑回家，工人的经济
状况很差，绝大多数工人家中没有
钟，更不会有手表，于是纱厂只能在
部分纱厂工人集中的地区派设更
夫，以敲更的方式告知时间，但是，
工人因迟到而被扣克工资，劳资之
间的冲突经常发生。

=E::年川村利兵卫逝世，两年
后内外棉向公共租界工部局申请，在
当时的主要道路小沙渡路与劳勃生
路（今西康路与长寿路）的十字路口
中央建造“川村纪念塔”。该塔为方锥
形，地面略大，向上逐步收缩，共 F

层，总高九丈九尺（约 $$米），内置盘
旋扶梯，一直通到顶层，在 ;层与 F

层之间安装四面有钟面的建筑自鸣
钟，能准点报时，钟声洪亮，当时此一
带没有太高的建筑，钟声可以传到方
圆几里之外告知时间，催促工人起
床、上班，于是以该钟所处的西康路
长寿路口，以及附近一带的地方俗称
“大自鸣钟”，成为沪西知名度很高的
区片地名，并一直沿用到今天。

=E8;年日本战败后，日商企业
作为敌产被中国政府接管，日商的
纱厂则由新组建的中国纺织建设公
司接管，按序号改称“中国纺织建设
公司上海第"纺织厂”，解放后又改
称“国营上海棉纺织"厂”，简称“国
棉"厂”，而如今，沪西的纺织厂址大
多已被建为住宅区或改作他用。

=E;$ 年上海建跨苏州河的长
寿路桥，使长寿路与天目路接通，成
为东西向交通干道，而耸立在西康
路长寿路交叉口中央的川村纪念塔
已严重阻碍交通，当然，该纪念塔也
是殖民时期的遗迹，遂由政府拆除，
但不知旧钟的去向，估计被销毁了。
上海曾有建筑自鸣钟十余处之

多，由于建筑拆除重建之原因，部分
已消失，部分则年久失修，或被拆，
或被废，我想，这些已有近百年历史
的古董钟真的应该将其列为文物而
给以呵护，它毕竟见证上海历史，记
录上海历史。

! ! ! ! ="8$年上海开埠后，为了加强对外航运、贸易的
管理、征税，江（苏）海关在外滩 =$号设立分关，以其位
于江海关的北面，被叫作“江海北关”，="8F年建江海
北关楼，那是一幢中国传统的衙门建筑。到 =E世纪 "<

年代末，这幢使用了 8<余年的建筑已十分陈旧，与周
边的西洋建筑相比，显得有点“鸡立鹤群”的孤单，而
="E$年将是上海开埠 ;<周年的庆祝日，次年又是慈
禧太后的 F<华诞，全国各地都在忙于兴建“万寿宫”，
于是江海北关申请拆除旧楼，重建新楼。建设工程从
="E=年底动工，="E$年竣工，次年 G月 E日正式使用，
既赶上了 ="E$ 年 == 月 =9 日上海开埠 ;< 周年的庆
典，也成为献给慈禧太后 F<华诞的厚礼。
江海北关新楼为较典型的伊丽莎白三世时期的建

筑风格，建筑平面呈“凹”字形，为三层坡顶建筑，在中
轴线上建有高七丈的六层钟楼。当时的《点石斋画报》
绘有“巨钟新制”一画，配画文说：“沪上法工部局（即公
董局）、徐家汇（即徐家汇气象台）、虹口天主堂学堂（即
今北虹中学）、跑马厅皆有大自鸣钟，按时锤击，惜其声
不甚宏亮”，而新建的江海北关的大钟“每开一次可走
八日，计大小钟共有五架，权之约重五千八百八十斤，
报时者最大，声甚洪”，更大的优点是该钟“四面皆可
望”，当时有人作“竹枝词”曰：

十二时辰四面重!机关旋转响丁冬"

行人未到先昂首!遥指高楼几点钟"

造成高大自鸣钟!四面分明字划浓"

来往行人多对表!夜深卧听响琤琮"

江海北关也被叫作“大自鸣钟”，也许江海北关的名
气太大，所以作为地名的“大自鸣钟”影响不大，使用也不
广。该楼于 =E:;年拆除，在原址建海关大楼，并于 =E:9

年建成。新海关大楼也装有大自鸣钟，旧钟不知去向何方。

! ! ! !上海法租界的市政领导机构叫“公董
局”，成立于 ="F:年。公董局选址曾遇上麻
烦，于是法国人不断向上海道鼓吹，法租界内
有块土地是福建泉（州）漳（州）会馆的产业，泉
漳别业，聚集了许多福建人，多是“小刀会”余
党，法租界警力严重不足，无法控制他们，一旦
爆发起义，法租界就无能为力，倒霉的仍是上
海地方政府。于是上海道与法租界决定联手
将福建人驱逐出租界，泉漳别业只得迁到“里
滩”，旧址即今打浦路近黄浦江的“南园公园”。
法租界就可利用这块土地兴建公董局大楼。

大楼由英国建筑师克内维特设计，中国
营造商魏昌荣承建。工程从 ="F$年 9月起，
="F;年 :月结束。这大概是中国营造商最早
承建的体量较大的西洋建筑，所以建造质量
并不尽如人意，《上海法租界史》中提到：“="F;

年 $月，即建筑工程结束后几个月，就开始对
公董局大楼进行第一次维修，至今六十多年，
却还在使用。这幢旧房子，有人多次认为不能
用了，现在竟依然巍然屹立。”建筑为二层砖木
结构，地面设计有较高的防潮层，正门为中轴

线，二翼对称，正大门前设计有马蹄扶梯，这是
法国宫廷建筑中常见的样式，中轴线顶上设
计有大穹顶，在二层屋顶与穹顶之间的三角
形墙体上装有大自鸣钟，于是公董局大楼就
被上海人叫作“大自鸣钟”或“大自鸣钟大楼”。

早期法租界相当于今东起外滩，西迄西藏
南路，延安东路与人民路间区域，而宁波同乡组
织四明公所及义冢就在今淮海东路两侧，占地
$<余亩，法国人千方百计要把四明公所迁出租
界，并于 ="98年和 ="E"年两次发生冲突，造
成死伤多人的“四明公所血案”，上海的宁波人
也多次到“大自鸣钟”集会，抗议和惩罚凶手，赔
偿损失，于是“大自鸣钟”常见诸报端，直到上世
纪 $<年代，“大自鸣钟”仍是上海最著名的地名
之一。=E:;年后，这幢“大自鸣钟大楼”真的到
了寿终正寢的年代，公董局决定在霞飞路（今淮
海中路 $9;号）另建新大楼，原大自鸣钟大楼
被拆除，在原址重建“麦兰巡捕房”（H45(* I&-!

-*( J*K 2,*03) H4-/3* .(&(/40）），即今金陵东
路 =98号公安局黄浦分局楼，曾作为地名使用
的“大自鸣钟”逐渐在人们的记忆中淡去、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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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钟最
初指用青铜
铸的乐器! 明朝
中后期!西方的耶稣会
传教士把西方的 !"#!$带进
中国!许多 %"#!&到点会击钟报时!就被中国人叫作
"自鸣钟#!如明人冯时可$蓬窗续录%&"外国人利玛窦
出自鸣钟'如小香盒!一日十二时!凡十二次鸣'#这位
仁兄大概也没见过西方的自鸣钟!因为中国把一天分
为十二时辰!而西方把一天分为上午和下午!各十二
小时!西方的 '#()是中国的(时辰#的一半!所以才
被叫作)小时*+放在桌上的自鸣钟不大!但放在户外!

或装在建筑上的自鸣钟就大多了' 在中国!这种钟首
先在上海出现!上海人称之"大自鸣钟*!有些安装大
自鸣钟的地方还成为上海的地名'

上海第一只建筑自鸣钟壹

“大自鸣钟”曾是上海最著名的地名贰

江海北关的大自鸣钟叁

沪西的大自鸣钟肆

! 八一三淞沪战争董家渡遭

毁!天主堂的大自鸣钟犹在

! !"#$年%!#&'年江海北关的大自鸣钟

! 法租界公董局的大自鸣钟

! 上海邮政大楼的大自鸣钟

!

!

海关大楼的大自鸣钟

! 徐家汇气象台的大自鸣钟

!

上海跑马总会香槟票上印的跑马总会大楼建筑上有大自鸣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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