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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们谈到海派文化，似乎很难跟上海的豪门望族扯在一起。
　　其实不然，只要看看近代上海豪门望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他们与十里洋场的依存关系，就
不难发现，他们的花园、客厅或写字楼，往往是海派文化最早的载体和“中介”。
　　“西风东渐”关键是一个“渐”字。
西方的东西如何“渐”到中国、“渐”到上海？
如何被上海人所接受、所喜爱、所推广、所融会贯通，所翻制新花样？
这中间有很多有趣的细节、丰富的内容值得玩味。
除了租界的存在及“五口通商”以后的文化渗透，还有一个基本的历史大背景是无法忽视的，就是海
派文化是随着近代洋务运动的大潮自然而起的。
　　中国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不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相反，它是一场由上而下的民族自救运
动，是由晚清一帮能够“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洋务大员积极推动的。
李鸿章、盛宣怀、张之洞、左宗棠、邵有濂、聂缉槊等一批晚清高级官员以及与官场拉得很近乎的席
正甫、唐廷枢、徐润、吴懋鼎等一大帮子买办，他们都是涉猎洋务最早和最深的人。
也就是说，“西风东渐”之风通过种种渠道，首先是“渐”到了他们这些人身上，“渐”到了上流社
会，通过他们又“辐射”到了全国各个领域。
他们为传统的生活注入了鲜活的内容，包括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在北京、上海、广州举办同文馆、广
方言馆等，培养翻译人才，推行“新政”、“新学”、举办“新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后代
，大多被绑上了洋务运动的战车；他们的家族，一个个就都成了海派大宅门。
　　讲到海派文学，人们常常会谈起诗人邵洵美。
邵洵美的海派细胞首先源于他的家族——他出身于上海一个顶级的海派大宅门——他的祖父邵有濂是
上海道、台湾巡抚，曾任外交官出使俄国；他外公是李鸿章手下最得力的洋务干将盛宣怀；他的嗣母
是李鸿章的侄女；生父和生母都曾陪盛宣怀去过日本。
生活在这样一个“西风东渐”的大家族环境中，邵洵关不留洋才是怪事，不“海派”也是不可能的。
他的英语出奇地好，对于英国俗语的运用连英国人都连连称奇。
他那淮海中路1726弄寓所的底楼客厅，不知吸引了多少海上文化人，成了著名的海派文学沙龙，大家
一起谈新诗，谈美术，谈出版，海阔天空，从傍晚每至深夜，每天晚上总要准备两大桌饭。
　　谈到海上画坛，人们总要提起吴湖帆，尊他为海上画坛的盟主。
他那嵩山路88号的花园住宅，当年几乎成了海上画界同人的沙龙，每天前来问学、学画、买画、求字
、鉴赏、聊天的人总是络绎不绝。
殊不知昊湖帆也是豪门望族的子弟——他的祖父是晚清著名洋务官员、湖南巡抚吴大激，还是晚清著
名的金石学家和收藏家；他的外祖父沈韵初官至内阁中书，家中也是收藏宏富，是江南最富盛名的收
藏家之一。
同时，吴湖帆的夫人潘静淑女士出自一个更有名望的豪门望族——苏州潘家。
她的祖父潘祖荫是光绪朝的军机大臣，曾祖父潘世恩是道光朝的首辅，相当于宰相。
潘家一门世代簪缨，官政可考者达数十人。
潘家历代嗜古物，富收藏，所以潘静淑的嫁奁中就出现了宋欧阳询的《化度寺塔铭》、《九成宫醴泉
铭》⋯⋯这样的家族背景所带来的山海之藏，起码使得吴湖帆的艺术眼界就不同一般。
　　至于出国留学或考察，培养新式人才，除了早期官派和南方华侨子弟，大宅门里的人物也是很早
就作出积极反映的。
他们往往是成群结伙地涌到海外，然后又成群结伙地回到故土，用他们的新知，创办他们心中的理想
王国。
光绪帝师、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孙家鼐的后代，在19世纪末居然就有12个人留学欧美，最小的才12岁
。
他们回国后有的造铁路，有的办煤矿，有的搞金融。
1898年，他们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机制面粉厂——阜丰面粉厂。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上海望族>>

到了民国年间，该厂生产的面粉占了全国产量的十分之一。
　　自然，还有不少海派大宅门最初并非源自官宦家族，他们的先人是在上海开埠以后，随着洋务运
动的兴起和海外贸易的繁荣，在“农村包围城市”的经济大潮中，闯进上海滩的。
如民国元老、中法民间贸易大户张静江的祖父张颂贤，华人房地产大王周湘云的父亲周莲塘，中国民
营造船业的先驱朱志尧的父亲朱朴斋，著名实业大王荣宗敬、荣德生兄弟的父亲荣熙泰，当了英商汇
丰银行30年买办的席正甫⋯⋯他们当年都是闯荡上海滩的冒险家，上海这块特殊的土壤造就了他们的
传奇，也造就了与中国传统大宅门截然不同的海派大宅门。
他们本身和他们家族的故事，客观上参与了海派文化的孕育，是海派文化中一道非常人性化的风景。
　　海派大宅门对于海派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于引领社会时尚方面尤为为市民所乐道，如上海第
一个在自家房子（三层楼）里安装电梯的是华人房地产大王周湘云；上海第一号汽车的车主是周湘云
的弟弟周纯卿；上海第一辆意大利产蓝旗亚轿车的车手是张静江的侄子张叔驯；上海第一块劳力士手
表的购买者是孙家鼐的侄孙孙曜东；上海第一栋设有室内游泳池的高级公寓是枕流公寓，房主是李鸿
章的小儿子李经迈（即李季皋）；上海最早的电影院是徐园，又称“双清另q墅”，是海宁巨商徐棣
山的花园⋯⋯　　海派大宅门是个有待深度开发的天地，只要不带偏见地细细发掘和品味，自会感到
趣味无穷，风光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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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望族》通过对李鸿章、聂缉椝、荣宗敬、周湘云、席正甫、张石铭、刘晦之、朱志尧八个
故家旧族在上海的百年写真，真实地反映了上海开埠以来，上海滩上流社会的种种生活场景，生动地
诠释了从晚清到民国期间，上海豪门望族的形成和盛衰过程以及这些家族对上海现代经济和海派文化
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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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宋路霞，1952年生，山东济南人。
上海作家协会会员。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任该校校报编辑部主任、图书馆支部书记。
　　主要研究方向：近现代家族史、上海史、上海洋楼文化。
　　主要著作：《李鸿章家族》、《盛宣怀家族》、《张静江、张石铭家族》、《百年儒商——南浔
小莲庄刘家》、《百年收藏》、《上海的豪门旧梦》、《上海的豪门望族》、《洋楼沧桑》、《回梦
上海老洋房》、《回梦上海大饭店》、《钱币大师马定祥》、《上海顶级老洋房》、《上海滩名门闺
秀》、《浮世万象》(孙曜东口述、宋路霞整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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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席正甫家族在上海　　一个历史久远的显赫家族　　席正甫当年一肩行李到上海　　祖孙
三代连任汇丰银行买办　　席家、沈家、胡家、王家——撑起外滩半边天　　宋子文的得力助手席德
懋　　东平路一号的席家花园　　新中国第一代仪表专家席素明　　特殊年代的特殊经历　　与时俱
进人才辈出　　　　第五章 诞生了三代收藏家的大宅门　　——张石铭家族的收藏轶事　　红卫兵突
然发现了一间密室　　诞生了三代著名收藏家的大宅院　　张石铭与张元济的宋版书交往　　张家三
代藏书入归中央图书馆　　霞飞路上一座占地27亩的大花园　　古钱大王张叔驯　　神秘的“大齐通
宝”　　第一个古泉学社的创办人　　一块古玉换了一辆凯迪拉克　　张葱玉17岁一夜身价200万　　
迅速崛起的张家第三代收藏家　　一场豪赌输掉了大世界地皮　　在文物鉴定的岗位上鞠躬尽瘁　　
张家把“锅碗瓢盆”留在了国内　　　　第六章 房地产大王与一号汽车　　——周湘云家族的东西方
情结　　三个穷兄弟闯荡上海滩　　周莲塘十年辛苦成巨商　　水太夫人“杀一儆百”　　飞速崛起
的地皮大王　　亦是一个红顶商人　　沸沸扬扬的一号汽车　　文物收藏一大家　　陆连奎保驾对簿
公堂　　房产大王的豪宅旧事　　周家丧事的“三点主”　　周家小姐的新使命　　　　第七章 一个
家族与半个中国　　——荣氏家族海上创业记　　迟到的“荣宗敬故居”　　老太爷“大难不死，必
有后福”　　荣宗敬三闯上海滩　　四台石磨“变成”了十四家面粉厂　　“棉纱大王”碰上了多事
之秋　　宋子文的美梦落了空　　一代实业巨子的最后岁月　　梅园、锦园、千桥会　　抗战胜利后
最大的绑票案　　荣鸿元皇太子头上敢动土　　从富家子弟到红色资本家　　永远的大姐——荣漱仁
女士　　打造“金山”的能手荣鸿庆先生　　走遍天涯也忘不了根　　　　第八章 沙船、轮船、小乐
队　　——朱志尧家族的百年悲欢　　法租界的一道音乐大餐　　淀山湖边的“沙船帮朱家”　　九
死一生的航海历程　　女强人马氏夫人力挽狂澜　　现代民营造船业的先驱——朱志尧　　大有大的
难处　　法国人“吃掉”求新船厂　　大洋彼岸的深情呼唤　　千丝万缕的教友情结　　抗战壮举—
—三条轮船沉江底　　朱斌侯创办笕桥航空学校　　水井里的枪支引发的案件　　永远的乐迷　　跋 
郑家尧　　主要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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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储能中学：蔡锷老师李经羲的旧居　　威海路重庆北路路口的储能中学，过去曾是一处大花园豪
宅。
这片豪宅占地数十亩，由左中右三幢主楼及众多的裙房连缀而成。
园内有高大的玉兰、清清的池水，环以四时花卉，曲径通幽之处还有藏书楼、课子班、健身房等。
大门口有巡捕把门，前后院呼佣着一百多名男女佣人，路边常候着成排的马车、汽车⋯⋯　　李鸿章
的侄子、李鹤章第三个儿子、清末云贵总督李经羲最后的15年，就是在这片豪宅里度过的。
　　辛亥革命中，当云南起义新军杀死布政使世僧、占领了昆明城、推举蔡锷为都督的时候，李经羲
正在云贵总督任上。
革命军抓到他，劝其“反正”。
他不从，说：“身为朝廷命官，岂能以上犯上？
”嘴上虽这么说，其实他对大清王朝的末路早巳看得很清楚了。
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一年，他率幕僚登上昆明名胜大观楼吟诗赋词，劈头第一句就是：“西山惨淡滇池
碧，万象埋忧入酒杯。
”革命党人蔡锷、李根源等在他眼皮子底下进行革命活动，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全当没看见。
有人提醒他：“讲武堂多革命党，虎大伤人。
”他也置若罔闻。
蔡锷身处困境时，李还资助过他500块银元，收过蔡的门生帖子，并将人家揭发蔡反朝廷的密信拿给蔡
看，劝其小心谨慎。
　　然而一旦革命浪潮真的要他选择何去何从时，他却念及朝廷对李家的世代恩典，宁死决不犯上。
蔡锷亦无奈。
其时云南蒙自总兵与革命军对垒，负隅顽抗，革命党人命李经羲写一封亲笔信对其劝降，李不得已只
得照办。
蔡锷便以此说服部下，说李氏对革命尚有功劳，于是由参议会作出决定，礼送李氏全家出境，乘滇越
线火车离开云南，从越南转道香港到上海。
当时革命正如火如荼，李经羲到达火车站时，被新军强行剪去了辨子。
　　李经羲督云贵时，曾兼任云南讲武堂的总办。
他曾对学员们宣布，他云贵总督可以不做，但讲武堂不可以不办。
这个讲武堂由李根源任协办，由清廷出钱举办，却培养了一批推翻清廷的军事将领。
朱德早年家贫，来报考讲武堂时，因无川资，就迈动双脚，从四川一直走到了昆明。
到讲武堂时报考时间已过，门卫不让进，朱德便与门卫大声分辩。
适逢李经羲那天正在讲武堂巡视，闻其声派人前来查看，当知道此人是从四川步行到昆明来求学时，
料其将来必有大作为，遂当即决定，破例录取。
朱老总后来多次跟人提起此事。
　　李经羲到上海当寓公，起初还十分关注北方的局势，曾与于右任、章士钊等人组成国事维持会。
袁世凯死后，他还出任过不到一个月的黎元洪、段祺瑞内阁的国务总理和财政部长，可是很快就被张
勋的辫子军赶下了台，危急之中，不得不从东交民巷附近的“水门”逃出，乘上火车直奔上海，真正
尝到了“五日京兆”的滋味。
　　再次来沪的李经羲已心灰意懒，从此再无出山之意，整天半卧在躺椅上，膝上坐着小孙子。
他老人家把腿一下一下地往上翘，让孙子乘他的“跷跷板”，嘴里还念念有词：“爷爷给你做牛做马
噢，爷爷给你做牛做马噢⋯⋯”那时他何曾想到，当年乘“跷跷板”的李家煐如今也到了给小孙子“
做牛做马”的年纪，更不会料想到在他的后代里，还出了一个大共产党——中国前任驻美国大使李道
豫。
武康路：李国松居沪大不易　　李经羲有两个儿子：李国松与李国筠。
大儿子国松似乎是继承了老太爷的“忠君”传统，一生不做民国的官，只在家闭门读书、课子、研究
古物，把家产全交由管家去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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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父赴京任职民国亦大不以为然。
结果，书是读成功了，与叶蒲荪、陈祖壬都成了桐城学派的传人马通伯先生最得意的弟子，不仅著述
极丰，子孙亦好学有为；可惜家业未能管好，当铺、银行和房地产均被管家们“管理”得七零八落。
当李家宣布经济破产、不得不卖掉花园豪宅之时，正是管家的新房子落成之日。
　　李经羲的二儿子李国筠（即李道豫的祖父），似乎继承了老太爷的做官的细胞，曾南下广州，出
任广东巡按使（相当于省长）和广西巡按使以及参政院参政、大总统府顾问、大总统府秘书等职。
李国筠的太太赵氏是赵朴初的亲姑妈，赵朴初小时候亦得以在李家私塾里念书。
　　李国松在抗战时曾去天津租界避居，1948平津战役快要打响时再次率家小来到上海。
此时老房子已经卖掉，家道中落。
那时从北方南下上海的豪门富户如过江之鲫，寻找住房成了大问题。
好在“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李家在沪尚有朋友相助，就“顶”下了现在武康路的一处花园洋房的二
层。
谁知刚安顿下没几天，突然闯进了一队士兵，指着住户们大声喝令，限三天内全都搬走，说这是上将
陈继承的房子！
　　李氏一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兵的要赶他们出门却是听明白了。
李国松的二儿子李家炜突然想起他的老同学吴国桢现正当市长，遂拉着小弟李家焕闯进市政府。
吴国桢办公桌上摆着一溜电话，他抓起一只红色电话要常熟路分局，说：“武康路某院有军人扰民，
赶快派人去维护治安！
”10分钟后警察就把那幢房子围了起来。
吴国桢放下电话，对李家炜说：“派兵是权宜之计。
既然是陈继承的房子，何不去登门造访一下，把事情弄清楚？
”于是李氏兄弟又来到陈府，呈上名片，说明原委。
陈继承身穿长衫从楼上步下，知是部下骚扰了李国松，对此深表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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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海望族》以纪实为主，兼顾史料的真实和文字的优美，并采用图文并茂的编辑方法，真实地
反映了上海开埠以来，上海滩上流社会的种种生活场景，生动地诠释了从晚清到民国期间，上海豪门
望族的形成和盛衰过程以及这些家族对上海现代经济和海派文化的深远影响。
 　　《上海望族》既是研究上海的学术著作，又是介绍上海的通俗读物，具有书柜藏书和案头工具书
的双重功能。
“海派文化丛书”第二辑，多角度反映海派文化的研究成果。
该系列丛书将由海派书画、海派戏剧、海派建筑、海派文学、海派电影等方面近三十《上海望族》组
成，基本囊括了能反映海派文化的各个领域，向读者展示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海派文化起源、发展、形
成、深化的历史长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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