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年法租界扩张，华山路以东的区域
被划进法租界。在未划入租界之前华山路一带
的地价相对较低，李鸿章在华山路一带圈进多
少土地已无人知晓，当初的丁香花园占地多少
也无人知道。在 !"$%年出版的《上海市行号路
图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在距离丁香花园仅
一二百米的安福路 &'(号内是一块占地不小
的墓地，这里就是李鸿章衣冠冢。李鸿章是靠
淮军在上海起家的，'(%)年继曾国藩任直隶
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
济大权，驻天津。但其妾浦氏与正妻赵氏不睦，
所以正妻住天津，妾住上海。!")!年李鸿章逝
世后，妾为李鸿章建衣冠冢。墓地占地约 *亩，
设有甬道和主墓，主墓为灰浆垒建的圆顶墓，
墓上建有六角形亭，亭的六面均设有窗户，从
南门经甬道进入墓地，北侧则是园林。'"+$年
上海市电影发行公司将墓拆除建成房屋，据
称，当时石墓穴中发现一大二小三口铜棺，按
中国葬俗，其中大棺应该是李鸿章的衣冠冢，
两口小的应该留给正妻赵氏和妾浦氏的。我在
博物馆工作多年，未在旧账或旧档中发现李鸿

章衣冠冢物品的记录，这些东西已不知去向。
但有一点也许可以肯定，衣冠冢距今丁香花园
仅百余米，这个衣冠冢当初应该是建在丁香花
园内的，当大清王朝倒台后，李鸿章家族的地
位不再显赫，甚至有点尴尬，丁香花园被分块
出卖，才使衣冠冢从园内到了园外。

在丁香花园的东北或衣冠冢北面约百余米
处是“枕流公寓”，据说该地块也是原丁香花园的
一部分，'",)-'",'年被建为公寓，有多户李氏
后人居住在公寓内。该公寓的英文名为 ./001!

2345 678/9:5;92，直译应该是“河边公寓”或“溪
边公寓”，不过，“枕流”则出自成语“枕流漱石”。
《世说新语》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孙子荆对王武
子讲，他将远离喧嚣的城市，隐居到荒野去过以
石为枕，以泉为饮的悠闲生活，也许是话讲得急
了，就把“枕石漱流”讲成了“枕流漱石”，于是王
武子发难曰：“难道水流可以当枕头，石头可以
漱口吗？“孙子荆机敏过人，才思横溢，就将错就
错地解释：“所以枕流，欲以洗耳；所以漱石，欲
砺其齿。”大意是：以流水为枕，可以洗尽耳根，
免除嚣闹，以石当饭，可以磨练出铜嘴铁牙。此
虽是文人的做作，但“枕流漱石”作为成语，喻远
离世俗，潜心静思，磨练意志。中文的“枕流公
寓”比英文的 ./0012345 678/9:5;92雅趣多了。

! ! ! !李鸿章是中国洋务运动的先驱和首领，'(
世纪 <)年代起，在他主持和支持下创办的近
代实业有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轮船招商
局、开平煤矿、漠河金矿、中国电报局、上海机
器织布局，这些洋务主要由他的幕僚和干将盛
宣怀（杏荪）实施的。甲午战争的战败给国人以
最大的震惊，中国掀起了变法维新的浪潮。

'("<年李鸿章出访欧洲时曾与比利时国
王商谈修建从北京卢沟桥至汉口的“卢汉铁
路”，比利时深知，得不到欧洲大国的支持，他
们不可能独揽如此大的工程，遂与法国银团合
作，至于李鸿章为何不直接找英、德等大国，而
愿与比利时合作，当然涉及到当时的政治原因
或其他关系。次年 +月，盛宣怀以“大清国督办
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头品顶戴太常寺卿”的头
衔与比利时代表在武昌签订《卢汉铁路借款合
同》。建设、经营、管理铁路需专业和专门的人
才，在《合同》签订前，在李鸿章授意下，盛宣怀
就在天津和上海分别创办“北洋公学”和“南洋
公学”，即现在的天津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

南洋公学是 '("%年收购徐家汇的一家缫
丝厂旧址创办的，最初只招师范生 ,)人，中院生
'))人，实招人数不及一半，但为了不影响开学，
盛宣怀决定按时开学。次年，原南京汇文书院校
监（即校长），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福开森（=0>;
?8@A3; B5/CD20;）应邀任校监，福开森任期内将
校舍扩充至 '+)亩，并建造了中院与上院的教
育楼，今交大校址内的图书馆即原来的中院，而
上院则在上世纪 +)年代扩建中拆除。'")%年福
开森还私人出资建造福开森路，即今天的武康
路。除校舍外，南洋公学还购进相邻土地，计划用
于建造教师和学生的宿舍，如今淮海中路与华山
路东北角的一幢洋楼就是校长宿舍，相邻的“又
斯顿公寓（今登云公寓）”等是高级员工宿舍。

南洋公学于 '")&年改称上海商务学堂，
'")<年直辖邮传部，改称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
学堂，'"'E年改称南洋大学，'"E'年与唐山工
专、北京邮电学校、铁路管理学校合并后改称交
通大学，上海学校冠以“上海”。今上海交通大学
的华山路校址已被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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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沪西华山路是上海知
名度较高的马路!尤以环境
优雅闻名沪上"华山路几经
更名" !"#$年以李秀成为
首的太平军东进军逼近上
海!江南局势发生明显的变
化!租界当局与清政府联手
镇压太平军" 上海西行无
路!李鸿章同意租界当局在
租界外筑路! 以利军行!这
种路称之#越界筑路$%旋法
租界沿肇嘉浜北岸筑从斜
桥通徐家汇的马路!称&法
徐家汇路$! 英租界筑从静
安寺至徐家汇的马路!称
&英徐家汇路$% 二条均称
&徐家汇路$ 的马路容易混
为一谈!!%&' 年公共租界
将&英徐家汇路$重新命名
为&海格路$!以纪念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为英法战胜德
国作出贡献的英国陆军元
帅海格'()*+,-. /-0+(!

!%12年改称华山路% 华山
路是由李鸿章批准建造的!

沿路有不少李鸿章的产业!

以及与李鸿章有关的故事!

听我一一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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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丁香花园
即“尚书花园”

! ! ! !华山路 ($"号的丁香花园是李
鸿章府邸，建于清代，具体年份不
详。坊间流传，李鸿章妾名丁香，造
园时又在园中广植丁香树而得名。
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李鸿章集》中
确实记录到李鸿章有一妾叫“浦
氏”，但并没有提到她的名字。中国
古籍中讲的“丁香”（F@0A5）属桃金娘
科常绿乔木，是热带植物，产于印度
尼西亚，药用部分是其干花蕾，形似
锈蚀的半寸小钉子，味芬芳，故称
“丁香”，一种略大者似鸡舌，故又称
“鸡舌香”。据记载，西汉时爪哇（即
今印度尼西亚）派使者到中原觐见
中国皇帝时口含鸡舌香，以使口气
芳香。汉应劭《汉官仪》中记：“尚书
郎含鸡舌香伏奏事，黄门郎对揖跪
受”，就是尚书上朝面奏时须口含鸡
舌香，以免口臭熏坏了皇帝，黄门郎
下跪接受奏折，于是“含鸡舌香”成
为典故，喻尚书、丞相或有资格上朝
直面皇帝的大官。如刘禹锡诗：“新
恩共理犬牙地，昨日同含鸡舌香”，
明上海人顾瑛诗：“鹿门何处真成
隐，鸡舌他年自可含”等。这种丁香
生长在热带的印度尼西亚，中国的
广东已罕见，纬度偏高的上海地区
不可能种植和生长。
中国的黄河流域生长一种属木

樨科的“紫丁香”（GH/3;C AD@C8/32），
以其干花蕾与丁香的外形相似，也
含有香气而被叫作“丁香”，但不入
药。紫丁香是北方树种，不适宜在上
海种植和生长，实际上丁香花园内
也没有种植这两种“丁香”树，当然，
丁香花园就不可能以种植丁香树而
得名的。
换一种思维方式，中国典故以

“丁香”或“鸡舌香”喻尚书，而李鸿
章的官位就相当于尚书、丞相，是
“含鸡舌香”者，但“鸡舌”一词太粗，
他的下属或他人就把李鸿章的府邸
叫作“丁香花园”，也就是“尚书花
园”。我想，这是对“丁香花园”最合
理的解释。
丁香花园内二层英国式小楼是

花园的旧物，园内有蜿蜒曲折的琉
璃瓦龙墙，今人也认为是李鸿章时
所建，实际上稍有常识者就知道，龙
是皇帝或王宫专用图案，而李鸿章
是大清权臣，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在自己的花园里建一龙墙，这岂不
是自触龙颜，用上海话讲就是“自家
寻棺材困”吗？据我所知，丁香花园
在民国时期一度归张石川所有，张
就利用花园改作摄影棚，为拍摄电
影《火烧红莲寺》而对花园进行改
造，其中包括增建了龙墙。

今丁香花园占地约 E公顷，内
设有餐厅，部分对社会开放。

贰 李鸿章衣冠冢及
枕流公寓

叁 从南洋公学到
交通大学

肆 李公祠与复旦
中学

! ! ! !今华山路 '<E(号的复旦中学旧址原为纪
念李鸿章的祠堂李公祠。'")'年李鸿章逝世，
盛宣怀奏请在上海建李公祠，'")$年奏准，盛
宣怀让出一块与南洋公学相邻，位于法华浜（部
分相当于今法华镇路）东岸，原留于建设校舍的
土地 EE亩建祠，祠内主殿额书“丞相祠堂”，面
对祠堂有一戏台（'"("年被拆，我在现场），东
侧有假山、御碑厅、御碑三通。'("<年李鸿章出
访欧洲期间，德国最大的钢铁、军火生产商克虏
伯公司（I/D77 J:KLM决定为李鸿章铸铜质立
像，计划作为 '"),年李鸿章 ()华诞的寿礼，
但铜像尚未完工，李鸿章就逝世了，公司也在筹
划，这铜像于何时以什么方式运到中国为宜。
李公祠按计划于 '")<年落成，克虏伯公

司与大清驻奥地利大臣（即公使），李鸿章之子
李经迈（季皋，一作季高）协商，同意将铜像立在
上海李公祠，由德商信义洋行负责运到上海并
安装，于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年 E

月 E'日）行揭幕礼。铜像为立像，纯铜铸造，像
高九尺六寸，李鸿章头戴顶戴，身披黄马褂，左
手持佩剑，连大理石底座总高 E"尺有余。基座
上有铭文，镌“大清国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
等肃毅伯李公七十四岁（时 '("<年访欧时像）
造像”，另有铭，曰：“星宿有时陨，既下则光彩全
无。英豪治世之功勋，历久而犹能昌炽。毕生谟
烈，虽万代后，其事迹行踪，尚丕焕不坠。”此文
字不知出自何人之手笔。

清帝逊位后，大清遗老遗少也不被人重
视。旋由民国政府将李公祠拨给复旦公学（复旦
大学前身）为校址。'"EE年复旦大学迁江湾新校
址，李公祠即为复旦大学附中校舍，后因大学与附
中间冲突日益激烈，附中宣布脱离大学，称“复
旦中学”。'",)年国民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令，
定李公祠为复旦中学永久性校址。李鸿章铜像
毁于解放初，铜像及基座去向不明，今“丞相祠
堂”建筑犹在，并已被公布为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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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上海地图中标的李鸿章衣冠冢

"

! '点石斋画报(绘西人在英徐家汇路

)撒纸赛马*+ 左侧的建筑即静安寺

"

南洋公学时期的教学楼

" 南洋公学师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