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东区习见的 “弄堂房子 ”， 横断
面。 右侧是开着的后门 ， 从这可以望见在
弄内来往的人物。 接着是灶披间 ， 前面是
自来水龙头， 和水门汀砌成的水斗 ， 灶披
间上方是亭子间的窗， 窗开着 ， 窗口稍下
是马口铁做成的倾斜的雨庇 ， 这样 ， 下雨
的日子女人们也可以在水斗左右洗衣淘米，
亭子间窗口挂着淘箩 ， 蒸架……和已洗未
干的小孩尿布。 灶披间向左 ， 是上楼去的
扶梯， 勾配很急， 楼梯的边上的中间已经
踏成圆角， 最下的一两档已经用木板补过。
楼梯的平台， 靠右是进亭子间的房门 ， 平
台上平斜挂着一张五支光的电灯 ， 灯罩已
经破了一半。 平台向左 ， 可以看见上前楼
去的扶手。 楼梯右侧， 用白木薄板隔成的
“后间”， 不开灯的时候， 里面阴暗得看不
出任何的东西。 再左隔着一层板就是 “客
堂间 ”， 狭长的玻璃窗平门 。 最左是小天
井， 和前门的一半， 天井和后门天井一样
地搭着马口铁皮的雨庇 ， 下面胡乱地堆着
一些破旧的家具、 小煤炉 、 板桌等等 。 这
一楼一底的屋子一共住着五家 。 客堂间是
二房东林志成一家， 灶披间是小学教员赵
振宇的房间， 透过窗和门 ， 可以看见和窗
口成直角地搭着一张铁床 ， 窗口是一张八
仙桌， 桌子对面是一架小行军床 ， 门内里
方的壁上是壁橱、 筷笼等等 ， 进门处是碎
砖垫高了的煤炉 、 锅子 、 食具……失了业
的洋行职员黄家楣住在亭子楼上 ， 楼梯平
台上放着一只火油炉子 ， 这就是他们烧饭
的地方。

———摘自夏衍 《上海屋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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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1921 年 ， 中国共产党缘何诞生在上海贝勒路 、
望志路 （今黄陂南路 、 兴业路 ） 交叉口的树德里 ？
除了树德里所处法租界边缘地带这一地理位置带来
的便利， 还与树德里一带石库门房屋的建筑特性不
无关联。

一座城市有一座城市独属的建筑。 石库门之于
上海， 就是这样的独特存在， 承载光荣和记忆。 在
近代历史上， 这种建筑构成了老上海数量最大、 居
住人口最多的建筑形态。 市民曾在此生活， 革命者
曾在此活动， 文人、 学者、 艺术家曾在此孕育他们
的作品。 石库门早已成为上海这座城市的底色， 镌
刻下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

让我们重新认识石库门。

文学作品中的石库门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树德里”， 地

处今天的黄陂南路、 兴业路交叉口。 这是一

条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弄堂 ， 建成于 1920 年

夏秋之间， 共有前后两排楼房， 坐北朝南，
砖木结构 。 外 墙 青 红 砖 交 错 ， 镶 嵌 白 色 粉

线 ， 门楣 有 矾 红 色 雕 花 ， 黑 漆 大 门 上 配 铜

环 ， 门框 围 以 米 黄 色 石 条 ， 显 得 庄 严 而 典

雅。 沿马路一排的五幢房屋， 为望志路 100
号至 108 号， 都是一上一下的单开间房屋 ，
各有一个大门和天井。 房屋落成不久， 其中

的 106 号、 108 号 （今兴业路 76 号、 78 号）
就被李汉俊兄弟租下。 这两幢石库门内部打

通， 前门通常不开， 日常出入的是 108 号后

门，106 号则是客厅所在。冒着极大的风险，李
汉俊将寓所的 18 平方米客厅布置成秘密会

所：房间正中放着一张长条餐桌，桌子周围是

一圈圆凳，桌上摆着一只粉红色的玻璃花瓶、
一套茶具、一对紫红色烟灰缸。 房间四面安置

有茶几、几把椅子和一方两屉小桌。1921 年夏

天，中共一大正是在这里召开。
会 议 正 在 进 行 中 ， 有 过 一 个 惊 险 的 插

曲 。 一个 身 穿 灰 色 竹 布 长 衫 的 中 年 男 子 突

然闯入 ， 一 双 怀 疑 的 眼 睛 到 处 乱 溜 。 代 表

们问他干 什 么 ， 他 含 糊 其 辞 ： “我 找 社 联

的王主席。” 忽而又说： “对不起， 我找错

地方了。” 之后匆忙离去。 有学者认为，一大

期间闯入 会 场 的 陌 生 人 可 能 就 是 法 租 界 密

探程子卿 ， 而 他 突 然 闯 入 的 原 因 ， 很 可 能

就是因为 对 树 德 里 内 部 结 构 不 了 解 而 错 入

所致。
如今的中 共 一 大 会 址 纪 念 馆 内 ， 有 个

“红色一平方公里” 展区格外醒目， 标注着

一大会址 周 边 密 密 麻 麻 分 布 着 的 十 多 处 与

早期建党 相 关 的 革 命 旧 址 ， 其 中 以 石 库 门

建 筑 居 多 。 位 于 太 仓 路 127 号 的 博 文 女 校

旧址， 地处中共一大会址北侧约两百米， 可

谓其中之一。 当年， 毛泽东、 董必武等来自

全国各地的一大代表， 曾集体以北京大学暑

期旅行团 的 名 义 悄 然 入 住 在 这 幢 石 库 门 房

屋 ， 就睡 在 教 室 的 地 铺 上 ， 以 南 腔 北 调 兴

奋地交流 着 革 命 理 想 。 部 分 中 共 一 大 文 件

也 是 在 这 里 起 草 的 。 可以说 ， 上 海 石 库 门

见证着中 国 革 命 理 想 之 火 的 点 燃 ， 也 见 证

着共产党人开天辟地的伟业。
在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看来， 石库

门建筑各自独立又互为关联， 身处闹市， 却

有高墙围隔， 为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年代

从事各种革命活动提供了天然屏障。

给很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套 《中国民

居》邮票中，代表上海的就是石库门。 与有着

“万国建筑博览” 之称的外滩建筑群相比，上

海寻常人家“屋脊瓦如鳞，窗户藤缠绕”的石

库门房子更有上海味道。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

史研究所研究员郑祖安指出：“石库门是产生

于近代上海的特有的一种建筑形式，在今天，
早已成为这座城市的个性符号、形象标志。 积

极地保留和保护这一建筑形式的精华，已经

是我们当 代 人 以 及 后 代 人 传 承 历 史 记 忆 延

续历史文脉的一项重大任务。 ”
石库门民居建筑类型起源于 19 世纪中

后期。 当时的战乱迫使江浙一带的富商、 地

主、 官绅纷纷举家拥入租界寻求庇护， 外国

的房产商乘机大量修建住宅。 这个群体习惯

了高宅大院， 狭小的土地无法满足他们的要

求， 要想在狭窄的空间内营造出不输于宅院

的江南风格， 商人们选择的是一种创新型的

建筑方式———石库门 。 这类住宅在 19 世纪

末至 20 世纪 30 年代尤为盛兴。
中 西 合 璧 是 石 库 门 住 宅 最 为 典 型 的 特

征， 集江南民居及西方联排式住宅样式于一

体。 平面和空间方面， 石库门单体平面及结

构更接近江南传统的二层楼的三合院或四合

院形式， 一般进门是一个小天井， 天井后为

客厅， 之后又是一个天井， 后面是灶台和后

门， 天井和客厅两侧是左右厢房， 一楼灶台

间上面为 “亭子间”， 再往上就是晒台。 同

时保持的， 还有中国传统住宅对外较为封闭

的特征， 虽身居闹市， 但关起门来可以自成

一统。 石库门总体采用的联排式布局却来源

于欧洲， 群体布局紧凑， 相互毗连， 成片纵

向或横向排列。 外墙细部采用西洋建筑的雕

花图案， 门上的三角形或圆弧形门头装饰也

多为西式图案。 进入 20 世纪， 随着中西文

化的融合， 石库门建筑风格也在发生变化，
“新石库门” 出现了。 新式石库门大多采用

单开间或双开间， 双开间石库门指的是只保

留一侧的前后厢房， 单开间则完全取消了厢

房。 如此一来， “庭院深深深几许” 的感觉

不再存在， 取而代之的， 是更加符合城市生

活的经济与舒适。 洋场风情的现代化生活打

破了庭院式大家庭的传统生活模式， 取而代

之的， 是适合单身移民和小家庭居住的石库

门弄堂文化。
大门尤其是门楣， 可谓石库门建筑中颇

为讲究也最为精彩的部分。 “石库门” 之得

名 与 其 不 无 关 联———这 类 建 筑 以 石 头 做 门

框， 汉语中把围束的圈叫作 “箍”， 用石条

围束门的建筑被称为 “石箍门”， 江浙人发

“箍” 音为 “库”， “石箍门” 渐渐成了 “石

库门”， 这个名词也逐步成了上海传统弄堂

住宅的代称。 石库门门楣的装饰不仅丰富，
并且经历了不断改进的过程。 在早期石库门

中， 门楣常模仿江南传统建筑中的仪门做成

中国传统砖雕青瓦压顶门头式样。 后期受到

西方建筑风格的影响， 砖雕青瓦压顶式的门

楣变成了三角形、 半圆形、 弧形或长方形的

花饰， 类似西方建筑门窗上部的山花楣饰，
新式石库门还会在门框两边使用西方古典壁

柱的样式， 以作为装饰， 石料的门框也改用

清水砖砌。
石 库 门 凝 结 着 上 海 这 座 城 市 内 在 的 精

神、 气质、 底蕴———海纳百川， 本就是海派

文 化 的 重 要 传 统 。 “亭 子 间 ” “客 堂 间 ”
“厢房” “天井” 以及 “二房东” “七十二

家房客” 等与石库门有关的名词， 早已成为

与上海有关的独特记忆， 温馨又难忘。

老渔阳里 2 号， 今南昌路 100 弄 2 号，
陈独秀曾在此居住。 1920 年初， 陈独秀由

京返沪， 就住进了这里， 楼下客堂会客 ，
楼上厢房作卧室 ， 统楼则是书房 。 和他

一道回到上海的， 还有 《新青年》 编辑

部 ， 位于一楼的厢房 。 陈望道 、 李汉

俊 、 李 达 等 都 曾 是 《新 青 年 》 的 编

辑， 也曾在此办公或居住。 陈独秀在

这 里 成 立 上 海 的 共 产 党 早 期 组 织 。
亭子间是 《共产党 》 月刊的编辑室 。
召开中共一大的会议通知从这里寄出，
一大遭遇紧急情况转移至南湖继续开会

的决定也是在这里做出的。
渔 阳 里 6 号 ， 今 淮 海 中 路 567 弄 6

号，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 1920 年 9 月创

办的第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学校———外国

语学社所在地。 该校其实只是以公开办学

形式作为掩护， 学员主要由相关人士和团

体推荐 。 1920 年 10 月 ， 刘少奇初次抵达

申城， 进入外国语学社。 湖南籍的任弼时、
萧劲光等， 也很快前来参加学习。 这里的

学员少时为二三十人 ， 多时达五六十人 ，
其中出现了不少优秀人才。 外国语学社的

校舍 ， 系一幢两楼两底的典型石库门房

屋。 当时， 楼上为办公室和宿舍， 楼下

设了教室。
慕尔鸣路甲秀里 318 号， 今茂名

北路 120 弄 7 号， 这是一幢两层砖木

结 构 石 库 门 楼 房 。 这 里 原 是 蔡 和 森 、
向警予夫妇的住所 。 1924 年 2 月 到 年

底， 共 10 个月， 毛泽东曾在这里居住，
这是他在上海住得最长的一次。 端午节前

后， 妻子杨开慧和母亲， 带着两个孩子也

来到了上海， 屋子里充满了温馨的家庭气

氛。 蔡和森与向警予于是搬到了楼上厢房，
把一楼房间让给毛泽东一家。 当时毛泽东

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和负责组织工作。 杨

开慧除了料理家务、 整理文稿外， 还每周

两次定期到工人夜校讲学， 从事工运和妇

女工作。
横 浜 路 35 弄 ， 这 是 景 云 里 的 地 址 。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 鲁迅、 陈望道 、 茅

盾、 柔石等都曾在此居住， 名传青史的

中 国 左 翼 作 家 联 盟 也 正 是 在 这 里 酝 酿

而成。
山海关路 387 弄 5 号 ， 曾是中共

淞浦特委的办公地点。 淞浦特委成立

时 ， 正值大革命失败 ， 国民党大肆屠

杀共产党员。 为了迷惑敌人， 淞浦特委

将自己的办公地点设在一所名为 “正德

小学” 的私立学校内 。 正德小学的校舍

是一幢石库门建筑， 其客堂间为教室， 在

旁边的房间， 时任淞浦特委书记的杭果人

和组织部长的陈云等人则悄然开展革命工

作。 几年前， 旧址整体迁移至静安雕塑公

园北侧。

还有这些石库门
留下仁人志士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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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库门见证着共产党人开天辟地的伟业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树德里”， 是一条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弄

堂，建成于 1920 年夏秋之间，共有前后两排楼房，坐北朝南，砖木结构。

石库门凝结着上海这座城市的内在精神
集江南民居及西方联排式住宅样式于一体， 如此海纳百川， 本就是

海派文化的重要传统。

▲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典型上海石库门弄堂

茛石库门多为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 ，
坡型屋顶常带有老虎窗， 红砖外墙， 弄口

有中国传统式牌楼。 大门采用两扇实心黑

漆木门， 以木轴开转， 常配有门环， 进出

发出的撞击声在石库门弄堂里回响。 门楣

做成传统砖雕青瓦顶门头， 外墙细部采用

西洋建筑的雕花刻图。 二楼有出挑的阳台，
总体布局采用了欧洲联排式风格。

一座小小的亭子间， 若用数量表示时，
不过有两立方米的光景。 北壁的西半有两扇
玻窗， 西壁的正中也有两扇。

爱牟便在这两窗之间安了一座年老的方
桌， 朱红的油漆已经翻成赭黄色了， 四边都
是小刀戳出的伤痕。 这是他在两个月前初从
海外回国时向友人借来的。

这样一座亭子间里除去这方桌所占的地
位之外， 所余的空隙已经没有了。

南壁的东半是一扇门， 西半和西壁夹成
的一隅， 从楼板一直高齐屋顶， 堆积着一大
堆西书。

东北角上卷放着一卷被条。
这小小的一座亭子间便是爱牟的书斋兼

寝室了。
———摘自郭沫若 《亭子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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