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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艺术公寓：转角遇见的优雅生活
武云霞 李日昌

理性与浪漫两相结合的装饰艺术风格（ArtDeco），承
载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美学价值观，曾对近代上海的建筑
产生重大影响。在这众多建筑中，占地小、空间利用率高的
公寓建筑可谓主要载体。公寓为上海这一城市引进了一种
大众化的现代文明，体现了一种物质与精神的融合。在上世
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数量最多且最为典型的公寓也即为装
饰艺术风格。自上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短短十年间拔地
而起了数十幢装饰艺术风格公寓。它们成为上海近代城市
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百货公司、咖啡馆等一起建构起中
国最早的都市生活文化，也与居住于此的人们一起书写着城
市的传奇。

上海的装饰艺术风格公寓建筑往往根据地基地形进行
设计，因此形成“周边式”“八字形式”“一字形式”“点状形
式”等平面展布。“周边式”一般在街道转角道路沿线兴建，底
层为商铺，如南京西路的德义大楼、福州路的汉弥尔登大厦
（今福州大楼）等；“八字形式”多是大型建筑，如衡山路的毕
卡第公寓（今衡山宾馆）、北苏州路的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
厦）、茂名南路的峻岭寄庐（今锦江饭店中楼）等；“一字形式”
往往是见缝插针，大多南北朝向，如淮海公寓、建国公寓等；
“点状形式”多因基地狭小，采用扇形或点式平面，如淮海中
路乌鲁木齐中路口的麦琪公寓等。装饰艺术风格公寓多建
在当时的租界西区，法租界分布最多，质量也最好。

历经八九十载历史沧桑的这些装饰艺术风格公寓大楼，
时至今日依然伫立街角，构成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并且有
许多依然作为公寓使用，延续着城市的烟火气，传递着人们
优雅生活的态度。

德义大楼：
藏着上海较早的单身公寓

上海的老公寓多多少少变更过名

字，坐落于南京西路与石门二路交叉路

口的德义大楼却自1928年竣工以来从

未更换名称，实属罕见。德义大楼与大

众最为深层的连接，莫过于其底层从

1959年起开了40余年的少年儿童书店，

店名由宋庆龄亲笔题写，凝结着众多老

上海人的儿时记忆。

这是一幢九层高的大楼式公寓，包

括今南京西路770-788号(含石门二路

15弄、石门二路1—13号)等多个门牌，

钢筋混凝土结构，由英国建筑设计事务

所克明洋行（设计师 EricCumine）设

计。由于近代上海实施土地私有制，加

之地价非常昂贵，为了最大限度利用基

地，于是形成了大楼L形的平面形式。

德义大楼可被看作上海建筑界摆脱

传统新古典风格桎梏、开时髦装饰艺术

风格之先河的优秀近代建筑之一。继它

之后，上海建造起一大批非常出色的装

饰艺术派公寓建筑。

德义大楼的主立面——东南立面、

东北立面和西立面，以21?6.5?1.7cm的

褐色毛面砖拼贴成简洁的装饰图案，次

要立面——北立面，则采用弧形拉毛水

泥粉刷。主立面强调由建筑结构本身形

成的横竖线条构成，顶部则有竖向线条

装饰。建筑的一至六层、第七至八层和

第九层呈层层缩进的形式。第七、八层

的窗间墙和顶层窗口略有后退，突出立

面竖线条构图。在入口、二层檐部和三

层窗下均有连续几何形的花岗岩雕饰。

转角处二层窗口上有一组花岗岩带饰，

其上原有四座装饰艺术派中常见的立雕

人像，可惜如今已不复存在。

大楼按门牌号分为三部分，770号、

778号和788号。其中770号为单走道

双面布置房间，新中国成立之前是仅供

中层外商人员和少数“高等华人”居住的

单身宿舍型公寓，这也是上海较早设置

单身宿舍的公寓。778、

788号为“一梯两户”型

公寓楼，各有两个单元，

分三种不同的房型。其

中1号单元为三房两卫，

2、4号单元为三房一厅

两卫，3号单元为三房一

厅一卫。该大楼无论单

间面积或单元面积均较

宽大，层高也较高，实测

层高约3.30米，室内净

高约3.1米，梁下净空约

2.9米。

落成之时，德义大

楼就进行了统一的简单

装修，选用的材料就当

时而言实属一流，很多

做法非常科学。例如，

铺装的打蜡木地板选用

的是4?200cm的柚木小料，不易起壳变

形，时至今日仍然光可鉴人。每扇房门

（甚至包括所有的厨房和部分厕所）上都

安装有通气窗。如果南北向的两间房间

房门错开布置，则一定会在房门所对的

墙面上部安装气窗，以保证良好的通

风。所有的窗户均选用钢制窗框，楼梯

间和卫生间的窗户都选用乳白色、带有

装饰案的磨砂玻璃，既有良好的采光效

果又具有一定的私密性。墙面每个阳角

处都镶嵌有一根小小的L形角铁，即使

搬运家具时不小心磕碰到了，也不会造

成严重的损伤，只需稍加修补即可。厨

房有后门通向消防楼梯和佣人房及错层

储藏室。在房间内部设有壁橱和过道壁

橱等，以便充分利用室内空间。大楼配

备有暖气设备（原为热水汀，在1990年

代初期拆除）、垃圾道，门厅里设有牛奶

箱、信箱等。大楼楼顶还设有屋顶花园，

满铺草本植物。屋顶有两座角楼，供住

户居民登顶望景，纳凉品茗。

同孚大楼：
两位中国建筑师“螺蛳壳里做道场”

南京西路、石门一路和吴江路三条

路围成的地块上，有一幢九层公寓大楼

形如被削掉大半的圆柱，看上去有些奇

特，前门紧靠熙熙攘攘的王家沙南京西

路总店。大楼里的所有房间不仅朝向不

好，而且几乎没有一间呈矩形，有的还是

不规则形状。这便是同孚大楼，一幢“螺

蛳壳里做道场”而不得已为之的建筑，却

反倒因此成名。

同孚大楼1935年前后由中国银行

所建，设计人是中国建筑师陆谦受、吴景

奇，原名“中国银行西区分行”，后因该

大楼地处同孚路(今石门一路)上故得此

名，也曾被称为“吴江大楼”。如今，大

楼底层为工商银行营业部，楼上为居民

住宅。

虽然通常被归入装饰艺术派，同孚

大楼的外观却比德义大楼更为简洁，以

带形窗和连续窗间墙所形成的舒展水平

线条为造型特征。北侧主楼梯间从三楼

至九楼采用了具有浓烈现代气息的竖向

通窗。建筑外立面除褐色面砖拼贴成的

图案、檐部和主入口有几何图形的装饰

外，没有采用更多的装饰艺术派的细部

处理手法，更接近于国际式风格，但从室

内的大理石拼花地面，铁花装饰图案的

栏杆及一些细部装饰上，我们仍然可以

感受到装饰艺术派的气息。这似乎折射

出当时的设计思想已在转变，开始注重

实用与经济，讲究外型体块和窗洞排列

的比例关系，从繁琐的细部装饰中解脱

出来，汇入现代建筑潮流。

陆谦受、吴景奇在《我们的主张》一

文中表明，“一件成功的作品，第一不能

离开实用的需要，第二不能离开时代的

背景，第三不能离开美术的原理，第四不

能离开文化的精神”。同孚大楼诠释了

他们对于一件成功作品的观点，而其中

平面布局中体现出的功能主义思想正是

他们现代建筑观念的表达。

同孚大楼基本可看作一组一梯两户

和一组一梯一户这样两个单元组成的公

寓。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开间大，甚至

大于进深。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

用地紧张，设计者不得不在狭小的基地

上兴建大楼，故而只能牺牲朝向——绝

大多数房间都朝向东北方。为了缓解住

户终年不见阳光的问题，在大楼建成投

入使用之初，这里就安装了在当时最为

先进的中央循环供暖系统，并在底层配

有锅炉房，供应热水。在平面布置上，则

通过设计将浴厕与卧室相通，厨房与餐

厅相通，并配备相当面积的佣人房和储

藏室，利用外廊将部分佣人房和储藏室

的入口与入户门分开。这些做法在当时

都属于高标准，今天看来也颇为合理实

用。著名德国建筑师鲍立克的设计事务

所和住处就曾位于同孚大楼。

瑞华公寓：
房间宽敞，最大的一间27平方米

位于常熟路209弄的瑞华公寓，地

处当时的法租界范围，建于1928年，原

名赛华公寓，由法商营造公司设计，时

至今日仍是常熟路上显眼的地标。这

幢九层高的建筑，造型简洁。立面为水

泥砂浆拉毛粉刷，造型处理上强调由钢

窗本身所形成的竖向线条，平挑檐，第

九层由外檐口向内缩近。屋檐下部、二

层阳台部分及底层入口处均有着丰富

的装饰艺术风格特征几何图案装饰带，

抽象的云水、朝阳、凤等图案寓意吉祥，

是装饰艺术风格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

融合的作品。楼梯的铁花栏杆装饰图

案也有典型的装饰艺术风格特征。

瑞华公寓建筑平面沿常熟路和延

庆路呈L型布局。围绕花园在东向和南

向各有两个入口，共四个单元。主楼结

构为钢筋混凝土，共9层，层高3.3米。

平面单元为一梯二户，总计72户，共5

种户型。副楼是混合结构仿西式2层建

筑，原为汽车间（现已拆除）。

房间宽敞可谓瑞华公寓平面布局

的最大特点。最小的两室户建筑面积

也有80平方米；每个房间的面积也都比

较大，在16-20平方米左右，街角处最大

的一间有27平方米。房间通过内走廊

相连接，走廊宽1.5米。每套居室内均

设有多个储藏室，方便实用。就连厨房

的面积都多达14平方米左右，由洗衣房

和烹饪房组成，并同垃圾井道（现已封

闭）及后阳台相通。每两家的厕所均与

天井相连，保证厕所内空气的流通。公

寓的第九层在大房间内有一个半圆形

的舞台，或许是旧时主人开晚会用的。

在住房紧张的今天，舞台上早已摆放了

适用家具，但我们依然可以体会到老公

寓曾经的贵族气息。

瑞华公寓电梯井道原为铸铁空花

外壳及折叠推拉门，1980年代末改为钢

丝网水泥砂浆构造。围绕电梯的三跑

楼梯为白色水磨石地面（被人们称作水

门汀地面），在北边和西边还各有两个

兼做服务楼梯的消防楼梯，楼梯边设有

佣人的住房和卫生间，与主人分别进出，

互不干扰。这种设计手法当年只在上海

的少数高档公寓中有类似布局。公寓的

硬件标准在当时是比较高的，除配备了

抽水马桶、煤气、暖气（热水汀）等生活设

施，还统一在房间里铺设双层打蜡木地

板，隔音效果极佳，在厨房和卫生间分别

铺设瓷砖和马赛克，房间的顶角线也经

过处理。程乃珊在《上海Lady》一书中提

到过瑞华公寓，说那是上海当年最高级

的公寓，“当时毕卡第公寓、盖斯康公寓

还没造，瑞华公寓在上海属数一数二的

高级洋派住宅。这种公寓都是只租不

卖，用美金结算房租，那时只有外国人住

得起，也只有外国人住得惯”。

新中国成立之前，瑞华公寓为德士

古洋行的白领居住。新中国成立之后，

公寓分配给市委干部居住，但大多是两

家合用，也有独门独户或三家合用的。

据《梧桐深处建筑可阅读》一书记述，当

时大楼的底层是市委的幼儿园，二楼到

四楼是办公室，五楼到八楼是宿舍用房。

瑞华公寓走出过不少名人。写下

过《一个犹太人的上海记忆1927-1952》

的犹太人丽莲 · 威伦斯，小时候就住在

这瑞华公寓，她曾在书中回忆道，当年

最刺激的事，莫过于和小伙伴们提着装

满碎冰块的水桶爬上公寓顶楼的那一

刻，他们想用这些碎冰块倒下高楼，给

楼下的行人们创造一些“意外的惊

喜”。导演、作家彭小莲也是在瑞华公

寓长大的，她曾在《荒漠的旅程》中透

露：“等到过节的时候，我们都往九楼的

人家跑，反正大门敞开着，穿过他们家

的厨房，我们就可以站在屋顶上看焰

火。我们可以一眼望到外滩的高楼。”

黎明、王菲2003年拍摄以上海作为故事

背景的电影《大城小事》时，也曾在瑞华

公寓取景。影片以大摇臂升降摄影机

拍摄的缓慢长镜头为公寓留下令人难

忘的影像。

在上海，人们还将转角遇到这些装饰艺术公寓
◆ 西湖公寓（原为华盛顿公寓）
地址：衡山路307号
竣工年份：1928年
西湖公寓原为9层，1982年加建2

层，建筑平面沿街作V字形布置。标准
层由三个单元组成，是上海公寓建筑中
较早使用电梯的公寓。外立面简洁明
朗，以湖绿色水泥拉毛饰面，在入口处
和窗下墙面饰有抽象的白色玫瑰花纹
浮雕装饰。

◆ 培文公寓（原为培恩公寓）
地址：淮海中路449—479号
竣工年份：1930年
承载无数上海人温馨记忆的“上海

妇女用品商店”就位于这幢建筑。它由
赉安洋行设计，高7层，局部10层。清
水红砖外墙间以水泥墙面粉刷，竖线条
红白分明，混凝土屋檐和门檐突出于
外，横线条粗犷清晰。建筑立面凹凸较
多，顶层檐口很宽，与立面凹进墙体相
呼应，立面中央塔楼用横宽线条处理，
顶层竖旗杆。褐色面砖贴面，顶部有一
厚实水平压檐，檐下饰以几何形母题的
浮雕装饰，此种做法为以后一批装饰艺
术风格公寓的常见做法。

◆ 福州大楼（原为汉弥尔登大厦）
地址：江西中路170号
竣工年份：1932年
这幢建筑由公和洋行设计，共14

层，其中1-3层为商业办公用，4层以
上为公寓。建筑立面以竖向直线条装
饰为主，底层设几何形装饰带。体形自
9层起向内退缩，体现宏伟气势。

◆ 永业大楼（原为杨氏公寓）
地址：雁荡路10弄1-3号
竣工年份：1932年
马海洋行设计的这幢公寓共6层，

平面沿街转角作L型布置。建筑立面
镶砌面砖，利用凸窗和阳台体量的突出
形成竖向线条，层次丰富韵律感强。顶
层阳台及檐口下墙面设有装饰带。

◆ 南昌大楼（原名阿斯屈来特公寓）
地址：南昌路294-316号
竣工年份：1933年
这幢建筑由列文设计，共8层。立

面非常简洁，以奶黄色面砖贴面，仅在
转角处中央尖塔上饰以极富特征的纯
粹装饰性浮雕图案。入口处和檐部饰
以少量同主题的浮雕装饰图案，在门窗

铁花的风格和建筑室内门厅地面的铺
砌上采用简洁又有装饰性的几何图案。

◆ 衡山公寓
地址：衡山路700号
竣工年份：1934年
衡山公寓共6层，外墙面用水泥拉

毛处理，刷翠绿色涂料。建筑运用了几
何线型及图案，在建筑门窗线脚、檐口
及腰线、顶角线运用了曲折锯齿图形，
而在窗台下方部位装饰了正方形图案
的珍珠纹。颜色统一为乳白色，与建筑

的绿色搭配和谐而突出重点。

◆ 泰兴大楼（原为麦特赫斯脱公寓）
地址：南京西路934号
竣工年份：1934年
这幢建筑由新瑞和洋行设计，共

12层，沿转角街坊建造，平面呈八字
形，主立面朝东偏南。整体造型为两侧
对称向下跌落的典型装饰艺术风格手
法，建筑立面以横线条为主，在女儿墙
和底层腰线上饰细横线条，中央部分突
出垂直线条，细部装饰已大大简化。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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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年

竣工的德义大

楼可被看作上

海建筑界摆脱

传统新古典风

格桎梏、开时髦

ArtDeco风 格

之先河的优秀

近 代 建 筑 之

一。图为德义

大 楼 夜 景（摄
影：寿幼森）

 建 于

1935年前后的

同孚大楼，一幢

“螺蛳壳里做道

场”而不得已为

之的建筑，却反

倒因此成名（摄
影：寿幼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