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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上海徐家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门户。
徐家汇的土山湾是中国西洋画的摇篮、近代上海工艺和海派文化的源流，也是中国工艺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的先导。
　　1891年，一思先生在《益闻录》中诗赞土山湾：“曾不让泰山，林泉幽且间。
”清同治三年（1864年），上海耶稣会在此建立土山湾孤儿院，创办了土山湾孤儿工艺院。
中国近代的新工艺，如西洋油画、木雕泥塑、彩绘玻璃、印刷出版以及镀金镀镍等皆发源于此。
土山湾制作的许多作品还代表中国参加法国、比利时、美国等多个国家的世界博览会，让西方世界真
正领略到东方文化独特的艺术魅力。
“好鸟鸣岩树，凉风生涧湾。
”一批中国近代美术家、教育家、艺术家和工艺大师从土山湾走出，一批批学有所长的成年孤儿走向
社会，有的成为印刷、机械、电工等方面的技术人才，有的自己开办作坊、工厂，成为私营业主，共
同推进了新技术、新工艺、新事物在中国的发展，推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
　　20世纪60年代初，伴随着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闭门，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使得土山湾及其
文献资料散失轶尽，荡然无存。
为了挖掘这段被湮没的历史文化，2008年6月20日，徐汇区文化局联合复旦大学历史系和宗教学系、《
新民晚报》社副刊部、徐家汇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共同举办了“土山湾文化历史”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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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徐家汇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门户。
徐家汇的土山湾是中国西洋画的摇篮、近代上海工艺和海派文化的源流，也是中国工艺走出国门、走
向世界的先导。
1891年，一思先生在《益闻录》中诗赞土山湾：“曾不让泰山，林泉幽且间。
”清同治三年（1864年），上海耶稣会在此建立土山湾孤儿院，创办了土山湾孤儿工艺院。
中国近代的新工艺，如西洋油画、木雕泥塑、彩绘玻璃、印刷出版以及镀金镀镍等皆发源于此。
土山湾制作的许多作品还代表中国参加法国、比利时、美国等多个国家的世界博览会，让西方世界真
正领略到东方文化独特的艺术魅力。
“好鸟鸣岩树，凉风生涧湾。
”一批中国近代美术家、教育家、艺术家和工艺大师从土山湾走出，一批批学有所长的成年孤儿走向
社会，有的成为印刷、机械、电工等方面的技术人才，有的自己开办作坊、工厂，成为私营业主，共
同推进了新技术、新工艺、新事物在中国的发展，推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
　　20世纪60年代初，伴随着土山湾孤儿工艺院的闭门，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使得土山湾及其
文献资料散失轶尽，荡然无存。
为了挖掘这段被湮没的历史文化，2008年6月20日，徐汇区文化局联合复旦大学历史系和宗教学系、《
新民晚报》社副刊部、徐家汇街道办事处等单位共同举办了“土山湾文化历史”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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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曾经有人艳称衡山路为上海“香榭丽合”，这说法过了头，却道出了两者风情依稀仿佛，都有“
拉丁”味。
　　自1 608年，徐光启邀请耶稣会士郭居静来沪开教之后，上海就有了天主教徒。
清朝康熙至道光年间，天主教时禁时弛，但民间还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845年，道光帝弛禁天主教，次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长南格禄即从青浦迁居徐家汇，就地盖起了居
所与临时教堂，天主教随之复兴。
　　至1851年7月，徐家汇天主堂（又称“小堂”，不是今天的圣依纳爵天主堂）举办开堂典礼的时候
，“参加典礼的有主教4名，神父20余名、修道院士、徐汇公学学生及外国军官、外侨多人，场面非常
热烈。
”而当时，在法国首任上海领事敏体尼的胁迫之下，经上海地方当局同意圈定的“法租界”，还仅仅
局限于洋泾浜与县城间的986亩土地上，距离徐家汇还远着呢（直到最终，徐家汇以南的土山湾一带也
不属于法租界）。
据此，土山湾的兴盛似乎并不依仗租界。
　　相反，土山湾却被当今学者认定为上海“拉丁文化的发源地”。
这说明法国传教士是很厉害的——他们着眼于文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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