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犘狉犲犳犪犮犲写在前面

对上海的经典老建筑做一番通俗的解读，以便更多的人能够读懂这些石头

书写的历史，是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存有的想法。平日里认识的许多朋友中，喜

欢老建筑的不在少数，他们在都市里寻觅、记录、拍照、写博客，穿梭于时空，忙碌

并快乐于其中时，偶尔也会打电话问我一些相关的问题，譬如某某建筑属于什么

风格？某某建筑又属于什么流派？此时我往往会油然而生一种熟稔的感觉，好

像这些朋友碰到的情况和我十多年前的差不多，于是尽我所能地一一作答。可

有时候也会碰到一下子答不上来的情况，这时我也会欣然跟着跑去看看，再跑跑

图书馆、档案馆查一查资料，等到弄清除了以后，大家都会觉得很高兴，同时又结

识了新的朋友。慢慢地我的电脑里也就积攒起了不少的文字和图片。这是

其一。

其二是大约在十年前，那时我在著名的建筑学家罗小未教授门下研究建筑

历史与理论，一天无意间和罗先生聊起她几十年教学生涯中的一些趣闻轶事，其

间颇多感慨。她说当时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中设有建筑专业的一共才八所，就

是后来被大家称作建筑老八校的。在强调教育为劳动生产服务的年代里，教建

筑历史的老师都边缘化了。我们就像一个人脸上的眉毛，留着没太大的用处，剃

掉了难看，但都还是兢兢业业地教书。有一次参加老八校建筑史教学会议，不少

老师抱怨学生对建筑历史课没兴趣，上课打瞌睡。罗先生说她当时觉得奇怪，怎

么自己给学生上课时没有学生睡觉的呢？之后才慢慢明白过来，是上海得天独

厚的条件助了自己一臂之力。她说譬如当教学中讲到古罗马的穹顶和拱券时，

我会对同学们讲上海在哪里、哪里有精准的罗马真拱可以参照，学生们真的就在

星期天跑到实地去找了，既加深了印象又培养了兴趣，到下一堂课还会提出鲜活

的问题来，在其他城市里可没这样好的条件呐，罗先生感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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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是在几年前，《今日上海》杂志社的编辑刘晓云女士约请我每月为他们

的杂志写一篇介绍上海历史建筑的文章，说题目由我定。于是我围绕着“万国建

筑博览会”这一概念一篇接着一篇地写，想好了要说明白上海的老建筑“万国”在

哪些地方？我们又可以从中“博览”到些什么。整整两年，做了２４篇小文章，只

顾着饶有兴味地讲述这座城市里的建筑故事，也不知道这些小文章是否曾起到

过一些社会效果，抑或引起读者对上海的历史建筑产生了兴趣？不过好像自那

时起我渐渐开始接到陌生朋友打来的电话了，不知不觉中电脑里又多出了几个

Ｇ的数据。再到后来，就自然萌生了将这些零碎的文章整理成册的想法。

以上大约就是写这本小册子的缘由，如果读者朋友觉得这本书还有点意思，

就推荐给喜欢老建筑的朋友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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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近代建筑中的古希腊元素

古希腊雅典卫城的帕提侬神庙建于公元前５世纪，是人类建筑史上的杰作。

历经千年，它依旧迷人的魔力就在于线条上的细腻和比例上超乎寻常的完美。

连在当时，帕提侬神庙在建筑上的精确和雅致，都算得上是个传奇。１９世纪，人

们在对帕提侬神庙进行仔细丈量时，惊讶地发现整座建筑的每处结构上，几乎找

不到一条生硬的直线！每一处表面，要不是经过凹陷，就是膨胀、隆起或是一端

逐渐变细。细想之下，人们恍然大悟。原来经过这样的处理，肉眼在观测任何建

筑细部轮廓时，都能矫正视觉扭曲的影响，使一切看上去显得协调，没有丝毫突

兀的地方。人们由此将古希腊建筑奉为经典，并直接促成了１９世纪新古典主义

图００１　希腊雅典卫

城的帕提侬神庙，建

于公元前４４７年—前

４３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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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的流行。

古希腊文化崇尚人体，认为人体的比例是自然界最和谐的美，他们以这种理

念创造了建筑中的柱式，将人体美赋

予了建筑。古希腊建筑中的陶立克

柱式代表男性，看上去挺拔、粗壮，体

现出一种高贵的单纯；爱奥尼克柱式

则代表女性，看上去秀雅、华贵，体现

出一种纯净的美丽。

早在公元前６世纪，就有一些陶

立克神庙用肌肉怒张的裸体男像做

承重构件，又有一些爱奥尼克建筑用

优雅的女像当柱子。到了希腊文明

盛期，供奉雅典娜、阿佛洛狄忒的女神庙采用爱奥尼克式；供奉宙斯、波塞东的男

神庙使用陶立克式，已经分得十分清楚，整个雅典卫城四处都有例子。陶立克柱

式的底部没有柱础，上面的柱头则像一只浅浅的碗，柱身上有２０条凹槽直通上

下，槽与槽之间相交成尖锐的角，这些凹弧面和锐角造成的光影变化使柱身显得

峻峭有力。柱子上细下粗，外廓呈很精致的弧形，这种轻微的外张，使柱子像有

弹性的肢体。与之对照的爱奥尼克柱子有柱础，柱础用

两或三层的凸圆盘和凹圆槽组成的。柱身上有２４条凹

槽，但槽与槽之间并不相交，仍保留着一小段圆形柱身外

廓的弧面，所以看上去柱身上的垂直线条密而且柔和，显

得轻灵。对比最突出的是柱头，爱奥尼克柱子最典型的

特征是柱头左右各有一个秀逸纤巧的涡卷，就像希腊女

子的卷发，涡卷下的颈部箍一道雕饰精致的线脚。

从美学的观点上来看古希腊建筑，那是至臻完美的

建筑成果，更是随后世界各地出现的许多建筑风格的基

础。这样的事例在上海也同样不胜枚举，如果我们想真

切地一探陶立克和爱奥尼克这两类早期古典柱式的风

貌，可以做到足不出上海，只要去外滩，见到海关大楼入

口处门廊前的四根花岗石巨柱就是了。那是上海做工最

图００２　希腊雅典卫

城厄勒克西奥神庙女

像柱门廊

图００３　海关大楼门

廊陶立克柱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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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道的陶立克柱式，其高度、比例都可

以说已臻完美，全上海无出其右。这些

都是上海陈记号的中国石匠们一斧一

凿地纯手工雕琢出来的，海关大楼的建

造工程是上海新仁记营造厂总承包的，

陈记号只是分包商，专司花岗石工程，

其工艺之纯熟无可挑剔。同样，如果是

在十多年前，你只要再往南走到延安东

路，就会找到上海医药公司大楼上的爱

奥尼克柱廊，也是那样地匀称、简单和

优美。上海医药公司大楼地址是延安

东路９号，原称方西马大楼，法商万国

储蓄会投资兴建于１９２４年，美商克利

洋行设计。可惜自这栋大楼拆除以后，现在外滩已经找不到典型的爱奥尼克柱

式了，这真是遗憾！外滩１８号大楼的爱奥尼克柱头虽然做得精致，然而柱身上

却没有凹槽，与正宗的古希腊爱奥尼克柱相去甚远。不过，如果顺着延安路往西

走，不用很远，我们还是能够找到典型的爱奥尼克柱式，那是在中国建筑师范文

照和赵深设计的上海音乐厅的入口上方。建筑师在这里对爱奥尼克柱式的应用

几乎达到了教科书式的准确，出色地运用了古希腊人创造的视觉矫正法：就是把

圆柱造成上端稍细，并在柱身从下往上约三分之一的地方稍微向外膨胀，以消除

肉眼看柱子时，柱身中部似乎有往内弯陷的错觉。再往西，同样在延安路上，中

福会少年宫主入口处的爱奥尼克柱式也做得十分精到，所不同的那是英国建筑

师布朗的作品，原称大理石大厦。

古希腊建筑遗产中的第三种柱式叫科林斯。这是一种绝妙的柱式，它代表

着少女。这种柱式流行于稍晚的“希腊化”时期，它的创造缘起据说是一个美丽

的故事：一位科林斯少女已经临近婚期却得病去世了，家人在安葬了她之后，悲

痛的乳母把女孩生前最喜爱的东西收集起来，装进一只篮子里放在墓碑前。为

了使它在露天里尽可能地耐久，乳母在篮子上盖了一块瓦板，不料篮子偶然压在

了一棵忍冬草的根上。到了春天，忍冬草茎叶发了芽，在篮子的周边生长起来，

因为被瓦板压着，叶端被迫长成了涡卷。正好一位杰出的雕刻家偶然路过这座

图００４　原上海法商

万国储蓄会大楼３至

４层立面的爱奥尼克

柱式（今已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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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墓，他看见了这只篮子和它边上茂

密的叶子，对这种自然界的新鲜样式

十分喜爱，就以它为原型在科林斯造

了一些柱子，并规定了它们的比例。

从此以后，建筑中就多了一种科林斯

柱式。古希腊遗留下来的最完整的科

林斯式建筑是位于雅典卫城东麓的列

雪克拉德纪念亭，亭子造于公元前

３３５至前３３４年。在上海，香港路５９

号原银行工会大楼立面中部５间的科

林斯式列柱，就是今天能找到的最佳

实例。银行工会大楼建于１９２５年，西

方古典复兴风格，由东南建筑公司过

养默主持设计。这个案例还告诉我们，当时活跃于国内建筑设计市场上的中国

建筑师们对西方古典建筑的理解已经毫不逊色于他们的外国同行。

图００５　原银行工会

大楼立面科林斯柱式

细部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上海近代建筑中的古罗马元素

５　　　　

　上海近代建筑中的古罗马元素

如果简单地说，古希腊人的建筑给世界留下的遗产是柱式、山墙和大理石；

那么古罗马建筑留给后世最重要的遗产就是拱券、穹顶和混凝土。在所有的艺

术门类当中，建筑是罗马人最富有创造力的领域，西方人至今仍生活在那个时代

的余辉之中。一提起希腊罗马，人们总喜欢将帕提侬神庙作为古典建筑遗产中

至高无上的经典；而实际上，无论就其时代的创造性构思，还是对后世建筑的重

要意义而言，不管帕提侬有多么完美无缺，罗马的万神庙才是最重要的纪念碑。

就拿拱券来说，数得上的有圆拱、尖拱、弧拱、马蹄拱、桃尖拱等形式，但我们

是否知道它们的构造原理其实都源于罗马人的创造？最典型、最纯净的罗马拱

图００６　罗马大竞技

场的三层拱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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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作真拱，实际上就是一个半圆，罗马人发现了这种

力学上的合理结构，并将其广泛地应用在大竞技场、

万神庙、凯旋门或城市供水渠的建构上面。到了后

世，人们将罗马拱作为建筑结构或装饰的母题到处应

用，才慢慢衍生和变通出了许多形式。我们只要稍加

留意，在上海就可以发现各式各样的拱券在近代建筑

上几乎比比皆是。当１９世纪欧洲人第一次看到我们

的赵州桥后曾惊讶得不得了，甚至认为罗马人可能到

过中原。其实中华民族也很早就掌握了拱的构造和

力学原理，只是没有将其应用在房屋建筑上面。

穹顶是罗马人基于拱券技术上的又一项创造。

欧洲其实早在希腊时代就有圆形神庙，但因为希腊人

没有掌握发券技术，所以屋顶都是伞型的，体量也不

能造得很大。罗马人的重大贡献是掌握了用穹顶覆盖圆形神庙的工程技术，罗

马城中的万神庙穹顶直径达４３．３米，历经两千年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穹顶的

高点也恰好是４３．３米，因此支承穹顶的一圈墙垣的高度便大体相当于半径，这

样非常明确的几何关系，使万神庙单一的空间显得完整和宏大，所以万神庙甫一

落成，便因内部无比恢宏引起了人们的赞叹。西方有句古谚说，如果一个人到了

罗马而不去看看万神庙，那么他来的时候是头蠢驴，去的时候还是一头蠢驴。英

国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法国巴黎的先贤寺，还有美国华盛顿国会山大厦的穹

顶，都说明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对古罗马的推崇。尤其到了１９世纪，高举

的穹顶几乎在欧美所有的大城市里占据了艺术中心的位置，也改变了城市的轮

廓线。

同样在近代上海的大型建筑中，也不乏穹顶的实例，而其中最完美的，则要

数外滩１２号大楼顶部中央以及底层入口处八角形门厅上面的穹顶了。从它们

与古罗马建筑一脉相承的造型特征上可以看到西方建筑的传统。我们的祖先其

实也在很早就掌握了发券的施工技术，南京郊外南唐二陵的墓室就是砖砌的穹

隆顶，只是囿于观念上的束缚，而没有被用于人间的建筑。

古罗马建筑的成就，得力于它的拱券和穹顶结构，也得力于它的混凝土工程

技术。混凝土随模板而成形，施工远比砍凿方方正正的石块简便，所需的技术亦

图００７　１９世纪欧

洲绘画中的万神庙内

部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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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得多，这就促使罗马建筑大大突破了希腊建筑的传

统而大幅度地前进。

古罗马混凝土所用的活性材料是一种天然火山灰，

其作用相当于现代的水泥，火山灰经水化拌匀之后再凝

固起来，耐压的强度很高。罗马人建造万神庙时，从基础

到穹顶都用这种混凝土浇筑而成，建筑下部的墙体厚

５．９米，从起造穹顶时就开始逐渐减薄，到穹顶上端就只

有１．５米厚了。混凝土以拿波里附近出产的天然火山灰

为胶凝材料，以凝灰岩、多孔火山岩、碎砖浮石等等做骨

料。这些骨料也选用得巧妙，比较重的凝灰岩用在下部，

多孔火山岩和碎砖用在中部，越往上所用的骨料越轻，到

穹顶上部就使用浮石，混杂一些多孔火山岩。这些做法，

显示出了罗马工程师丰富的经验和求实精神。

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在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里，混凝

土技术其实已经失传。直到１９世纪２０年代，欧洲人发

明了波特兰水泥，混凝土才开始在一些土木工程中得到

应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法国人莫尼尔首次将铁条加入混

凝土中，这大大增强了混凝土的强度。２０世纪初，随着

钢筋在混凝土中的应用，现代混凝土技术才真正得到工

程界的重视。

上海近代建筑中最早采用钢筋混凝土施工技术的是

外滩和平饭店南楼，１９０６年在建造当时名为汇中饭店的

这幢楼房时首次在部分的墙体施工中采用了以水泥为胶

凝材料的混凝土。１９１２年建成的外滩３号上海总会，建

筑的墙体也是混凝土浇筑的，在柱和梁中放入钢筋起到

强化作用，楼板也采用钢筋混凝土现浇，这些都是第一次

在上海被采用的建筑新技术。以后，混凝土逐渐成了现

代土木工程中的常规技术，却鲜有人会记得那原来是罗

马人的创造。

图００８　外滩１２号大楼的穹顶

图００９　和平饭店南楼外滩入口处经典的罗马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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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似与不似之间的罗马风建筑

罗马风（Ｒｏｍａｎｅｓｑｕｅ）建筑是１０—１２世纪欧洲基督教流行地区的一种建筑

形式。这一时期的建筑除了基督教堂外，还有封建城堡和教会修道院等等。虽

然规模远不及古罗马时代，设计施工也比较粗糙，但建筑材料却大多直接取自古

罗马废墟，在建筑艺术上也继承了古罗马的半圆拱券结构，形式上又略具古罗马

风格，所以一般称为罗马风建筑。国内学术界也有将其译作“罗曼式建筑”、“似

罗马建筑”的。罗马风创造的扶壁，肋骨拱与束柱在结构与形式上对后来的建筑

都有很大影响。

罗马风建筑的典型特征是墙体巨大而厚实，窗口窄小，墙面用连列的小券，

门及窗洞口用同心多层的小圆圈做装饰，使得看上去减少了沉重感。在建筑的

西面通常有一二座钟楼，有时在教堂平面的拉丁十字交点和横厅上也设有小钟

楼。在室内，朴素的中厅与华丽的圣坛形成强烈对比，宽敞的内部空间里却光线

图０１０　意大利比萨

大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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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暗，故意弥漫着一股神秘的气氛。罗马风建筑最著名的实例是意大利比萨大

教堂建筑群和德国的沃尔姆斯主教堂。

罗马风教堂的平面布局大多是厅堂式和十字式的结合，这一现象正好说明

了它处在一个承前启后的阶段。在它之前几百年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那时

候的神庙都是矩形和圆形的平面，也就是厅堂式的；而在它之后，即１３世纪以后

的哥特式教堂都采用十字式的平面布局。对此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典型的实例：

即意大利的比萨大教堂，这座建于１１—１３世纪的罗马风教堂因比萨斜塔而著

名，比萨斜塔其实是这座教堂附属的钟楼，１５９０年因伽利略在上面做过自由落体

实验而闻名遐迩。在斜塔后面，十字式教堂的交叉处仍然有罗马式的大穹隆，而

十字式教堂的翼廊在这里变成了厅堂，并且其中一个特别大，和它相对的另一翼

则变成了神龛。所以，罗马风教堂也可以形象地说就像古代的神庙长出了两个

小翼和一个大穹隆。两种样式的结合是很明显的，而之所以说它模仿了罗马时

代的建筑，我们还可以从教堂正面的拱门上看出来，那都是罗马真拱而不是哥特

式的尖拱。另外，古希腊的厅堂式神庙和早期的基督教堂都只是梁柱结构，但比

萨大教堂的整个大厅都是用拱建构的。

为了更好地观察罗马风教堂的内部，我们可以看看另一座典型建筑———建

于１１—１２世纪法国卡昂的圣伊典娜教堂。值得注意的是拱在这时又有了不小

的进步。首先是原来由两个筒拱交叉得

到的十字拱现在多了一个兄弟，就是由三

个筒拱交叉得到的“六分拱”。就是在拱

顶处交叉的有六条棱，如果是十字拱的话

应该只有四条棱。其次，建筑师们发明了

“肋”，也就是说他们在有意地加强拱交叉

处的那六条棱，其目的是为了加强拱的承

重能力。

随着罗马风建筑的发展，中厅愈来愈

高。为减少和平衡高耸的中厅上拱脚的

横向推力，并使拱顶适应于不同尺寸和形式的平面，在中世纪后期，人们创造出

了哥特式建筑。

除了教堂，罗马风时期建筑的另一个主要题材是修道院。修道院的布局基

图０１１　法国图卢兹

圣瑟令教堂的罗马风

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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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和教堂是一样的，只是多了由连续的十字拱或者六分拱组成的四方形的回

廊。这种回廊在有关中世纪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的表现，喜欢文学的人可以想

象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和朱丽叶正是在这样的回廊下商量那个致命的计

划的。

这一时期建筑中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城堡。欧洲在大大小小的城堡下曾经上

演过无数骑士和公主的故事。最初，封建领主们在山头上建立他们的住处，用城

墙包围起来。里面有作坊、商铺，完全是自给自足的，教堂当然也少不了。周围

的农民经常会在发生战争时躲进去，后来就渐渐定居在里面或者它的周围附近。

这样，这些石头城堡也就慢慢地催生出了最初的城市。

罗马风建筑作为一种过渡形式，它的贡献不仅在于把巨大建筑沉重的结构

与垂直上升的动势结合起来，而且在于它在建筑史上第一次成功地把高塔形式

组织到了建筑的完整构图之中，虽然它还是堂、塔分离的；到了哥特式教堂那里，

堂、塔才被整合成一体。

上海罗马风教堂最杰出的实例当数位于松江佘山的天主教圣母大堂了，不

过佘山的圣母堂已属于晚期罗马风建筑，其结构已不再显得沉重，并且带有一点

图０１２　英国肯特郡

罗契斯特城堡，约建

于公元１１３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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