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尽管上海的外滩建筑声名远播，不

过，真正要读懂它们，没有一点西方建筑

和艺术发展史的背景知识是很难的。

自15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在欧洲各

国掀起以来，西方的建筑和艺术大体上

是循着这样两条轨迹交互发展的：在意

大利，由文艺复兴运动渐次发展到以巴

洛克为主体的艺术潮流，米开朗基罗是

伟大的承前启后者，他于1520年至1534

年间为美第奇家族陵墓创作的一组大理

石雕像《昼、夜、晨、昏》，那是巴洛克艺术

的滥觞；一百多年后的罗马四喷泉圣卡

罗教堂是巴洛克建筑的杰作。在此后的

两百年间，这种风格越过了阿尔卑斯山

向北、跨过地中海向西扩散，终至无远弗

届。在法国，到了文艺复兴晚期，人们渐

次接受了帕拉第奥平衡和对称的设计

理念，发展出了古典主义，继而受到巴

洛克的影响，滋生出了属于本土的洛可

可艺术，凡尔赛宫镜厅就是洛可可最辉

煌的杰作。可当巴洛克和洛可可都因

为过于繁复、限制了创新而走进死胡同

后，人们在茫然之余又开始重新向古典

世界学习，随着现代考古学的进展，古

希腊、古罗马艺术内在的感召力，那种

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再一次征服了

人心，两条线索殊途同归，重新回到了古

典主义，只不过这一次，人们将其称作新

古典主义。

19世纪的欧洲建筑界基本上仍是新

古典主义的一统天下，这种状况一直持

续到了19、20世纪之交才发生了风起云

涌的变化。先是在布鲁塞尔，建筑艺术

界掀起了以纤细的藤蔓花草为装饰特征

的新艺术运动，很快这种求新、求变设计

思潮传遍了整个欧洲，在德国，人们将新

艺术运动称作青年风格派；在英国叫工

艺美术运动；传播到了荷兰则被称作风

格派。继而在一次大战以后，一种与历

史主义没有任何联系的包豪斯学院派在

德国兴起；与之相抗衡的是法国于1925

年在巴黎举办了“国际装饰艺术与现代

工业博览会”，他们沉着地将一种成熟的

装饰艺术风格推上了世界舞台，据统计

共有超过1600万观众参观了博览会，结

果是将这种风格华丽，体裁多样的艺术

装饰手法带向了全世界……

而上海，具体讲在外滩，对同一时期

欧洲发生的一切并未置身事外，凡上述

种种，在外滩建筑长廊中都有不同程度

的表现。限于篇幅，只能略举一二叙述。

外滩15号，古典主义与
上海的美丽邂逅

“当银行大厦破土动工时，当地的建

筑界元老怀疑地摇着他们聪敏的脑袋，这

个年轻的德国佬一定疯了！令他们大为

惊骇的是他竟然想把只适合欧洲的新思

潮在中国付诸实践……依这些人的高

见，不按照套路建楼终究会碰壁，谁若想

在上海用天然石料建房，只会自讨苦吃。”

上面是1911年3月10日上海《德文

新报》在追述华俄道胜银行大厦建造往

事的时候写下的一段话。其时离这栋用

石头建造的房子，即今外滩15号中国外

汇交易中心建成已有10年之久。这家

报纸接下来写道：“这栋大楼，从外观造

型到内部装饰以及总体构思都达到了极

高的水准。 ……海因里希 ·贝克，他以

设计建造这座银行大厦向亚洲的建筑界

提出了新的挑战，这是上海第一栋从设

计、材料到施工均能与欧洲本土相媲美

的建筑。”

诚然，在上海用天然石材造房子难

度确实不小！考虑到上海的软土地基，贝

克采用了沉砂筏式基础代替打桩，结构是

以砖墙和钢梁承重。他以自己设计的网

状钢桁架结构，亲自指挥工人吊装至指定

的位置，外面再以厚实沉重的天然条石饰

面。因为贝克对那种在本地沿用已久的

纸筋灰浆粉刷外墙的施工手法深恶痛绝，

他大胆地以大理石作为内外墙的贴面，并

在二、三层外墙面上镶贴乳白色的釉面砖

和装饰浮雕，结果产生了十分华丽的视觉

效果，惊艳到了当地的建筑界元老，而这

在当时的上海尚属首创。

确实，此前从没有人敢于像他一样

这么做，海因里希 ·贝克，这位年轻的德

国建筑师是将欧洲古典主义建筑不加删

节地引入上海的第一人，他以法国凡尔

赛的小特里阿农宫为蓝本绘就了来到

上海后获得的第一项工程委托。小特

里阿农宫是路易十五为了他的情妇蓬

帕杜夫人而下令于1762年修建的、典型

的古典主义建筑，但贝克的意匠并没有

只停留在16世纪，他在室内设计上大量

采用了当时欧洲流行的新艺术运动装

饰，让古典与新潮完美地结合在了一栋

大楼的身上。

外滩 12号，新古典主
义的胜出

如果说德国人贝克是第一个将欧洲

古典主义引入上海的建筑师，那么英国

建筑师乔治 · 利奥波特 · 威尔逊则将上

海的新古典主义建筑推向了空前绝后

的巅峰。

今天我们看到的外滩12号大楼，这

栋纯净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其实一开始

的设计并不是这样的。早在1920年初，

计划中新的汇丰银行大楼设计稿就已

经完成了，同当时欧美大多数商业建筑

一样，外立面有许多装饰性雕塑。上海

英文杂志TheFarEasternReview曾报

道说：“居高临下的气势和建筑的装饰

将使大厦显得更加宏伟，其位置正面对

着黄浦江，这本身就给设计师提供了一

个施展才华的少有机会，在这个位置

上 ，全 世 界 的 商 船 都 可 以 看 见

她。 ……建筑的顶部还将用一个直径

56英尺的包铜圆顶来装饰，上面有四

个凸起的圆形窗洞。鼓座高达10英

尺，用金色的马赛克镶嵌，因而会在太

阳的照射下闪闪发光……就像巴黎荣

军院教堂的巨大穹顶一样。”记者接着又

写道：“建筑将有一个墩座，上可放置雕

像和栽种花木的宝瓶。正面雕塑的题材

将分别代表着工业、农业、劳动、时间、公

正，还有艺术；此外，沿四川路也将有一

个立面，尽管设计肯定会做某些改动，总

的效果是一样的。”

但是直到1921年5月5日，汇丰银

行新大楼才正式开工兴建，很显然原方

案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过各有关方

面的仔细推敲，最终摈弃了绝大部分华

丽的装饰性雕塑，业主委员会认为原设

计固然漂亮但品位不高，建筑更应该强

调恰当的比例和纯正的细部，形式的简

洁才是体现古典高贵气质的重要方面。

修改后的设计从地面到顶部护栏的高度

没有变化，但中间穹顶的高度被提高了，

达到180英尺。大楼的主要立面全部采

用产自香港的花岗岩贴砌，这种材料质

地优良，外表是灰白色的，在阳光下非常

明亮，与雅典帕特农神庙毫无二致。

1923年6月23日，总投资达1000万

元的汇丰银行新大楼建成投入了使用，

造价超出了最初预算的5倍！银行的主

入口由宽11英尺，高20英尺的三个拱券

门洞组成，门洞顶部的锁石雕有三个头

像，那是建筑外表仅有的雕塑。中间的

头像代表农业，意为财富之源；两边的头

像分别代表工业和航运，那是造成现代

经济繁荣的两大助推器。

从门廊穿过三扇青铜玻璃旋转门就

可进入八角形门厅，门厅上方的鼓座有八

幅镶板，其象征分别是汇丰银行在伦敦、

纽约、东京、上海、香港、巴黎、曼谷、加尔

各答的八家分行。每幅壁画的主题人物

是不同装束和寓意的女神，象征上海的是

“睿智”。女神右手平置在前额，目光注视

着远方，左手操纵着舵轮。右下方的老人

象征着扬子江源远流长；年轻女性象征着

海运，他们都看护着一艘帆船，表示对贸

易的呵护。细看我们可以发现这八组人

物造像均作金字塔型的构图，那是新古典

主义的特征，人物形象也更接近于真实，

不似巴洛克绘画中的那么丰腴。

门厅的圆形天顶画是太阳神赫利俄

斯驾驶着金色马车正自东至西驰过天

空，追赶他的孪生姊妹、月亮神阿忒弥

斯，月神前额上镶嵌着一颗新月形宝

石，背景的一半是白天、另一半是黑夜；

云彩承托着的谷物女神色列斯手捧丰

收之角，里面盛满了谷穗和各种水果，

那是丰硕的象征。整幅天顶画的寓意

是苍穹大地和日月星辰的生生不息。

英国人当时将这幢大楼里的所有神祇

都标以希腊名字，建筑也被称为是新希

腊风格。其实新古典主义本身就包含了

新希腊和新罗马两种形式。只是由于历

史的和文化的原因，盎格鲁 ·撒克逊人也

许忘怀不了早先罗马的征服给他们的土

地带去的屈辱，因而更喜欢自由明快的

古希腊建筑，我们看到伦敦的白金汉宫

和大英博物馆都是非常纯净的新希腊风

格；法兰西则因为在高卢时期本身就是

罗马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他们比

较喜欢古罗马建筑的那种威严、秩序和

荣誉感，巴黎的凯旋门、先贤祠都采用了

纯粹的新罗马风格；生活在新大陆的美

国人没有历史包袱，他们兼容并蓄，华盛

顿的白宫是希腊风格，国会大厦是罗马

风格；而新古典主义到了商业氛围浓浓

的上海，则干脆把两种形式整合到了一

栋建筑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外滩

12号大楼：新希腊风格的建筑主体于顶

部的中央簇拥起了一个高高在上的罗马

式穹隆。

外滩 14号海关大厦，
再出发

获得巨大成功后的威尔逊收到的又

一份设计合约来自中国官方。1924年，

他获得了海关监督朱有济和江海关税务

司梅乐和联名签署的委托书。在未来

的新海关建筑上，甲方除了要继续保留

四面钟以外，对建筑的形式未作任何限

制，这意味着除了信任，还给予乙方很

大的自由创作空间。威尔逊明白，这对

建筑师而言是一种很高的礼遇，然而接

受了新委托的威尔逊并没有像多数人

一样兴奋得将自己立刻关进绘图室，这

位1880年出生在伦敦的学院派建筑师

此时已不再年轻，他需要寻找新的创

作灵感，于是他向公司行政当局申请

了休假并开始环欧洲及地中海旅行。

假期中他仔细考察了欧洲大城市的海

关建筑，慕尼黑的新市政厅、威尼斯圣

马可广场的钟楼。闲暇时他无数次地

在古希腊的废墟中流连，面对着地中海

的落日沉思；他还专程赴巴黎参观了正

在举办的装饰艺术博览会，那些充满新

思维的建筑模型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确实，他一直不停地在构思自己的下一

个作品……

1925年12月15日，迟起却温暖的冬

日阳光洒在外滩工地上，朱有济与梅乐

和联袂主持了第三代海关大厦的奠基

礼，作为责任建筑师，威尔逊带着自信的

微笑也出现在了现场。1927年底，当时

外滩最高的大楼终于竣工了。如同我们

看到的那样：建筑师对一至二层的处理

仍然是严谨的古典主义手法，尤其是主

入口的柱廊，依照纯粹的陶立克风格建

成，这似乎是将帕特农神庙的柱子直接

搬来了上海，像古希腊人的向往一样，海

船和海神的浮雕在大门上方横饰带的陇

间壁上被传神地描绘出来。不仅如此，

大楼内外的许多装饰和墙面，也都象征

着航海，但从整体上看，建筑师的这种手

法使用得相当有节制。

第三层作为过渡，他以一条正面饰

有回纹的腰线将上下两部分加以明晰的

区分，上面的标准层部分是强调高度感

的垂直线条，这正是装饰艺术派最显著

的特征之一，并且还使用了新材料：铸铜

的窗裙饰板，这也符合装饰艺术派的特

征。如果将这部分楼层增加数倍乃至十

几倍，就成了典型意义上的美式摩天楼

了，但建筑师没有那样做，他以一道檐口

结束了人们的想象，之后又在建筑的顶

部开始了再次探索，我们在这里看得出

建筑师交织着的彷徨心理，他在努力寻

找着形式上新与旧、传统与创新之间的

和谐。先是再次回到了他熟稔的复古构

思，重复地安排了四个由角亭、柱廊等的

组合作为整个塔楼的基座，上面一层又

做了四个简化的中国式须弥座，然后才

簇拥起高高在上的钟楼，在那里，建筑师

的创造力终于开出了智慧的花果，他以

数个逐层收分的立方体——那是一种没

有受到任何历史风格影响的语言——诠

释了钟楼的造型，同时也明白无误地宣

告自己完成了由古典向现代的再出发。

钟楼上镶嵌着巨大的四面钟至今仍

是浦西外滩的中心。钟的机械部分由英

国乔伊斯公司制造，这家老牌的英国公

司历史上最大的骄傲是其曾担任伦敦大

本钟的制造商。它的四个钟面都是双层

玻璃的，可以抵抗上海夏秋季节台风的

压力。此外，还用金属箍带加固，金属数

字本身也是一种强大的支撑物。钟的

机械装置则安装在钟楼内的支架上，它

是由齿轮、杠杆和钢丝绳组成的一套复

杂的装置，通过重力势能运转。四个厚

厚的指针从发动装置径直指向外部四

个钟面的中心。安置在钟楼顶部的五

口青铜钟构成了和谐的钟声，四个小钟

每隔一刻钟敲一下，大钟在整点敲响，当

发动装置发出指令时，通过解扣、跳闸来

回运动，重力势能和钢丝绳击打出铜钟

浑厚的音调。钟体来自英国的泰勒铸钟

厂。现在全世界仅有两套相同的铜钟，

一套在上海，另一套在纽黑文的耶鲁大

学校园里。

外滩20号，为摩登艺
术设定了范本

如果说海关大厦已经在其钟楼的造

型上宣告了上海装饰艺术建筑的诞生，

但设计师的思想还没有脱离古典主义的

羁绊，那么在设计外滩20号和平饭店大

楼（当时称沙逊大厦）时，威尔逊对建筑

的审美取向已经完成了向现代装饰艺术

的转变。沙逊大厦不仅在建筑的外部造

型，并且在内部的大理石地面、玻璃拱

廊、墙面拼花图案、栏杆、天花板和灯具

等的造型设计上，显示了纯粹的现代装

饰艺术风格。当大楼落成并以“华懋饭

店”的名义对外营业时，所有的旅客或访

客（包括曾下榻于此的美国喜剧大师卓

别林）都为这种美得不可方物的艺术所

折服，上海第一次获得了“魔都”的称号。

确实在这栋大楼上已经看不到任何

古典柱式、山花、穹顶或者雕塑，代之而

起的是一种几何图形或由硬线条构成的

花卉动物图案，巨大的铜窗框上有一对

相互回望的灵缇犬，那也是经由建筑师

重新绘制的，带有机械加工意味的线描

图案。沙逊家族原本是巴格达的一个古

老的犹太族群，灵缇是原产自中东的古

老犬种，被沙逊家族拿来做族徽；大楼内

九国风格的套房看似追求新奇，实则也

是装饰艺术一种常用的表现手法，即从

异质文化中汲取素材来激发创作的灵

感。所以讲沙逊大厦是20世纪20年代

外滩建造的最后一幢楼房，也是上海终

结古典样式的第一幢楼房，它定义了魔

都艺术装饰的标准，从学术的角度上讲，

其里程碑式的意义不可低估。

前已述及，巴黎为纪念现代应用艺

术诞生100周年，举办过一次名为“装饰

艺术与现代工业”的大型国际博览会，法

国人的宗旨是宣传现代制造业对艺术

的依赖。从那以后，一种带有高耸形体

和类似几何图案装饰的“新潮建筑”或

称“摩登建筑”开始在世界上许多大城

市中流行，直到二次大战的爆发才戛然

而止。战后现代主义建筑大行其道，装

饰艺术派一度式微。1968年英国学者

希利尔第一次在他的著作中以“Art

Deco”为名归纳了这种艺术流派并得到

广泛的认同。

沙逊大厦由新仁记营造厂承造。建

筑为钢框架结构，平面略呈“A”字形，临

外滩的东部塔楼高12层，上面再冠以墨

绿色红脊方锥体铜皮屋顶，与西部的9

层相比突出了高耸感。原设计方锥体塔

顶上是一颗被托起的圆形发光体，隐喻

着上海作为东方明珠的地位，可最终这

一在当时属于非常前卫的构思未被业主

方接受，改成在顶部采光亭上再建一小

型的方锥体屋顶。方锥体脱胎于古埃及

的方尖碑，与哥特式教堂的尖顶不属于

同一文脉。20世纪20年代中晚期，一股

高层建筑屋顶采用古埃及风格的金字塔

或方尖碑造型的潮流在北美各大城市十

分流行，这是因为英国考古学家卡特

1922年在埃及王陵谷发现了法老图坦卡

门的陵墓，以及随之出土的包括黄金面

具在内的大批稀世珍宝轰动了整个欧

美，再次引起了人们对埃及学的高度兴

趣。金字塔、方尖碑、老鹰、翅膀、圣甲虫

等埃及意象影响了整个上世纪二、三十

年代建筑的艺术装饰，上海作为一座追

赶潮流的城市，建筑师和室内设计师们

无疑也会受到这种流行的影响并欣然接

受。按今天的统计，上海优秀历史建筑

中的70%是装饰艺术风格。

奥地利著名艺术史家李格尔认为，

现代以来人们看重和保护的主要是无意

为之的纪念物，即原本不是为了特定的纪

念而建，后来才获得某种纪念意义的遗产

对象。今天的上海外滩就是这类具有纪

念意义的遗产对象，它已然成为这座城市

人民的集体记忆。记忆作为人类社会的

一个基本特点，是加强自我认同的基础。

建筑遗产对社会的集体认同作用，是指人

们将特定的事物视为某种共同的基础，并

构建出想象的共同体，感到自己属于这一

共同体而表现出的集体认同感。外滩建

筑群作为海派文化的象征之一，具有极强

的地域凝聚力，是上海市民的身份认同，

因此我们在今后的保护中要更加注重维

系这种凝聚力。

（作者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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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建筑可阅读

钱宗灏

代古典到现代，法滩建筑的空间句法
钱宗灏

▲外滩20号楼（今和平饭店）

 外滩

12号 楼 设

计图（资料

照片）

▼外滩

12号 楼 屋

顶的壁画

▲ 上海外滩美景。（本版图片除资料图外，均来自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