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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立面多采用红砖清水墙，形式简洁，开

窗整齐而有节奏，下图为格致楼

图源： 视觉中国

华东政法大学校园内的这片历史建筑群，秉持“务将中国房

屋之特质保存。 如屋顶之四角，皆做曲线形”的设计理念。 “屋角

起翘的歇山顶”样式被运用在了校园内几乎所有的校舍建筑上。

左图为苏州河怀抱中的校园， 城市母亲河和沿岸绵延的都

市景观。 （图源：视觉中国）

下图为圣约翰大学办公处及校长住宅现貌。 （由作者提供）

在近代中国，中西合璧风格的校园建

筑并非约大特有，在当时的燕京大学和金

陵女子大学等校园中，“适应性建筑”的校

舍设计更多是从中国传统官式建筑转译

过来的中西融合，相比约大的建筑，要显

得严谨、庄重和气派得多。 但约大是开近

代中国中西合璧校园建筑之先河，半个多

世纪里秉持 “务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

的设计理念，又青睐于汲取地域传统建筑

的灵动和简朴，使一种风格在不同时期发

展形成的多样性得以集聚，又与校园内外

的自然环境渗透、融合，为学生们构建了

既有秩序感又亲切宜人、既多样又统一的

学习、生活空间，这是独一无二的。几乎与

约大同期建造的沪江大学也相当有名，但

校园建筑却是以西方大学里惯用的学院

哥特式风格主导， 与约大形成鲜明的对

比。 再回望近代上海，都市发展和商业繁

荣，时时、处处都交织着对新奇和时尚的

追逐，留下了形形色色的、被称之为“万国

建筑博览会”的建筑遗产，而约大校园，见

证了一片远离都市喧嚣的教育园地，以及

校园经历的一幕幕历史画卷，尤其是校园

中的一栋栋建筑，以及它们组成的空间环

境，依然为我们诉说着往事，带领我们穿

越时空，感知历史的曲折与光辉。

（作者分别为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
划学院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建
筑设计研究院城市更新院建筑师）

【“苏河明珠”，珍贵遗产】

作为中国近代最有影响力的大学之
一，圣约翰校园也是风云际会之地，留下过
许多历史人物的身影。 1913年 2月 1日，

孙中山先生因卜
舫济校长邀请出
席学校冬季休业
式 。 在能 容 纳
600人的思颜堂
的大礼堂中 ，孙
中山发表演说 ，

论述了科学教育
的重要性， 告诫
圣约翰学子：“既
有智识， 必当授
人。 民主国家，教
育为本。 人民爱
学，无不乐承，先
觉觉后， 责无旁
贷，以若所得，教
若国人， 幸勿自
秘其光。 ”

圣约翰大学
重视体育教育 ，

校园记录着许多
开中国近代体育
风气之先的历史
事件。1890年 5

月 20日，圣约翰
大学举办了中国
历史上公认的第
一次体育 运 动

会。 1932年，圣约翰大学教务长、体育部
主任沈嗣良率中国短跑名将刘长春参加
在洛杉矶举办的第 10届国际奥林匹克运
动会。 如今在体育室里的体育文化博物馆
内，还展出着沈嗣良从洛杉矶奥运会带回
的纪念章。 林语堂曾在他的著作中提到过
“倘若说圣约翰大学给我什么好处，那就是
给了我健康的肺”。

更值得关注的是， 圣约翰校园内也流
传着红色往事。 五四运动后，校园内就活跃
着一批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的青年师
生。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约大学生群
情激昂，于 6月 3日在大礼堂集合抗议，校
方随即干涉，引起轩然大波，许多学生与员
工离校，于 8月另组光华大学（今华东师范
大学），寓意中华民族如“日月光华”。为纪念
此次事件， 在旗杆所在的草坪旁建造的斐
蔚楼也被命名为“六三楼”。

1938 年， 圣约翰大学内的第一个
中国共产党党支部成立。 1945 年，上海
高校第一个党总支又在此成立。 自此交
谊室成为中共地下党圣约翰总支部的基
地。 1949 年 5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
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在指挥淞沪战役中，

于 26 日凌晨进驻上海， 其第一宿营地
就是这座交谊室。 当时， 天空还下着小
雨，解放军在夜色中进驻交谊室休息，当
天上午， 陈毅乘车前往苏州河南岸视察
市区情况，下午转移至三井花园，接管上
海工作。 5 月 27 日，上海解放，陈毅即
成为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任市长。

1945年，上海高校第一个党总支在此成立

回望今天华政校园内历史建筑的建

造过程， 就能比较清晰地梳理出一条学

校发展和校园建设的历史脉络 。 1879

年， 由两座学校合并而成的圣约翰书院

（St.John's College）选址于当时租界外的

沪西地区、 距外滩 5 公里左右的梵皇渡

极斯菲尔路（Jessfield Road，即今天的万

航渡路）附近，苏州河以南、兆丰花园以

北的一块三角地， 就是今天这座校园的

所在地，但占地比现在看到的小很多。圣

约翰书院成立时的第一栋教学楼是一座

中国传统院落式建筑。 正式成立大学部

后的 1895 年，第二代教学楼在原址上建

起，名为怀施堂，是一座规模大得多的合

院式建筑，功能包含教室、宿舍、餐厅、图

书馆、集会礼堂等。 新中国成立后，大楼

改由杰出校友邹韬奋名字命名， 就是今

天的韬奋楼，至今仍是校园的主体建筑。

怀施堂建成稍后些， 圣玛丽亚书院的思

丁堂落成。 1899 年，用于实验室和学生

宿舍的科学馆落成，又称格致室，就是现

在的格致楼， 是中国大学中第一栋专门

用于教授自然科学的校舍。 1904 年，思

颜堂落成， 以纪念为创办圣约翰书院出

力最多的中国人颜永京， 也是一幢合院

式建筑。 1908 年，新宿舍思孟堂也建成

使用。

1909~1910 年的两年间， 圣约翰大

学校园经历了两次扩展。头一年，学校购

买了苏州河东岸的 84 亩土地，这个范围

大部分为现在的华东政法大学河东校

区，建成了体育场等设施，包含一条 400

多米长的跑道和一个高标准的足球场，

可以举办田径赛和体育赛。当然，师生们

自此就需依靠渡船往返校园两岸。 第二

年， 学校如愿购得南部原属兆丰花园的

72 亩土地。 至此，校园用地规模基本稳

定， 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华东政法大

学校区范围， 我们常在老照片上见到的

极斯菲尔路上的学校大门， 也为此时新

建的。对最后扩展的大片土地，学校用作

学生清晨兵操场地，可容纳五百人，同时

还是大片草坪，草坪上的古老樟树，树冠

硕大，浑厚苍劲，早已成为校园的重要标

志。不过购进这块时，北面已有的一栋小

楼， 那是兆丰花园前主人霍格兄弟的私

人别墅，纳入校园后，就改用为校长住宅

和行政办公楼了。

1910 年代起， 校园建造活动不断，

一直持续至抗战。 1913 年，校友和学生

们筹款建造周年堂，以庆祝校长卜舫济

任职 25 周年。 该楼 1916 年建成，学校

的图书馆搬至这里，所以该楼也称为罗

氏图书馆。 1918 年，学校募捐筹建一座

带有室内游泳池的体育馆， 次年 11 月

落成， 为纪念 1915 年去世的顾斐德教

授而命名为顾斐德体育室，这是中国最

早的现代化大学体育馆之一。 1923 年，

新科学馆 （现为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

又在苏州河东岸校园建成，馆内全部配

备现代化的仪器设施，堪称当时国内最

先进的大学理科教学楼之一。1916 年圣

约翰大学将预科称做中学。 1918 年，学

校又采取了进一步措施，将圣约翰中学

的管理与大学部分离开来。 1923 年，圣

玛利亚女校迁到了白利南路 （今长宁

路）新校舍，并改名圣玛利亚女子中学。

其位于圣约翰校园内的原址转让给了

圣约翰中学使用。 1924 年，圣约翰中学

将原来的圣玛丽亚书院思丁堂扩建为

西门堂 ，形成合院式建筑 ，也就是现在

的东风楼。1929 年底，早在 10 年前约大

学生会为纪念已去世的卜舫济校长夫

人、圣玛丽亚女中首任校长黄素娥女士

筹建的交谊楼终告落成 ，同时 ，校园东

临的曹家渡士绅为纪念学校成立 50 周

年捐赠的纪念石坊也在校园揭幕。 之后

的 1934 年夏， 苏州河上连接校园两岸

的学堂桥建成。 次年，圣约翰中学新楼

树人堂竣工。

抗战爆发后， 校园里唯一建造的一

幢新楼，就是 1939 年因圣玛利亚女中校

舍在战争中遭到了破坏而借用的斐魏

楼。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校园建设完全停

滞，直至战后，河东校区为独立的中央神

学院建了四尽斋， 位于现在的华东政法

大学河东学生宿舍区内， 这已是约大历

史上建造的最后一幢建筑了。

新中国成立后， 圣约翰大学的师生

队伍被并入复旦大学、同济大学、华东师

范大学、上海财政经济学院等多个大学，

政治系与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沪江大学

的政治系合并， 连同复旦大学、 南京大

学、安徽大学、震旦大学、东吴大学法学

院的法律系一道， 联合组建华东政法学

院（现华东政法大学）。此后，校址先后被

上海社科院、 华东师范大学和华东政法

大学使用。现作为华东政法大学的校园，

而校园内绝大部分建筑、 校园格局和整

体风貌，仍然被较好地保存至今。

华东政法大学校园内的建筑是在几

十年间陆续建造起来的。 规模各异，但

明显有种一以贯之的风格———中西合

璧。要追寻校园风貌形成的起点，还是要

回到最具标志性的建筑怀施堂，即现在

的韬奋楼。 这座最早落成的主体建筑，

为校园奠定了基调，而定调人正是当时

的校长卜舫济。 在介绍怀施堂时，卜舫

济清楚表明了约大校园建筑要秉持“务

将中国房屋之特质保存。如屋顶之四角，

皆做曲线形”的设计理念。 从此，“屋角

起翘的歇山顶”样式运用在了校园内几

乎所有的校舍建筑上。

事实上， 怀施堂的样式也有出处。

据文献记载，约大在购地建校之初，就一

并购得了一栋中式房屋，学校有意保留

了这座“屋角起翘”的建筑，以此表示对

中国文化的尊重。 不仅如此，当霍格家

族留下的乡村别墅随兆丰花园的一部分

土地纳入约大校园时，这座室内完全西

式、而立面与屋顶是按主人理解的传统

中式建造的住宅，无疑也为校园最初的

风格构想带来了直接的启示。

继怀施堂之后建成的格致室、思颜

堂和思孟堂，均采用了四角起翘的中式

屋顶。 不过仔细观察可以看出，这些早

期的中西合璧式样显得有些生硬，因为

设计师几乎没有中国传统建筑的营造知

识，更多是表面的模仿。再看这些中式屋

檐建筑的屋身，完全是西式的。怀施堂以

钟塔展开的两进合院式布局， 容纳和组

织了学习、生活和聚会活动等各种功能，

保持了校园亲切的尺度和宁静的氛围，

体现了建校之初 “小规模教学”的办学

理念，也有利于学生间的交流和互动。这

种合院类型源自美国大学的校园建筑，

甚至还可溯源至更早的牛津、 剑桥这样

的欧洲中世纪学府。不过，合院类型在怀

施堂的设计中已有明显转变， 那就是原

本合院内立面才有的外廊， 现在外立面

上亦设置了，空间更加开放和活跃。到思

颜堂，合院已成半围合式的。无论是合院

式建筑， 还是单幢宿舍楼格致室和思孟

堂， 四角起翘中式屋顶下的这种连续拱

廊立面，大都是砖木结构，红砖、青砖相

间的清水砖墙砌筑， 这也是当时上海租

界内最早的西式建筑形式， 我们称其为

外廊式建筑（Veranda Style）。 至此，我们

对校园早期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从何而

来，可以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

约大校园建筑延续着统一基调逐步

发展，但却并非一成不变。 以罗氏图书馆

（1915）、顾斐德体育室（1918）、新科学馆

（1923）为代表，这些建筑屋顶依旧是四角

起翘的歇山顶，但部分形式更加接近中国

传统建筑的做法，日趋自然。同时，随着建

筑技术的发展， 这些建筑从砖木体系转

向钢筋混凝土和砖木结构的混合， 建筑

立面不再使用外廊式， 而更多采用红砖

清水墙，形式简洁，开窗整齐而有节奏，

窗面也越来越宽敞。 这时的建筑在屋檐

下或窗台下仍有部分石材装饰构件，造

型和纹样时有中国传统特色， 又经抽象

组合，建筑艺术的整体感有所增强。 这种

品质在罗氏图书馆的立面和转角设计中

表现得尤为明显，当然，若走进图书馆二

楼藏书和阅览室，又完全是西式布置。

1929 年交谊楼建成，中西合璧建筑

风格又有了新的面貌。 因特殊纪念意义

和礼堂功能需要，大楼必须要有隆重的

形式。 最终，约大校友、后在美国宾夕法

尼亚大学建筑系学成回国的范文照受

邀担纲了此项设计任务。 这是第一位走

进校园的中国职业建筑师，由于更熟悉

中国传统建筑语言，又有良好西方学院

派建筑教育背景，他设计的这座钢筋混

凝土结构的大楼， 无论是中式屋顶、西

式屋身的三段式构图，还是立面主楼层

清水红砖墙与窗间朱红色混凝土圆柱

组合，或是屋檐下模仿传统彩绘的装饰

梁枋 ，甚至屋脊装饰兽的点缀 ，都比例

得当，浑然一体。 当然，仔细分辨可以发

现，交谊楼的屋顶、红柱和装饰纹样，明

显是向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学习和转

译而来，这与校园中其他建筑更多学习

传统民居建筑形式是不同的，是当时竭

力推崇的“中国固有式”风格。 而这种风

格起始又要联系到美国建筑师墨菲，他

以故宫这样的北方官式建筑为参照探

索一种中西合璧的风格，用于包括燕京

大学在内的多所教会学校中 ， 称之为

“适应性建筑”，这种风格“中国固有式”

的设计为中国建筑师提供了启发，并发

展出了多样性，包括同时期大上海计划

的市政新屋（即现在的上海体育学院主

楼），也反映在了约大校园建筑中。 交谊

楼的落成，纪念石坊矗立在了校园主干

道尽端 、怀施堂钟楼前 ，校园空间因此

更增添了几分仪式感。

1930 年代，上海租界内外都出现了

简洁而时尚的“摩登”建筑风格，而约大

校园的建设始终坚守着中西合璧的统一

性。 1935 建成的树人堂和 1939 年建成

的斐蔚堂，为两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红砖

外墙的建筑， 虽然从立面设计中可以感

受到时代的影响， 但它们仍冠以歇山顶

和类似庑殿顶的中式屋顶，走近建筑，还

能在入口位置等细部发现带有中国元素

的处理。

1940 年代末建成的四尽斋，再也不

见中式屋顶。也许，校园建筑结束中西合

璧风格的这个转折点，可以和 1942 年约

大建筑系的成立联系在一起。 建筑系创

始人黄作燊将源于德国、 流传欧美的包

豪斯式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融入办学理

念与实践， 成为中国第一个全面倡导现

代建筑教育的教学机构。 这一探索经历

后来的院系调整， 又继续在合并后的同

济大学建筑系中延续和发展，对 20 世纪

的中国建筑教育形成深远的影响。

2021 年 9 月，随着苏州河华东政法

大学段滨河步道改造完成并正式向公

众开放，这个苏州河怀抱中的校园也进

一步展露出了她的真容。 如今人们沿着

步道漫游，一边可以欣赏城市母亲河和

沿岸绵延的都市景观，而另一边则可以

观览一座座特色鲜明的历史建筑，在它

们组合起来的画卷中，细细阅读这个实

际已有 140 多年历史的美丽校园。

众所周知，这里是近代上海圣约翰大

学 的 旧 址 。 圣 约 翰 大 学 （St.John's

Universiy ） 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之

一，曾享有“东方哈佛”美誉，在中国近代

教育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重要意

义。 现在，这座承载着丰富历史记忆的校

园已成为上海珍贵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

2019年, 校园及其 27幢建筑已被公布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今的开放，就

是让更多人能够近距离阅读文物，追溯历

史，感受苏州河畔的人文底蕴。

【历史建筑，见证半个多世纪校园发展轨迹】

【中西合璧建筑风格的开拓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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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历史建筑群：
承载百年历史的“苏河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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