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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蕴，不同的形象。
开埠以前的上海，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没有什么显山露水的地方，诚如李平书所说，与直隶的静
海，浙江的临海，广东的澄海，同一性质。
开埠以后，上海迅速发展，一跃而成中国最大城市。
因有租界的存在，其城市性质也有了复杂的内涵，可褒可贬，可爱可憎，横看成岭侧成峰。
孙中山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很早就与上海发生了联系，在上海居住多年，对上海城市性质、未来
发展发表过许多看法。
在近代中国，一个人的上海观，往往不只是对一个城市的看法，而是其政治观、世界观的折射。
孙中山的上海观便具有这种特点。
孙中山什么时候开始知道上海，我们不得而知。
他出生的时候，上海已是中国最大通商口岸，是具有明显的西方色彩的城市。
可以料想，孙中山在具有初步的中国地理和世界地理常识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在太平洋西岸、中国东
部、长江尽头处，有一个上海。
孙中山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上海是1891年。
这年6月，他在上海出版的《中西教会报》上，以“孙日新”的名字，发表了一篇题为《教友少年会
纪事》的文章，介绍了他在香港发起组织教友少年会的情况。
《中西教会报》是广学会的重要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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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蕴，不同的形象。
开埠以前的上海，是一个普通的沿海城市，没有什么显山露水的地方，诚如李平书所说，与直隶的静
海，浙江的临海，广东的澄海，同一性质。
开埠以后，上海迅速发展，一跃而成中国最大城市。
因有租界的存在，其城市性质也有了复杂的内涵，可褒可贬，可爱可憎，横看成岭侧成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孙中山上海史迹寻踪>>

书籍目录

孙中山的上海观(代序)熊月之／11．宝山区吴淞口／32．虹口区东有恒路宋氏老宅／9扆虹园／13礼查
饭店／17六三花园／21汇山码头／253．黄浦区海关码头／31汇中饭店／35新舞台／39《民立报》社
／43四川路基督教青年会／47《民权报》社／51中华银行／55中华大戏院／59中国铁路总公司／63横
滨正金银行／67一品香番菜馆／71金利源码头／75香港路大英戏院／79先施公司屋顶花园／83上海公
学／87东方大旅馆／91精益眼镜公司总店／954．静安区爱俪园／101庞青城寓所／105惜阴堂／109斜桥
总会／113味莼园／117沧州旅馆／121愚园／125徐园／129寰球中国学生会／1335．卢湾区宝昌路408号
行馆／139尚贤堂／143宝昌路491号宋宅／147江南制造局／151湖南会馆／155萨坡赛路14号陈其美寓所
／159环龙路63号寓所／163莫利爱路29号寓所／167中国国民党本部／171黄金荣住宅／1756．徐汇区南
洋大学堂／181福开森路393号黄兴寓所／1837．闸北区火车北站／1918．长宁区圣约翰大学／1979．松
江区松江陈公祠／203清华女校／207醉白池／21110．杨浦区江湾跑马场／217孙中山在沪其他史迹简
表孙中山在上海大事记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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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建成后的尚贤堂分设商务、学务和教务三科，分别组织成立了“中外商务联合会”、“中外教
务联合会”等机构，定期开放堂舍和花园，并举行专题演讲报告会，成为霞飞路上最早的文化团体。
民国以后，由于“反孔”运动高涨，尚贤堂会务逐渐衰微。
1917年，因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英法公使要求，李佳白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
李佳白离沪返国期间，尚贤堂的活动终止，房产一度租给南洋路矿学校，1921年，暨南学校与东南大
学在尚贤堂合办上海商科大学。
1921年，世盛公司借助尚贤堂的名气，在大花园内建造了里弄房屋——尚贤坊。
1926年，上海商科大学租借到期，这里恢复为尚贤堂。
次年，李佳白与世长辞，其子李约翰继任院长。
后尚贤堂迁至虎丘路亚洲文会大楼，霞飞路的房子被用作南洋医院和住宅。
在尚贤堂基础上建成的尚贤坊占地612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0180平方米，共74幢石库门房屋。
总弄入口位于淮海中路，有骑楼，俗称过街楼。
另有三条横的支弄，形成“丰”字形。
沿街为三层，楼下开设商店。
弄内四组连排式房屋，均为二层，每排两端每幢二开问，即上海人所谓的“二上二下”；中间各幢为
单开间，即“一上一下”。
黑漆大门，内外天井，客堂为落地长窗，后有白漆屏门，楼梯中问是亭子间，后天井有灶披间与后门
。
建筑外墙是清水红砖，墙基有约一米高的水泥护壁，与一般石库门房屋相同。
沿街的三层楼房立面带有西班牙巴洛克风格，如今商店装修店面时已将建筑饰物掩盖，仅三楼上的土
墙尚能依稀看出原来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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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写这本小书，并不是出于一闪念的灵感。
我们在从事孙中山、宋庆龄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一直在思考：这些伟人到过的地方，究竟发生过什
么故事？
如果能搞清楚这些机构、场所、建筑的来龙去脉，也许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伟人的生平和思想。
为此，我们翻阅了大量档案文献，积累了不少有用的资料，于是就有了这本小册子。
既然这是一部关于孙中山史迹的书，那么凡是先生有关的演说、书信、文章，我们尽可能地收入，作
为链接附于文后，希望读者能在比较轻松的阅读氛围中更好地了解伟人的革命精神与情怀。
另外，我们也搜集了一些相关的历史知识，作为文末的链接，这也是一种新的尝试。
本书的框架结构由王志鲜设计，王志鲜、段炼、房芸芳、李丽、任冉冉、顾良辉撰写初稿并提供相应
资料，王志鲜、段炼负责全书最后的统稿工作。
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先生，慨然应允将大作《孙中
山的上海观》作为本书的序言；感谢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秦量先生为本书题写
书名；感谢孙宋文管会的马玉成先生、赵福祥先生，正是他们的支持与鼓励，我们才有了编写这本书
的动力；感谢杨小佛先生提供了部分珍贵的资料图片，以及相关的文献线索；感谢孙宋文管会王云华
先生，不辞辛劳拍摄了大量的照片，为本书增色不少；感谢黄利华先生精心制作的地图，使我们能够
对孙中山在上海的行踪有一个直观的认识；感谢上海辞书出版社余岚女士和责任编辑关春巧女士，她
们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尤其让人敬佩；还要感谢邹镭、黄亚平、张宇，没有他们的帮助，本书不可能
顺利出版。
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许多人为之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要感谢的人实在太多，在此也就不一一列举
了。
限于我们的学术水平，加上成书时间仓促，书中错讹在所难免，恳切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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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孙中山上海史迹寻踪》是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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