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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我曾自忖，声名远扬的大华饭店在经历
了 !"#$年 %&月 %日蒋宋婚礼的辉煌后，为
何会像一颗耀眼的流星一闪而过，匆匆歇业
关门？以及半球形穹顶何时被拆搬来袁宅？我
曾求教上海史专家，可在很长时间里不得其
解。《消逝的上海老建筑》一书为我找到了答
案，说在 %"'(年左右，饭店发生大火，建筑尽
毁。%"')年利用废墟改建为大都会花园舞
厅。我从思南路 )%号的建造时间看，那大华
饭店的这场大火一定在 %"'(年之前的二年
中，很有可能在 %"&"年*%"'(年之间。但有
些问题我至今未解，那就是那个球形穹顶怎
么会被袁左良移来的？是被他高价买来还是
低价收购来的？沈福煦、沈燮癸在《透视上海
近代建筑》一书中说大华饭店有两个圆形小
穹顶，另一个今又在何处？
因圆厅是这栋房子的精华所在，故每有

客人来最值得向他们介绍的就是圆厅了。凡
到过这栋房子的人看过圆厅后都会对之留下
非常深刻的印象。&(($年 $月 $日，我拜访
文史馆馆员李卓云先生时向他询问这栋房子
的历史，没想到他与房主人的儿子竟然认识，
令我十分惊喜。他回忆说：“这栋楼主人的儿
子叫袁河，解放初期是光华大学的学生，喜欢
话剧，曾邀我们同仁一起到他家里跳舞。我记
得第一次去，那圆厅富丽堂皇，边上还有个酒
吧。我一共去玩了三四次，圆厅给我留下的印
象特别深。”
徐国昌先生回忆说，他上世纪 )(年代与

袁左良接触时，感到袁已感悟人生，改弦易
辙，与前似已判若两人，那时其为合筹资助故
乡教育和捐助黄炎培中华职教社，总是巨款
输将，从不吝啬，俨然已是一位贴心民族、乐
于奉献的爱国人士。当年他帮前辈严惠宇办
事，定期到马路对门的思南路 )%号去拿袁左
良签的银行支票，每次数目都是蛮大的。记得
袁左良在圆厅接待他，因而圆厅给他留下的
印象是相当宽敞，舒适明亮，里面布置着沙
发。他一般上午去，拿了支票礼节性地说几句
话就告辞了。他说袁左良身材并不高大，瘦瘦

的，穿着长袍，头戴瓜皮帽。至于以前所言的
烟灯烟枪未见踪迹，也从未闻到烟味。

老洋房传扬着敬老崇文的佳话
这栋房子究竟是怎么从私产转为国家所

有的？据商友敬先生在《新民晚报》撰文回忆：
“袁左良解放后曾任公私合营银行董事，有一
回到我家与先祖义佐成公叙谈，我亲耳听到
他说：这个房子不能住了，地价税太大，我住
不起了。但他一直到‘文革’前夕才搬走，%"++
年故世。”王洁之馆员说：“当初，他欲以 %%万
元出让这栋房子，但因不答应对方的 %(万元
还价，此事遂罢。但他后来因付不起二三万元
的房屋维修费，由朋友介绍，通过江苏（省委）
统战部与上海（市委）统战部，将房让给了国
家，再由国家分房给他。”对于房屋的转让问
题，&((,年 %月 ,日上海市卢湾区落实私房
政策领导小组办公室在致房屋租赁使用单位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函中称：“该房屋 %"+,

年 )月起由上海市房地产经租公司负责大修
经租，每月租金 )')元，按月由业主收取。同
年 $月，上述房屋经业主申请，市房地局批
准，全幢房屋纳入社会主义改造，私改时业主

没有要求留房。”&((+年，上海市卢湾区落实
私房政策领导小组办公室对业主亲属拥有该
房二楼建筑面积 &,(平方米房屋的产权落实
了政策，给予适当经济补偿。从此，这栋房子
真正成为国有资产。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设立于 %",'年，是党

和政府为团结和安排党外老年高级知识分子
而设立的、具有统战性和荣誉性的文史研究
机构，以敬老崇文为宗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为己任。文史馆馆员大都是社会贤
达、知名人士。成立初馆址选定永嘉路 +&'号
一栋独立楼房。随着馆务的发展，馆址迁往岳
阳路 &+%号，后又迁宝庆路 &&号。在“文革”
中文史馆被视为“牛鬼蛇神庇护所”遭关停。
%"$-年 +月，市文史馆恢复机构，并于 %"-%

年元旦与市人民政府参事室由泰兴路文化俱
乐部临时办公处同时迁入思南路 )%号新址。
从此这里成为文史馆员开展文史研究，诗词
吟唱，挥毫泼墨，交流学习，举办书画展览，进
行中外文化交流等各项活动的场所，留下许
多敬老崇文的佳话。圆厅成为文史馆和参事
室两家单位接待贵宾之地。上世纪 "(年代
中，参事室迁址它处办公，思南路 )%号就成

为文史馆一家独用的办公楼。今天在房子底
楼正门入口的白色大理石墙壁上，镌刻着书
画金石大家、文史馆馆员钱君匋书写的“敬老
崇文”四字，熠熠生辉，寓意深刻。房子里布置
了十多位文史馆的著名书画家的作品，其中胡
问遂和赵冷月两位已故海上书法大家的作品
都是围绕文史馆的工作性质和任务而写的，给
人的印象特别深。胡问遂的作品是“弘扬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赵冷月写的是“老有所养，老
有所为，老有所乐”。

改革开放 '(多年来，这栋老洋房经过
了几次大修，外墙的颜色一直保持淡黄色不
变，显得特别耀眼，给路人留下不同凡响的
印象。&%世纪初，上海市人民政府为使文史
馆更好地开展敬老崇文工作，扩大文史馆馆
员的活动场所，将与思南路 )%号东面并排
相连的复兴中路 ,&) 号原属上海建工集团
的一栋独立式花园洋房划拨文史馆使用。
&((,年，文史馆将思南路 )%号部分出租的
房屋（包括圆厅）收回，并于次年在对房屋作
大修时，将东西两栋房子和花园联成一片，
把原放置在思南路 )%号大门正对小花坛中
的文史馆首任馆长张元济的半身塑像移置
到两栋房子南面的花园草坪里。当我在庆幸
老洋房重生之际，既充满了难抑的喜悦之
情，也生出些许的遗憾，那就是这栋老房子
在近 '(多年的风雨历程里，有些地方遭到
了不少本可避免的改变，留下了经济大发展
时代人们因追求经济效益或对文化保护认
识不清而造成对文化破坏的痕迹。
以史为鉴，鉴往知来。如今，伫立在思南

路复兴中路口向北眺望，透过梧桐和香樟的
繁密叶子，思南路 )%号花园洋房的黄墙红瓦
格外引人瞩目，在喧嚣的大都市里，这栋经历
了风雨岁月洗涤的老洋房益显高雅、厚重，使
人感到上海这座中国近代化起步的城市深厚
文化底蕴和充满无穷魅力，更感叹中西文化
的碰撞、交融极大地推动了文化的发展，为世
人留下一份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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