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上海的花园洋房
朱争平

! ! ! !风格迥异、各呈姿色
的老上海花园洋房，是我
们这座城市极为宝贵的文
化遗产。透过这些神秘传
奇的历史建筑，我们可以
窥见上海的历史变迁。

!"#$年上海开埠后，
外国传教士和侨商纷纷来
上海，在外滩建起了一批
砖木结构的以二层楼为主
的西式房屋，供居住和经
商之用，时人称之为“券
廊式”洋房。%&世纪末，
专供居住的花园住宅开始
在上海出现，建造和居住
者都为外国人。第一次世
界大战结束后，随着世界
经济的复苏、上海工商业
的日益繁荣，加之建筑材
料的发展和工程技术的进
步，西方各种建筑风格的
独立式花园洋房不断被引
入上海租界，中国的富有
阶层也争相效仿，使得上
海花园洋房的建设进入高
峰期。目前上海的老花园
洋房，大都建于上世纪二
三十年代。抗战爆发后，
以巨资建造花园洋房者甚
少，只有少数巨贾豪富鉴

于市场通货膨胀，转向投
资兴建花园洋房，使上海
近代花园洋房的建设进入
尾声。
老上海花园住宅的分

布与租界的扩展有着密切
的关联，呈由东向西发展
的趋势。就区域而言，徐
汇、长宁、卢湾、静安是花
园洋房最为集中的区域，
虹口、黄浦次之。就路段
而言，衡山路、武
康路、复兴西路、岳
阳路、湖南路、永
嘉路、思南路、华
山路、新华路、愚
园路、虹桥路、延安西
路、陕西北路、铜仁路等
都是花园洋房分布比较密
集的路段。据不完全统
计，从上海开埠到 %&'&

年上海解放止，全市各色
花园洋房达 ()))多栋。
上海之所以被誉为近

代“万国建筑博览”，花
园洋房的建造功不可没。
最初建造的老上海花园洋
房受西欧文艺复兴思潮的
影响，多为欧洲古典主义
建筑风格。 %&%& 年后，
上海花园住宅的建筑形式
大多为英国乡村别墅式。
到上世纪 $) 年代，西班

牙式住宅流行。') 年代
前后，受国外现代建筑思
潮的影响，上海开始出现
现代式花园住宅。位于延
安西路 *' 号的嘉道理住
宅、愚园路 %%+*弄 $%号
的王伯群住宅和淮海中路
%(', 号的盛宣怀住宅，
是上海仿古典式花园住宅
的代表性建筑。位于虹桥
路 -'%& 号的沙逊别墅和

华山路 "'&号的丁
香花园，则是上海
乡村别墅式建筑的
经典代表。位于思
南路 ,$ 号的周公

馆和汾阳路 '( 号的丁贵
堂住宅，堪称上海西班牙
式花园住宅的典范。位于
铜仁路 $$$号的吴同文住
宅和淮阴路 -))号的姚氏
住宅，则又是上海现代式
花园住宅的范例。除此以
外，老上海的花园住宅还
有北欧式、地中海式、意
大利式、美国殖民地式、
混合式、东南亚殖民地
式、中国传统式等多种不
同的建筑风格。

老上海的花园洋房，
历经过上海近代以来的风
云际会，见证了十里洋
场、花花世界的荣辱兴
衰。每一栋花园洋房都是
老上海历史的一个片段，
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位
于香山路 ,号的孙中山故
居，曾经是酝酿国共合作
之地。位于皋兰路上的张
学良寓所，是当年谋划
“西安事变”的地方。思

南路周公馆，是当年周恩
来与国民党军警特务进行
“公开的地下斗争”的场
所。思南路 ", 号，是京
剧大师梅兰芳在上海定居
长达 -( 年之处。东平路
&号，是蒋介石与宋美龄
的“爱庐”。虹桥路 %%')

号，则是美国飞虎将军陈
纳德和陈香梅的寓所。还
有依照当年马勒最宠爱的
小女儿一个梦境设计的马
勒别墅，民国第一任内阁
总理唐绍仪旧居，老上海
帮会大亨黄金荣、杜月笙
的公馆，国民党将领白崇
禧和著名作家白先勇父子
住过的白公馆等等，无不
承载着当年上海滩的传奇
故事。正如雨果面对塞纳
河边的巴黎圣母院所发出
的感慨一样，建筑是石头
写成的史书。
建国后，老上海花园

洋房的保护和再利用走过
了曲折发展的历程。自
%&"* 年上海被国务院批
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开
始，优秀近代建筑保护才
真正提到议事日程。-)多
年来，上海市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法规，规范了优秀
近代建筑的保护措施，使
得老上海花园洋房的保护
和再利用有了法规保障。
老上海花园洋房具有

丰富的历史、艺术、社会、
经济和生态价值，它内藏
的底蕴绝非一砖一瓦所能
砌成。经过百年沉淀，它
已成为历史文物与城市文
化双重性质的建筑。保护
和再利用好这批历史建
筑，是传承历史文脉，塑
造城市特色的一项重要任
务，我们应当努力。

十日谈
贤城家风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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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

! ! ! !假如你喜欢观看轻松有趣的电影，
韩国《奇怪的她》算是一部。此片含有
奇幻特质：一个 ,)多岁的老太太，在
照相馆照了一张相，转眼间就变成了
-)多岁的大姑娘。呵呵，现实生活中
哪有这种事，这是许多人脑袋中的幻
象，这是许多人大白天的梦想，拍过
《熔炉》的韩国导演黄东赫，把幻象变
成了电影中的真实，把梦想当成了生命
的一种追求。
无论如何，电影一开始把女人比作

球的比喻令人忍俊不禁：“如花似玉的
十几岁像篮球，为了抓到高高飞起的
球，男人们会拼尽全力伸手去抢；二十
几岁的女人是橄榄球，为了抢到球，男
人们会如疯狗般互相撕咬；三十几岁是
乒乓球，虽说为球而战的男人数
量减少，但对球的注意力还是不
错的；中年女人是高尔夫球，一
个球一个男人，男人一心想着挥
杆让球飞得越远越好；过了中年
的女人，男人就只能躲避球了。”
谁喜欢变老呢？老太太吴末顺的
儿子是大学教师，他在课堂里提
问对老年人有哪些偏见，学生说
出一大堆：有皱纹和老年斑、像
乌龟行动太慢、身上有股味道、
脸皮厚不知道丢脸……老太太一
出场，就让我们看到她身上的缺陷：脾
气大，常和人争执甚至动手，对儿子事
业有成沾沾自喜，对儿媳做事颇多不
满，对孙子处处溺爱有加……她似乎不
受人欢迎，除了同在咖啡馆工作的老鳏
夫老朴，她险些被儿子送进养老院。
老太太“变形记”仿佛一下子摆脱

了所有烦恼：重回青春，有美丽的容
颜，当起乐队主唱，不乏异性追求者。
但是，电影不是要时光倒流，它要在现
实环境下，让一个有着青年面孔老年心
境的人，上演一出生活喜剧，所以，新
的烦恼和矛盾接踵而至。《奇怪的她》
是一部老年童话，再也没有比一个漂亮
女孩做着老年人的举动更令人发噱了。
扮演青年吴末顺的是沈恩京，%&&' 年
生。看她穿着被青年人讥讽为复古风的
衣服在马路上摇摇晃晃奔跑的古怪样

子，你还真的被她演技折
服，木讷的神态、滑稽的
表情、夸张的动作、说话
的语态、走路的姿态（比
如走碎步、佝偻着腰、身
体左右摇动）……青年和老年，外表和
内在，分裂的两种人被有趣、故意、夸
大地集合在一个人身上，喜剧效果极其
浓郁。沈恩京以此角色荣获韩国百想艺
术大赏最佳女主角奖。
角色的位移和身份的变化，使得吴

末顺与周围环境不相协调，人与人之间
关系也变得喜感十足。在地铁车厢，教
一个年轻的妈妈应该怎样带孩子，怎么
喂奶，人家看着比自己还年轻的女孩教
训自己怎会买账；和老朴有着感情，两

人相亲相爱的动作，在外人看来
成何体统；孙子喜欢上吴末顺，
吴末顺对年轻的电视制片人产生
一种说不出是什么的感情……这
种阴差阳错的事情，其实都是枝
节末叶。在吴末顺主唱的一首歌
里，随着过去镜头的重现，我们
看到她的不幸，看到她为抚养儿
子吃尽苦头，看到她没有青春，
看到她渴望年轻，看到她希望重
活一次的强烈愿望。
童话终有结束的一天：孙子

被车撞，唯有吴末顺的血可救命，可一
旦血被抽，她又将回复到老年的模样。
儿子在知道年轻的吴末顺是自己的妈妈
后，他不愿妈妈再变老，对妈妈有一段
深情告白：“曾经有个年轻的单身妈妈，
小孩病得很重，她很穷，什么事也做不
了，她把孩子抱在怀里，含着泪水说：
‘坚持住，宝贝。’我会救我的孩子。请
你走吧，当你走后，不要吃垃圾桶里的
食物，别为了孩子牺牲一切，也别有一
个像我这么坏的儿子。”满脸泪水的吴
末顺说：“即使我重活一次，我还是愿
意走我以前走过的路，这样我可以做你
的妈妈，你又可以做我的儿子了。”
“我做了一个好梦，当然是非常有

趣的梦。”返老还童的美梦终于醒了，
可有了这一段经历的吴末顺，变老了又
何妨？

一位贤囡的青春岁月
王安诺

! ! ! !奉贤钱桥敬老院的龚瑞贤
去世前一个多月，脑子已经糊
涂了，总说自己尿湿身上难
受。同屋老人说，小周啊，这
件事你做不方便的，周丽娟便
叫来母亲一起帮老人换洗。那
天，她买了西瓜、香瓜，洗净
切好送去，却听说老人去世
了。她含着眼泪为老人办理后
事，在殡仪馆整理好遗容火化
时，工作人员将她的名字填写
在亲属一栏里，抬头一行是
“父亲大人”。

周丽娟不是龚瑞贤的亲生
女儿，却连亲生女儿也做不到
地悉心照顾了他们夫妻十三
年。-))- 年，还在读高一的
周丽娟作为志愿者来到钱桥敬
老院服务，她发现一对瘦弱的
老夫妻病歪歪躺在床上，上前
一问，大伯两腿残疾，阿婆有严
重腰椎病，低保，无儿女。强烈
的怜惜之情袭上小周心头。当
时，她没想到，老人更没想
到，他们今后的生活就从这次
偶然的相识彻底改变了。
龚瑞贤 -)%$年去世，活了

,' 岁。生前他多次对周丽娟

说，小周，要没有你，我早死了。
周丽娟 %&"'年出生，当年

%"岁，美丽的花季岁月，在来往
于学校和老人出租屋之间度过。
同龄女孩用零花钱买新衣服，吃
洋快餐，周丽娟用零花钱买鱼买
肉，新鲜瓜果给老人送去，他们
收入低，大多付了医药费。
同龄女孩放学后逛街，看电

影，玩上网，
周丽娟一放
学就往老人
家赶，打扫
卫 生 ， 炒
菜，刷碗，送热水，然后赶去上
晚自习。
同龄女孩吃现成饭，衣裳有

妈妈洗，周丽娟学理发，行动不
便的龚瑞贤，头发都是她理。那
年酷暑夏阿婆头砸伤，头皮结起
厚厚的痂，小周为她剪个短发，
又洗又吹，弄得清清爽爽。
高中毕业周丽娟参军了，她

放不下两位老人，妈妈说，你去
吧，我来照顾他们。临走，她给
老人家里装了电话，部队允许每
周一次的电话里，她向老人问寒
问暖。休假回来，她背包一放就

往老人家里跑。
十三年来，吃的，穿的，用

的，从鱼肉瓜果到最后几年的尿
不湿，花在老人身上多少钱，周
丽娟没算过。
十三年，漫长得远远超过世

俗的理解，曲解，质疑，难听的
话语不时传到耳朵里，周丽娟委
屈，伤心，流泪，惟独没有想过

放弃，面对
很 多 为 什
么，她只有
一句话：“我
就 是 不 放

心”。“他们余年不多了”……
复员后，周丽娟担任某建筑

公司副总经理，工会主席等多种
职务，但她把爱心延伸到更多老
人身上，-)%)年大动迁中，她帮
助多户老人整理，打包，搬家。
区，市，全国，多种荣誉纷

至沓来。-)%% 年周丽娟荣获全
国孝亲敬老之星。周丽娟决心把
尊老爱老传统美德在奉贤发扬光
大，发动更多的人为老服务，她
通过网络，电话召集和挑选一批
志愿者，-))& 年，在团区委，
团镇委的倡导和扶持下，以周丽

娟名字命名的志愿者服务队成立
了，七十多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青
年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来，
他们定期为社区独居老人、空巢
老人和困难群体服务，也把影响
扩展到整个奉贤。如今敬老爱老
成为奉贤千家万户的家风。

周丽娟的童年，父母很忙，
上下学从不接送，她很小就会烧
饭。奉贤民风淳朴，父母都是善
良朴实的人。母亲难得包一次馄
饨，不会忘记给左邻右舍送去，
谁家有困难会主动帮。她跟小丽
娟说得最多一句话其实很简单，
就是“要多做好事，做善事”。小
周现在有个 (岁的儿子，从小在
妈妈行为的耳濡目染中长大，刚
会走路，妈妈就牵着他的小手往
返于去照顾爷爷奶奶的路上。小
家伙很懂事，外婆腰不好，东西
掉地上，他会飞跑过去替外婆捡
起来。小小的心灵已有朦胧的荣
誉感，跟着志愿者服务队去为老
人服务时，每次都坚持要由他举

旗。
明日请看

《霓裳羽衣一
生情》。

神迷萤火虫洞
陆海光

! ! ! !年少时，我家楼
前有个花园，虽然面
积不大，但在父亲的
精心呵护下，居然也
能草木繁盛，四季花
开。夏夜，还会有萤火虫忽明忽暗，在月光下飞舞。

那时我爱读书，也许受“车胤囊萤夜读”的影
响，总想用萤火虫照亮夜读一定很有诗意。暑假的一
天，我用一片纱，自制一个网兜。在夜色中，迎着点
点绿色荧光，网罗了十几个可爱的小精灵，然后，小心
翼翼地把它们装入一个原用来装针剂的小瓶内。怕小
生命呼吸不畅，我用缝衣针在橡皮瓶盖上扎了好多针
眼。小精灵在小瓶内惊恐地爬来爬去，时而也能发出
点点荧光。我特意关上灯，拿来一本书，用小瓶照着书
阅读。天呐，微弱的忽明忽暗的荧光哪能读书哇。
也许因少年时这段童话般的梦，今春去新西兰北

岛参观怀托莫萤火虫洞特感兴趣。
怀托莫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新西兰土著毛利人生活

的地方。居住在这里的毛利人早就知道这里有一个神
秘的萤火虫洞，但他们不虚荣不张扬，就怕世俗惊扰
了这片宁静的土地。直到 %"",年，一位叫梅斯的英
国测量师，千里迢迢来到怀托莫，苦口婆心地，也不
知用什么艺术语言说服了当地的酋长，这才协助梅斯
向世人揭开了萤火虫洞的神秘面纱。
新西兰人很懂得珍惜和保护自然资源。我们进洞

参观前便被告知：不许摄影，否则罚以重金，罚金足
可买一架佳能 .*。因为小生命对生存环境极其敏感。

进洞后，我们 "人分坐一条小船。
小船没有任何动力装置，完全靠“船长”
很原始地拉着悬在洞中的绳索前行。船
在暗溪中滑行一段时间后，停了下来。
“船长”轻声细语地示意我们抬头观望。

哇！成千上万的萤火虫悬在头顶，明明灭灭，闪闪烁
烁。就像站在东方明珠看万家灯火；夏夜躺在草地上
看满天繁星；荧光倒映在水面上，又如群珠落银盘。
煞是壮观！
据介绍，这里的萤火虫幼体长达 -厘米左右。它

们会放出一根长而粘的细丝，从空中垂下，一旦昆虫
碰到细丝，就会成为萤火虫的美餐。萤火虫发出忽明
忽暗的绿光，那是为了吸引小虫自投罗网。萤火虫的
生命周期为一年，其荧光随着年龄增长而渐趋明亮。
长到 &个月的萤火虫，就会蜕变成 -/(厘米长的双翅
长脚昆虫。如此弱小的生命发出的光亮虽然微弱，但
成千上万只萤火虫发出的生命之光就会显得非常壮
观，就会震撼沉寂的黑暗。

过婺源访俞有桂先生获宴龙尾山芙蓉溪!

秦史轶

! ! ! !黛瓦青砖白粉墙! 山村宛在水中央" 玄蝉古树鸣

声远! 赤鲤清泉柴灶香"" 春日黄花蛱蝶雨! 秋霞红

叶板桥霜" 游人此去欲何往! 半亩方塘映天光#"

!俞有桂先生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
州三雕）项目代表传人、江西省工艺美术大师。"赤
鲤者荷包红鲤也，出此地，传为古时进贡之物。#朱
熹，宋时婺源人，余喜其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
云影共徘徊”，用此。

从俞有桂先生游览江湾诸景及其工作室
徽州有巧匠! 今日方瞻望" 红豆雕弥勒!! 黑檀

凿凤凰" 清明砖上图! 耕读壁间墙"" 朱子街前路!

萧祠识蒯祥#"

!：红豆，红豆杉。"：大型砖雕 《清明上河
图》为其得奖作品，“渔樵耕读”为其常用题材。#：
萧祠，萧江宗祠，为江南名祠。始建于明万历六年，
后毁于兵燹；再建于一九二四年，复毁于“文革”。
二零零三年俞氏接手重建。祠中有石碑记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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