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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浜中路是老城厢商业的核心，老

字号的汇聚之地。方浜中路的老字号，

譬如老庆云银楼、裘天宝银楼、童涵春

堂、吴良材眼镜店等，距离创立之初已有

数百年历史，而民国时代开始兴起的布

业品牌信大祥、宝大祥、协大祥也曾经云

集于方浜中路。填浜拓路之后的方浜中

路，融合了金融业、服装业、日用百货等

各行各业的商业建筑，成为了名副其实

的老城厢第一商业街。以下几栋至今尚

存的老字号建筑均值得细细阅读，而它

们的诞生地都在今天的方浜中路一带。

【 澄明斋 】

吴良材眼镜店或许是在方浜中路一

带开业并延续至今的最为悠久的老字

号。其前身是开设于清康熙五十九年

(1720年)城隍庙前方浜附近的澄明斋珠

宝玉器号。

嘉庆十二年(1807年),吴良材将“澄

明斋”改名为“吴良材眼镜店”,主营眼

镜，兼营珠玉。

民国年间，吴良材眼镜店在方浜中

路155号置地盖房。此单开间三层建筑

至今尚存，在方浜中路玄扈台北侧。当

时《新闻报》曾刊载（1914年6月12日）：

“吴良材眼镜老号迁移广告——本号开

设上海小东门内马姚弄（今马园街）口，贸

易两百余年，四远驰名，早承中外推重。今

因原处房屋破坏，特在对面转角自造洋式

楼房。现已工竣。于阴历五月十一日迁

至对门新屋交易。特此登报布告。”

吴良材眼镜店处的方浜中路街面，

和花草弄、光启路、马园街交接，并带

有美丽的弧形曲线，有融汇人流之势。

在1948年上海南市方浜路彩色影像中，

这段街面上人群熙熙攘攘，店铺鳞次栉

比，云集了吴良材眼镜店、张小泉剪刀

店、固本制革厂等知名店铺，店面则融合

了装饰艺术、传统店屋、现代洋楼等不同

风格。

【 老庆云银楼 】

如果说上海是中国早期银楼业的发

源地之一，方浜中路一带则可以说孕育

了老上海的银楼业。早在乾隆年间的

1773年，杨庆和银楼率先在上海城内的

庙前大街(即今城隍庙庙前的方浜中路)

上开设。10年后，老庆云银楼也开市

营业。1830年，裘天宝银楼在方浜中

路一带开设。18年后，凤祥裕记银楼

在小东门方浜路上开办，自产自销金银

饰品。1880年左右，“方九霞裕记”开

设于方浜中路人民路口。到了清末至民

国时代，各银楼沿着方浜路重新翻建自

家建筑，并在租界内开设新店，一度市

面繁盛。随着城市的发展，上述银楼

建筑今天皆已消失，唯独位于方浜中

路59号的原老庆云银楼建筑与方浜中

路人民路路口的原裘天宝银楼建筑幸存

了下来。

据《郭氏家谱》记载，清乾隆四十八

年(1783年)斗(辰)公晚69岁时，《郭万丰

船号》独资庆云银楼在大东门外花园弄

开业。

老庆云银楼在1932年于小东门方

浜东路59号自建气派堂皇的西式三楼

大厦，拥有职工达五六十人,至今建筑尚

存。据《申报》1932年7月31日记载：

“开设在沪上小东门长生桥，已历百五十

余年，营业鼎盛……以旧址不足开展，特

于对面德安里口，自建巨厦，崇楼高

耸，尤壮观瞻，所有陈列各种金银器

具，如闺阁用品、学生文具，以及儿童

玩物，无不新颖出奇，光彩夺目、工作

精巧。前日开幕。”

老庆云银楼建筑是老城厢内西式的

采光中庭商业建筑的代表之作，是方浜

中路沿线较晚建成的商业建筑，其立面

风格也更偏向于西式古典主义，显得颇

为庄严。该建筑被列为黄浦区文物保护

点，目前空置，将在修缮后对公众开放。

进入老庆云银楼，其内部一楼的采

光中庭贯通至楼顶，采光中庭四周由当

时非常时髦的所罗门绳柱作为装饰，以

活跃空间，上部则覆以玻璃天棚。当时

楼下为营业大厅，楼上是加工场，自产自

销金银饰品和银器。

值得注意的是，老庆云银楼与其后

的德安里为同一组用地开发。在平面布

局上，沿街除了三开间的银楼店面之外，

在其西侧设置一过街楼，通往德安里后

几排的住宅建筑。住宅建筑入口设在西

立面，格局以三开间一正两厢的石库门

建筑为主。内部天井立面带有中式特

征，延续了方浜中路前店后居的传统建

筑模式。

【 童涵春堂 】

说来巧合，童涵春堂与庆云银楼在

同一年开设。

童涵春堂国药号前名竺涵春堂国药

号。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盘于童

家，更名为童涵春堂。1874年，童氏家

人用800两纹银，请同治年间苏州状元

陆润庠书“童涵春堂”金字匾额，高悬堂

中，显示出中华老字号的气派。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南市沦陷，

地处方浜中路23号的童涵春堂（今方

浜中路宝带弄口西侧）被迫停业。新中

国成立后，童涵春堂迁到宝带弄口东

侧、方浜中路人民路口西北角（即今天的

人民路1号）。

这一建筑今天已被列入上海市优秀

历史建筑，建于1920年代，原为大昌绸

缎局，并曾为中国银行南市办事处使用，

1958年后作为童涵春堂使用，现空置。

其建筑在转角形成切角，构成朝向东南

的主立面，并设置有两层高的壁柱。立

面之上原有钟楼，高耸出屋面，与方浜路

对面的仁记珠宝银楼的穹顶共同构成了

方浜中路路口独特的天际线。历史照片

显示，建筑的钟楼之后，同样也有四坡顶

的采光穹顶，推测内部曾有采光中庭。

可惜采光中庭今已不存。

如今，童涵春堂总店设在豫园，楼上

更设有童涵春堂中药博物馆，展示有老

童涵春堂的清代建筑模型及留存的建筑

构件。

【 裘天宝银楼 】

裘天宝银楼是上海著名银楼之一，

清道光十年(1830年)开业。

1916年在城墙拆除筑人民路之后，

裘天宝银楼重建于方浜中路与人民路路

口，属于方浜填浜拓路之后，第一批建造

的商业建筑。

1946年由裘宗尧等29人集资国币

二千万元在原址成立“裘天宝仁记银楼

无限公司”。因此这一银楼又称为仁记

珠宝银楼。

银楼的主立面朝东，为西式折衷主

义风格，立面中间的入口及窗户作为弧

形，与立面底部的弧形山花相得益彰。

最有特色的则是冲出屋面的前后两个穹

顶。靠近东立面的穹顶，上覆弧形四坡

顶，体现了一种动感向上的趋势，形成路

口的地标，可惜现已不存。

建筑中部的采光中庭穹顶，则为四

坡顶，四周为窗，引光入内，照亮采光中

庭。更令人赞叹的是采光中庭的内部。

从原始格局判断，此采光中庭上下贯通，

自二层起，形成中式槅扇窗立面。结合

栏杆，极具装饰效果。

在历史照片中，弧形山花上写着“麟

凤商楼”字样。入口券门之上则有“裘天

宝”大字招牌。两侧的壁柱则饰以对联，

上书“精制金银首饰，加炼条锭黄金”。

裘天宝银楼如今被列为上海市优

秀历史建筑，目前空置，等待修缮并活化

利用。

方浜中路的迷人之处，在于其“弯

曲”，在于其“包容”。方浜中路在某种意

义上，就是上海的老家，孕育其间的是老

城厢生活方式与海派文化。

不论是中西合璧的裘天宝银楼、西

式的老庆云银楼、还是风格各异的沿街

店屋，现存的方浜中路建筑构成老城厢

商业建筑风格演变的例证，具有高度的

历史文化与建筑艺术价值。在未来，延

续方浜中路曾经的街道生活与文化遗

产的多样性与包容性，显得尤为重要。

（本版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建筑文
化遗产保护国际研究中心设计总监）

“上海老街”上多样的老字号建筑
冯立

中西建筑风格包容在方浜中路的曲线之中

无论在什么时代，商业街总是作为

日常商业生活舞台的背景而成为城市的

脉搏。商业街往往为最古老的城市空

间。它们既是街市，是本地居民非正式

的社区活动之所，是游客的打卡目的地，

也是文化多元化的缩影。

上海从北宋天圣元年（1023年）设立

“上海务”、北宋熙宁七年于黄浦之滨建

镇，因商而兴。而上海老城的商业之核，

一直以来围绕着方浜一带展开。历史地

理学者钟翀曾经提及，以形态发生学的

角度推测“上海源”，上海早期城市核的

所在，应该就在明嘉靖筑城前的方浜益

庆桥一带，即今天小东门附近的方浜中

路一带。而“上海务”则推测在今天的方

浜中路宝带弄西侧一带。

1910年代的填浜拓路，孕育了近代

方浜中路商业街的诞生。

历史上，方浜以北的道路并不是今

天所见到的方浜中路的样貌。

1913年的《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图》

中，方浜以北的弯曲的街道，以城隍庙为

分界，以西标注为“西大街”，庙以东为

“小东门大街”，路面并不宽阔。

选择填浜拓筑方浜路，或许是看中

了它能够将黄浦江畔的熙熙攘攘的货物

与人流，延伸至老城厢的核心地带，如同

南京路与金陵东路所做到的一样。正如

《上海老城厢百年1843—1947》一书作者

黄中浩所言，民国初年的填浜拓路“源于

资本的流通性对城市空间的要求，在民

众眼中，此番动作可以使市面兴盛，地价

日昂，并且可以向租界展示华界的新气

象，这是资本主义与民族情感混杂在一

起形成的推动力”。

1914年，方浜北侧的西大街与小东

门大街经过拓宽后，成为了老城厢原城

墙之内，最宽阔的街道。而方浜中路正

式得名，则要等到1946年。

填浜拓路的同时，老城厢的城墙也

进行拆除，并成为今天的人民路与中华

路环路，方浜路的两头连接了环路的东

西两端。老城厢在民国初年，迫不及待

地走向现代。

老城厢的方浜中路的街道走向，贴

合着历史上方浜的河道走向，形成了如

画般的弯曲的商业街，是上海从江南市

镇过渡到现代城市的重要见证，而延续

百年的生活图景，赋予了方浜中路多样

的街景。

如果说南京路、金陵东路，代表了

近代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地带以棋盘式的

路网所构筑的笔直的商业街，那么位于

老城厢核心的方浜中路，作为老城厢的

第一商业街，其魅力则在于自然弯曲的

街廓。

方浜路随着旧时河浜弯曲，而产生

的如画般的街景，一直延续到今天。它记

录了上海县城的曾经的河流的走势。“曲”

本身，就见证了方浜中路的有机生长。

正如伦敦的摄政大街，其迷人之处

在于几道弯曲而形成的丰富的街道形

态，行走在方浜中路时，视线也会因为弯

曲的街廓，而感受到“如将不尽”的街道

景观。

曲，除了如画的意味，更隐含了城市

治理的智慧。在方浜中路填浜拓路的过

程中，在尊重产权土地划分的基础上，

通过各方协商，才形成了今天方浜中路

的街廓。曲的街廓，留下了城市发展的

印迹。

在有机的街廓形态之中，1914年之

后逐渐生长出来的沿街商业建筑，回应

了不同店铺与不同时代的需求，在风格、

建筑类型、业态上体现了多元融合的包

容性特征。

先说风格之包容。在晚清至民国初

年，方浜中路一带的沿街店屋多为传统

的中式风格。此后，西式折衷主义、装饰

艺术风格的立面慢慢增多，而建筑的开

间，也从单开间到多开间不等，构成了丰

富的街道景观。

从现存的方浜中路沿街商业建筑来

说，大致可分为中式店屋与西式洋楼两

类。中式店屋带有里弄沿街房子的特

征，以木饰面为主，在细部上则通过铺

面、阳台、挑梁、花柱、挂落、招牌等配置

呈现出丰富的装饰性。西式洋楼立面则

以石材或仿石抹灰材料为主，具有折衷

主义风格与装饰艺术特征。中西风格并

置而并不突兀，包容在了方浜中路的曲

线之中。

其次是业态之包容。自1910开始，

方浜中路街道两侧开始建设一些体量较

大的商业建筑。填浜拓路后的方浜路上

成为老城厢银楼最为集中、规模最大之

地，除了至今尚存的老庆云银楼与裘天

宝银楼建筑之外，更有东来升银楼、恒

孚银楼、景福银楼、方九霞银楼等著

名银楼，可惜其建筑已经不存。从功

能而言，中式店屋与西式洋楼皆承载

了不同类型的商业与作坊功能，而在街

区内部，沿街商用建筑又与内部的多元

的里弄居住建筑融为一体，体现了商住

之融。

多元的风格与业态，融合了城隍庙、

沉香阁、敬一堂等不同信俗的庙宇，在抗

战时期，以方浜中路与民国路（今人民

路）为界，设立了南市难民区，庇护了大

批难民，这也是老城厢的方浜中路对这

座城市所作出的贡献。

1999年末，方浜中路以“上海老街”

为名进行风貌提升后，一度热闹非凡。

如今，方浜中路东段正在整体等待更

新。而去年上半年，“猫街”一度火到出

圈，让久违的人气再度汇聚到街道之

上。未来它将以何种方式被再度激活，

令人期待。

阅读方浜中路上形形色色的老字号建筑

 方浜中

路作为老城厢

的第一商业街，

其魅力则在于

自然弯曲的街

廓。图为方浜

中路俯瞰。

（摄影：邢千里）

 老 庆 云

银楼在 1932年

于小东门方浜

东路59号自建

气派堂皇的西

式 三 楼 大 厦 。

图为至今尚存

的建筑。

（摄影：邢千里）

▲民国年间，吴良

材眼镜店在方浜中路

155号置地盖房。图为

至今尚存的这一单开间

三层建筑，在方浜中路

玄扈台北侧。

（摄影：邢千里）

 人民路1号建筑

建于1920年代，原为大

昌绸缎局，其建筑在转

角形成切角。立面之上

原有钟楼，高耸出屋面，

与方浜路对面的仁记珠

宝银楼的穹顶共同构成

方浜中路路口独特的天

际线。图为如今的人民

路1号建筑和仁记珠宝

银楼。

（摄影：邢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