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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建筑可阅读

汤湃 刘竟竞

熙熙攘攘的南京西路从一定程度上

可以视为一座近现代建筑的博物馆，沿

路排列的风格各异的建筑记录了上海这

座“摩登”城市其百年间的风云变幻和时

尚更迭。坐落于南京西路325号的曾经

的跑马总会大楼，是上海近代公共建筑

中风格突出并且保存完好的著名历史保

护建筑之一。作为公共建筑，其公共服

务功能从最初的赛马到如今成为历史博

物馆，同样经历了沧桑变化。这样的变

化过程不仅仅见证上海的城市发展历

程，同时也在不同的时期与其使用人群

产生了深度的联接，融入了市民的生活，

成为了上海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20世纪初的跑马活动
与跑马总会大楼

自1843年开埠以来，上海一直是中

国东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最频繁的地

方。随着西方人来到上海定居并带来他

们的生活方式，跑马活动也来到了上

海。在其最初被引入上海时，清政府明

令禁止中国的寻常百姓参与赛马活动，

只有上海道台、知县等官员在受到特邀

时才能前往赛马场观赏。直至1909年，

中国人才可以买票进场参与赌马活动，

几年之后，许是看中了这方面巨大的营

收潜力，跑马厅开始发售名为“香槟票”

的赌马彩票。资料显示，1889年前后，

跑马总会每年收入仅2.2万元；1920年

后，每年达400余万元；1939年前后，每

年竟达800万元。博彩产业惊人的利

润，让跑马总会赚得盆满钵满。为了给

高级会员更奢华的娱乐体验，跑马总会

不断地提升跑马厅娱乐环境以及跑马场

地的建设。

由于赛马活动的特殊性，赛马的场

地有较高要求，通常必须要有草地或沙

土的环形跑道、观众看台以及马房和其

他配套娱乐设施。上海最早的跑马场

由跑马总会于1850年（即清道光三十

年）建设；后因跑马活动带动地价上涨，

外国商人低价买地、高价卖地，赚取高额

地产差价的动因，三次搬迁重建；最终落

脚在如今人民公园一带。通过地产业和

博彩业赚取了巨额利润的上海跑马总

会，于1932年决定在赛马场的西北角，建

造气派的总会大楼以供高级会员享乐。

当时的英国建筑事务所马海洋行（前身

为马矿司洋行）承接了跑马总会大楼的

设计项目，并由本土施工团队余洪记营

造厂承建。一年后完工的跑马总会大

楼占地面积 8900平方米，建筑面积

21000平方米，高四层，从此这栋气派的

红砖建筑开始作为地标矗立在上海南

京西路上。

跑马场因其场地开阔平整，在历史

上不仅被用作赛马，也经常被作为兵营

使用。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

军强占了跑马总会大楼用于驻兵以及继

续运营博彩业以赚军资。1945年日本

战败投降以后，跑马厅停止了赛马赌博，

由美军接手成为美军军营和剩余物资仓

库。直至1949年上海解放，市军管会正

式接管了跑马厅，人民政府对其进行了

大刀阔斧的改造，将原跑马厅南部辟为

人民广场，北部改建为人民公园，中间辟

筑了人民大道。1952年跑马总会大楼

成为上海博物馆；1959年博物馆迁出，

改为上海图书馆；1997年上海图书馆迁

往新馆，大楼改做上海美术馆；时至今

日，原跑马总会大楼已成为上海市历史

博物馆/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其东南面

是上海当代标志性建筑——上海大剧

院、上海城市规划馆、上海博物馆；地铁

1、2号线人民广场站在其东面。纸醉金

迷的跑马场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而

绿树成荫的人民广场则成为了上海的新

地标。

马海洋行
与新古典主义建筑

依据郑时龄先生对于上海近代建筑

的分期，跑马总会大楼的建造正处于上

海近代建筑兴建盛期。彼时的上海是全

国的金融中心、工业中心、商业中心、对

外贸易中心、交通运输中心、航运中心以

及通讯中心，正处于上海城市发展历史

中的“摩登时代”。受到经济活动发展、

地价攀升以及建筑技术快速发展的综合

影响，近代建筑也进入了蓬勃发展的繁

盛时期。彼时的上海，汇集了大批优秀

国内外建筑师，建筑风格也复杂多样，既

有本土特色也有西洋风格。这一时期

的上海近代建筑风格出现了四种倾向，

其中较为流行的仍是西方新古典主义

风格，以及逐渐发展的中国传统古典复

兴风格、“国际式”风格以及装饰艺术派

风格。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不同的风格

在上海现存的近代建筑中都有保存完

好的案例。

承接跑马总会大楼设计的马海洋行

以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为特长，其在近

代上海留下的优秀作品不仅有跑马总会

大楼，还有包括外滩1号的麦边大楼和中

南银行等公共建筑；以及爱资拉宅 、杨

氏公寓（今永业大楼）和新康花园等住宅

建筑。其中跑马总会大楼展现出了完美

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立面比例严谨；立面

外墙采用红砖和水刷石饰面和石材相

间，呈现一种典型的新古典主义特征；

二、三层西立面贯以塔什干式廊柱；顶层

采用红瓦屋顶；整个建筑颜色红白相间，

优雅沉稳中彰显低调的华丽与精致。由

于面对南京西路的面比较狭窄，建筑师

设计了一座高49米的钢筋混凝土钟塔，

钟塔最上部是四面三角形坡型屋顶，形

成一条南北向的轴线；钟楼东面是看台。

要更好地了解开始于18世纪下半

叶的新古典主义及其影响下的建筑风

格，可以从了解新古典主义运动开始。

新古典主义运动的要义在于试图建立理

性的古典法则，创造理性的原型和理想

的建筑；建筑主张回归“变化中的统一”

“比例”“和谐”等古典美学的原则。整体

来说，新古典主义强调理性的古典建筑

原型，追求结构和审美在哲学上的真实，

是一种理性与考古学相互结合的古典法

则。相较于古典主义建筑的简洁和整体

感，新古典主义更注重构图的完美，并糅

入大量的历史风格，其中有两种价值倾

向值得重视。其一是历史主义的倾向，

即在建筑中融入历史风格；另一是折衷

主义的倾向，即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历

史建筑风格拼贴在一起。新古典主义在

欧洲本土的风行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

其后逐渐为现代运动所取代；然而在20

世纪初的上海，由于西方建筑师或在西

方接受教育的中国建筑师仍以学院派的

古典建筑语言为基础，结合社会的需求

和风尚，这一时期上海的近代建筑仍以

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为主导。

历经近90年的历史，这

一建筑内部基本保留了跑

马总会大楼20世纪初欧洲

古典装饰风格，整体采用米

白色的大理石铺地和墙面

搭配黑色的铸铁装饰，形成

典雅与厚重的和谐统一。

与几乎同时期建造的和平

饭店类似，在跑马总会大楼

的建筑中，也部分采用了法

国拉克利水晶玻璃装饰的

门作为空间分隔。值得强

调的是拉克利玻璃的特殊

性在于，由于烧制的过程中

融入了锑、砷和钴，成品通

常呈现不规则的半透明状，

在光照下可以呈现特殊变

幻的光影效果。彩色的拉

克利玻璃用于通往每一层

大厅的大门，让建筑内部空

间呈现五彩变幻的梦幻效

果。此外，呼应赛马主题，

建筑内部装饰的大量细节

都采用了“马”这一元素，例

如在楼梯的铸铁栏杆上，优

雅弯曲的铁艺栏杆在中间

汇聚，成一个贝壳般旋转的马头；多个

马头顺序排列，共同组成楼梯的围栏；

铸铁工艺的马头围栏为建筑内部空间

增加了浓厚的艺术感。

作为如今的上海市历史博物馆，这

座历史建筑共5层的内部空间均开放以

供公众参观。一楼大厅为特展厅，用于

临时展览活动；二楼至四楼的馆藏讲述

了上海历史的发展轨迹，全面展示了上

海古代史与近代史文物，尤其是对中国

共产党成立以来在上海的革命活动都

有详尽的文物记载，深入且动人地讲述

了上海的红色历史。观览于博物馆之

中，建筑的古老历史风貌以及馆藏展品

无不在讲述一个又一个生动故事，老建

筑与老故事交相辉映，让人时而身处鸦

片战争的吴淞炮台，手抚镇远将军铜炮；

时而站在苏州河，见证外白渡桥落成；时

而为中国共产党成立而心神激荡……

融入市民生活

无论是跑马总会大楼抑或是上海市

历史博物馆，作为公共建筑，其建筑本身

承载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日常活动。建

筑的空间布局和面貌也会因为响应人民

的活动而发生一定的变化，这样的情况

也发生在这栋历史建筑上，在建筑的顶

楼，有一个占楼顶面积约1/4的现如今

为餐厅的平房，这个类似阁楼的平房的

存在似乎与建筑本身的空间功能并不十

分切合。但走访调研告诉我们，正是这

个平房和这个屋顶花园，让居民和这栋

建筑产生了更多的生活和情感联接，让

一栋静默矗立的公共建筑焕发出丝丝缕

缕的生活气息——站在屋顶花园上，可

以看见南京西路的熙熙攘攘，有一种置

身静谧、远眺繁华的奇妙感受；来餐厅之

前做一些功课，了解了餐厅所在的建筑

历史，也就更加了解了上海这座城市的

发展。我们采访到了对建筑的屋顶花园

进行改造设计的景观设计师，他说这个

闹中取静的花园仿佛城市丛林中参天大

树上停留的一只蓝鸟，见证过他人生中

的很多重要时刻，对于他来说是十分重

要的地方……

建筑的功能在于承载人类活动，而

建筑的魅力在于人们与建筑产生的情感

联接。作为伫立在上海南京西路上历经

近90年沧桑历史的建筑，无论是被称为

跑马总会大楼，抑或是上海市历史博物

馆，建筑的功能在随着历史发展不断改

变，其与使用人群之间的联接也在逐步

发生变化。从灯红酒绿、一掷千金、纸醉

金迷、见证了无数大起大落、悲欢离合

的跑马场，到喧嚣的繁华都市中一个恬

静安然的公园，跑马场的沧桑变化是时

代风起云涌的缩影，其今天也是安定繁

荣年代的标志。

（作者分别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
规划学院在站博士后、英国谢菲尔德大
学博士）

“风针上的金马向着红月亮撒开了四蹄”

陈祖恩

1933年2月，跑马总会大楼落成。红褐色面砖与石块交砌，钟楼上的指针
明亮，成为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地标性景象。新感觉派作家穆时英说：“跑
马厅屋顶上，风针上的金马向着红月亮撒开了四蹄……”

跑马总会，又称跑马厅，其实就是跑马俱乐部。有英国绅士的地方，就有跑
马场，这似乎成为一种定律。1850年，当以英国人为主体的西方侨民在上海仅
有二百多人的时候，跑马活动就被他们带进入这片开埠才七年的土地。由于跑
马活动的竞技魅力和赌博奖金的诱惑，这一西方体育娱乐项目在上海迅速兴
起。1862年跑马场在静安寺路出现的时候，已经换了三个地方了。同时，跑马
俱乐部应运而生，最初的建筑是一幢精美的两层洋楼，四周为敞开式，屋顶有钟
楼，卫生设施与浴室具备。

1932年，跑马总会拆除旧屋，重建新楼。建筑由英商马海洋行设计，承建
单位则是作为会员的余洪记营造厂。建筑的外表自然是雄伟的，但内部的精美
与功能的完善则充分体现了会员娱乐性和服务性。底层是售票处和彩票领取
处，夹层是保龄球馆，一楼是俱乐部，有咖啡馆、纸牌室、阅报室及弹子房等，咖啡
馆内配有巨大的砖砌壁炉。餐厅在一楼南部，外有走廊，用红瓦砌成，马主可在
此察看其马，前面即是斜倚之看台。二楼及三楼是包厢，有三十多间，包厢前面
是走廊，直接面对跑马场地，可看各种活动。每一间包厢都是一个私人空间，非
常舒适。楼内有游泳池和土耳其浴室，女宾有专用楼梯。钟楼位于屋顶之北端，
高160尺，钟之四面直径计10尺，故在远处即可望见指针，楼内各处还有十六架
时钟，为看客报告时间。

1934年2月28日，跑马俱乐部揭幕仪式，采用西方常用的启门礼。那天，
建筑师司宾斯把一个小箱子，里面放一枚黄金色的钥匙，授给总董白克。白克用
这把钥匙打开大门，会员纷纷涌入，开启了这座大厦的庆祝丰宴。

俱乐部每年举行盛大的圣诞晚会，餐厅的长桌上放着一只华贵的银碗，里面
装满鲜花。银碗大得出奇。曾经有位男士与一位漂亮的名媛打赌，问她敢不敢
跳进去。没想到，她立刻答应，吩咐仆人把碗里的花和水倒掉，灌满香槟，然后，
在众目睽睽之下，踩上桌子，纵身跳入银碗。

跑马总会有同仁俱乐部，以华人为主体。1938年，会员石渭臣以俱乐部
人物之姓名，仿《陋室铭》而戏作一篇托物言志骈体铭文，也是阅读建筑的另一
道风景：

部不在形，有状则“眉”（石常眉）。乐不在多，虽“少”亦灵（赵少兰）。斯是乐
园，惟我“永生”（陈咏笙）。南坐芦花荡，东近跑马厅。谈笑有“鸿声”（章鸿笙），
往来皆“贤君”（宏贤钧）。可以“聆笙”歌（陈聆笙），听“凤鸣”（莊凤鸣）。欲“谋
富”（唐美甫）以“赈饥”（陆仲琦），施“宏法”（李宏法）以“惠人”（石渭臣）。董长洪
贤鈁，干事陆奚鸟。“欧”（欧尔圣）君云：何“难之”（王耐之）有？

（作者为东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馆海市历史博物馆：
史经见证历史 史今收藏历史

▲上海市历史

博物馆（原跑马总

会大楼）侧立面

 内部展厅

▼拉克利玻璃

门的光影效果

▲跑马厅香

槟票

◣马头铁艺

装饰栏杆

（图 片 均 由
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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