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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上海正在进行着大规模的城市建设，一条条通衢大道纵横交织，一座座摩天大楼鳞次栉比时，人们
却逐渐关注起了那些历经沧桑的老房子，因为它们不仅仅是造型、风格各异的建筑，更主要的还是其
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本书作者杨嘉祐先生长期从事上海优秀近代建筑的勘定及保护工作，他在书中所选的老房子均为上海
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单位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让我们一起来倾听这些老房子的沧桑世事。
     本书所选的老房子均为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单位或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自1999年初版以来，深
受广大读者喜爱，至今已重印5次。
本书为全新修订本，作者杨嘉祐先生根据近年来收集到的最新资料及研究成果，对原书内容进行了大
幅度的修订、增补、并新增了25幢老房子。
作者长期从事上海优秀近代建筑的勘定及保护工作，在他的娓娓叙述中，读者能对这些老房子的来龙
去脉、世事沧桑有说细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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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嘉祐，1920年7月生于上海，曾就读于震旦大学。
早年曾任杂志社、书店编辑。
1952年到上海市文化局工作，1954年起从事文物博物馆工作。
曾多次参与全市文物普查，主持或参与修复豫园、嘉定孔庙、徐光启墓等名胜古迹二十余处。
近年来又参与勘定上海南岛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单位及拟定保护措施的工作。
上海博物馆研究员、中国建筑学会及上海市建筑学会会员，曾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员。
著有《上海名胜古迹》、《上海风物古今谈》、《上海文物古迹的故事》及《豫园》等，并任《上海
文物博物馆志》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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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亚细亚大楼(曾用名：麦克倍恩大楼)    地点：黄浦区中山东一路1号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外滩
建筑群之一    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单位    现在使用单位：友邦保险公司等    位于中山东一路延安
东路口的亚细亚大楼，人称“外滩第一楼”，这样的称呼一是因为它位于外滩中山东一路1号，二则
是因它建成于1916年，高七层，建筑面积上万平方米，是当时外滩最高大的一幢建筑。
    上海开埠后，此地原是英商兆丰洋行的产业，后来转让给美商旗昌洋行。
1891年旗昌洋行停业，一度归轮船招商局所有，后又几经易主。
1913年由麦克倍恩公司投资，拆去旧屋，兴建大楼，1916年竣工，原名为麦克倍恩大楼(也有写作“麦
边”的)。
1917年，大楼为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购下，遂名亚细亚大楼。
    旧中国民用和工业所用的石油，都要从外国进口，19世纪80年代以后，民间多舍弃以油盏灯、红烛
照明的习惯，而改用火油灯(又称洋油灯)，石油销路日广。
上海是中国最早进口石油且销量最大的口岸，当时的石油均由外国洋行销往中国，其中美国洛克菲勒
集团所属的美孚洋行最早经营中国石油生意，当时美孚洋行从印尼运来的石油抵达上海后，都由著名
商人叶澄衷包销。
1900年美孚在上海设立公司，1904年又在上海建立了油栈。
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也于1907年在上海九江路7号成立办事处。
亚细亚公司是英国壳牌运输贸易公司与荷兰皇家石油公司合设的子公司，总公司在伦敦，分公司遍布
五大洲。
在中国则有华南公司(经营香港、广东、广西及福建的石油业务)、华北公司(经营上海及中国其他各省
的石油运输销售和储藏)。
1914年美商德士古火油公司也来上海设分公司，开头声势超过亚细亚，但亚细亚毕竟是世界第二石油
垄断组织(当时美孚排名世界第一_)，德士古不久就屈居第三。
三家为争夺中国市场均使尽浑身解数，白热化的竞争延伸到了农村及小城镇。
当时在中国乡间沿铁路、公路、河道旁房舍的白粉墙上，常能见到这三家的广告。
农村的不少小烟杂店，也都钉上他们的牌子，作为其销售点。
    不久后，当中国人自己的光华石油公司建立后，这三家便相互串通，以降价使光华经销的火油销售
困难，租界工部局也不给光华的加油站发照会(执照)，光华最终为美孚收购。
    亚细亚公司每年的石油销售数量，占中国需求量的四分之一，大赚其钱。
公司在上海还有三大油库，分别位于高桥沙、凌家木桥和西渡。
亚细亚刚在上海成立办事处后，就试图用低价倾销的办法抢占中国市场，1908年，其每听火油净重15
千克，售价只有0．75元，到1926年每听为2．50元。
    亚细亚大楼由马海洋行设计，裕昌泰营造厂施工，占地面积1739平方米，建筑面积11984平方米，钢
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东(沿外滩)、南(在延安东路2号)两面均有门，东面为正门。
外观为折中主义风格，正立面为巴洛克式，正门有四根爱奥尼克立柱，左右备二，内门又有小爱奥尼
克柱，门上有半圆形的券顶，雕以花纹。
入口处有巴洛克式装饰。
东、南两立面均为横三段、竖三段式，二至五层凹进部分有阳台，半圆形铁栏杆，六、七层又有爱奥
尼克柱。
东南角凹进弧形墙面，使立面多变。
外墙的一、二层用花岗石面砖砌就，形成基座。
平面呈回字形，中有天井。
各层外侧为办公室，开问大，木地板。
内侧为走廊，窗高2米，十分明亮。
过道均用白瓷砖贴面，马赛克地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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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大楼又加高一层。
    20世纪30年代，这座大楼里的许多写字间，曾出租给成立于1912年、原在外滩18号的义品放款银行
，以及雷士德遗产管理委员会和著名外国会计师汤森、克左斯做办事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亚细亚公司被日军接收，公司英籍人员多逃往重庆。
抗战胜利后公司复业，并将华南、华北公司合并，经营业绩超过战前。
新中国成立后，其在各地的分支机构纷纷歇业，上海的公司保留50余人，贸易活动渐少，只经营化肥
、农药等项业务。
1966年全部停业。
    1950年，亚细亚大楼由华东石油公司接管，1966年为房地产部门管理。
1959年，上海市冶金设计院、上海市房地产管理局、上海市丝绸公司迁入办公。
在1996年的外滩房屋置换中，这幢大楼当时成为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总部。
现太平洋保险公司迁往浦东新区，大楼的1至4层现为友邦保险公司营销服务部。
    亚细亚大楼大门两边的立柱上，原有两块壳牌公司的抱柱(即弧形)铜牌，当年公司离开大楼时曾一
同拆往其圆明园路的办事处，现作为历史文物，藏于上海历史博物馆。
    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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