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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在老房子里出生，又在老房子里长大。
虽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分配到新工房离开了老房子，但是由于我在建筑设计院工作，依然经常与修建
老房子的图纸打交道，退休后至今仍在本单位技术中心参与历史建筑保护的设计与研究。
可以说，我这一辈子与老房子结了缘。
　　薛顺生先生比我年长，退休前在房屋修理部门工作，修缮老房子使他爱上了老房子。
几十年来骑破了几辆自行车，冒着骄阳和风雨拍摄老房子照片，磨破嘴皮走访老房子里的人，积累了
许多第一手的材料。
　　记得九十年代的有一天，他为刚买到的《上海近代建筑史稿》一书，打电话请我在书上签名。
见面时他的谈吐中对上海老房子很感兴趣，于是书缘使我们两个情趣相投的人，结成了好朋友。
十多年来，我们交流、磋商老房子的历史资料，先后合作出版有关上海老房子的书籍有九本。
　　这次上海辞书出版社邀请我们俩，参与该社《上海书系》系列丛书撰稿，写一本《上海老房子》
。
这是个好大的题目，上海老房子浩如烟海，时间跨度上下有千年，地域广度遍及现在上海的十八个区
一个县。
仅被政府列入历史建筑保护名单的老房子，就有一千二百五十二处。
还有一些如元利当铺等目前还没有列入保护名单的老房子，数量达数千处。
我们的书稿因是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每本书的规模应该大致相仿，书稿篇幅有限，只能写个浓缩型版
本。
我们想通过一百余处上海老房子，从传统民居、里弄住宅、花园洋房和大楼公寓四个部分，力图反映
上海老房子的悠久历史、建筑风貌和人文故事。
　　上海老房子犹如古董，有者放置一边，弃之又十分痛心。
我在新昌路石库门里弄生活过，在广东路17号(今外滩3号)也工作过。
在这些老房子里的日子里，总嫌老房子陈旧，设施破损，企盼着住新房子。
现在住上新的商品房，坐在现代设计大厦新高楼里办公，又总是留恋老房子。
喜新厌旧是一种心态，留恋过去也是一种心态。
理智地说，新房子总的来说比老房子好，但是老房子依附的历史印记和精致的手工木雕、砖雕、石雕
是新房子所缺乏的。
也许对老房子的历史价值是无可非议的，对建筑的手艺还有不同看法。
有人说，现代社会科技发达，什么都能造得出，老房子建筑工匠的手艺算什么。
确实，现代科技能够造出老房子任何构配件，但是现代社会讲经济讲效益，不可能再回到我们祖先落
后生产方式条件下，不计成本精雕细刻的社会，这就是现代社会为什么建筑装饰比不上古代建筑精致
的原因。
　　现在，上海老房子随着城市的辟路、建地铁、造桥、盖新楼、造商场等一批批消失了，存下的老
房子越来越少了。
物以稀为贵，老房子正因为少，价格一直飙升，十年前的一幢破旧花园洋房只值几百万元，现在几千
万元也成了抢手货。
老房子的价值不局限在值钱，更重要的是由供人们使用的实物，转化成为使用物和文物双重性质的物
品。
老房子的不可复制和唯一性，比它还尚能使用更有价值，它承载着历来的各种信息，是社会变迁、经
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见证，是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新闻的见证。
上海老房子是上海宝贵的历史遗产，我们每个市民都应该关注它，爱护它。
　　没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新盖建筑再多，也是苍白的。
老房子是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组成部分。
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上海，不能没有老房子，就如不能没有历史文化那样。
值得我们欣慰的是上海市的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老房子，制定颁布了保护优秀历史建筑和风貌区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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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法规，拨出经费分期分批修缮老房子。
最近华山路303弄16号的蔡元培故居经修缮后，恢复了蔡元培生前居住时的原貌。
原中共松浦特委机关在山海关路387弄5号旧址的石库门建筑，正在平移施工。
外滩源建筑群，也在全面清理修缮。
世博会建设特地保留一部分老房子，将老厂房转换功能改成展览馆。
上海老房子与上海新建筑一样，都是上海城市亮丽的风景线。
　　本书编写时间急促，我们水平也有限，书稿有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出。
本书在短时间内能顺利出版，我在此要感谢出版社领导和编辑刘大立老师的帮助，也要感谢薛顺生老
先生七十多岁高龄还日夜赶稿件，按时完成了花园洋房和大楼公寓部分，还要感谢上海大学研究生陶
祎珺同学协助做了本书的编务工作。
　　娄承浩　　2008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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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老房子随着城市的辟路、建地铁、造桥、盖新楼、造商场等一批批消失了，存下的老房子越
来越少了。
物以稀为贵，老房子正因为少，价格一直飙升，十年前的一幢破旧花园洋房只值几百万元，现在几千
万元也成了抢手货。
老房子的价值不局限在值钱，更重要的是由供人们使用的实物，转化成为使用物和文物双重性质的物
品。
老房子的不可复制和唯一性，比它还尚能使用更有价值，它承载着历来的各种信息，是社会变迁、经
济发展、科技进步的见证，是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新闻的见证。
没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新盖建筑再多，也是苍白的。
老房子是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组成部分。
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上海，不能没有老房子，就如不能没有历史文化那样。
我们每个市民都应该关注它，爱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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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西成里　　卢湾区马当路西成里（278弄）是一条不平凡的里弄，著名画家张大干、张善子、
黄宾虹、陆一飞、顾廷康等都在这里住过，1927年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布命令的地点也在这条
弄堂的沿街石库门住宅内。
　　西成里建于1926年，占地面积10890平方米。
建筑面积。
13969平方米，有二、三层砖木结构住宅一百三十四个单元。
该弄为新式石库门里弄，弄堂比老式石库门里弄宽，石库门门头全是水泥砂浆砌筑，机红砖外墙底部
有水泥勒脚。
西门路（今自忠路）沿街石库门住宅还有水泥挑阳台。
　　张大干和黄宾虹同住在西成里16号。
1932年5月6日张大千三十四岁生日，徐悲鸿、郎静山、吴湖帆、谢稚柳等各路书画家挤满16号，为张
大干祝寿。
据说，1985年张大干在台湾病重期间还思念着六十年前住过的西门路寒舍。
　　晏济安住在西成里17号二楼朝北的厢房里，他与张大干、张善于兄弟俩关系十分亲密。
他们不仅是邻居，还同去北平（今北京）写生，同去重庆举办抗日募捐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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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没有历史文化底蕴的城市，新盖建筑再多，也是苍白的。
老房子是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组成部分。
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上海，不能没有老房子，就如不能没有历史文化那样。
 本书稿通过介绍一百余处上海老房子，从传统民居、里弄住宅、花园洋房和大楼公寓四个部分，力图
反映上海经典老房子的悠久历史、建筑风貌和人文故事。
每处建筑还配有数张图片，使读者有直观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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