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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建筑可阅读

和风徐徐，漫步在上海的大街小巷，

看着周边一幢幢被岁月抚过的建筑，寻

觅着书香，也寻找一种旧日的时光。

外文书店的前身，
是曾赫赫有名的出版
机构——世界书局

在福州路中段山西南路、福建中路

之间，即福州路390号，有一幢七层建筑

﹙原为四层，后加层)，现在是外文书店，

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曾是上海出版界赫

赫有名的出版机构——世界书局。世界

书局创立于1917年，1921年改为股份公

司，创办人为沈知方。

沈知方曾供职于商务印书馆、中华

书局，有着丰富的图书市场经验。1917

年初沈知方辞去中华书局副经理之职，

以三千元的资本在上海闸北义品里，及

福州路青莲阁茶馆对面弄内其昌旅馆，以

“世界”之名进行图书出版和销售，1921

年正式将世界书局改为股份制企业。世

界书局设在福州路山东路西首怀远里内，

并在福州路390号—392号租得店面营

业，沈知方把所租店面漆成红色，号称红

屋，在当年也是别具特色。

创业之初，世界书局由于势单力薄，

多出版一些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书

籍，和礼拜六派的哀情小说、武侠黑幕小

说和迷信算命等书。它也出版了一些定

期刊物，有《红杂志》（周刊）、《快活》（旬

刊）、《红玫瑰》（周刊）、《家庭杂志》（月

刊）、《侦探世界》（半月刊）等等，这些刊

物都深受小市民阶层喜爱。后来，世界

书局在用心经营中逐渐壮大，也参与了

各类教科书出版，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

局等展开激烈竞争，取得了不错的销售

业绩。世界书局还出版由徐蔚南主编的

《ABC丛书》一百余种，多为名家撰稿，曾

风行一时。世界书局用廉价赠品等促销

手段，大事宣传，一时营业鼎盛。1921年

至1923年间，全局共有职工一百余人，并

设编辑所、印刷厂于闸北香山路及虬江

路，又在广州、北京、汉口、奉天等处设分

局。改组公司时资本为银币二万五千元，

选出了董事沈知方等五人，又设监察两

人。总经理沈知方全面负责公司业务，

下设营业部、信托部、会计部、分局事务

部、门市部、批发部、函购部及编辑所、印

刷厂，各部门有专人负责，可谓规模初具。

1937年8月日军占领上海后，强占

上海世界书局设在虹口大连湾路的总厂

为军营，并威胁世界书局与他们合作。

遭沈知方反对后，日伪于1938年11月在

世界书局发行所制造了定时炸弹爆炸事

件，导致书局职员一死一伤。1939年，

沈知方病重之时立下遗嘱：“近遭国难，

不为利诱，不为威胁”，命其后人不得与

日伪妥协。同年9月11日，沈知方病逝

于上海。沈知方去世后，由陆高谊任职

上海世界书局总经理。1945年7月抗战

胜利后，陆高谊辞职离沪，由陆仲良代

理。董事会复选董事为张静江、杜月笙、

钱新之、陆高谊、崔竹溪、李书华、陆仲

良、陈和铣、胡天石、魏炳荣，监察人吴稚

晖、李麟玉、齐云青。1946年1月起，李

石曾为总经理，官僚资本进入世界书局。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世界书

局被人民政府接管，同年4月12日在

世界书局旧址成立国际书店上海分

店，1958年更名为上海外文书店，营业

至今。

百腾大厦所在地，
曾有座中西合璧的塔楼
建筑，见证大东书局往事

沿福州路再往东，在山西南路附近

的福州路310号、福州路311号，是大东

书局旧址，以前还有座塔楼(小白楼），原

是《时报》馆大楼。据黄浦档案馆《时报

馆——中西合璧的奇特建筑》记载：

“《时报》创办人狄葆贤于1921年建

造新的时报馆。新馆面向东南，混凝土

结构，占地1081平方米，建筑面积4981

平方米。共七层，通高25.64米。底层有

欧式拱券门和爱奥尼克柱式装饰，东、南

两立面均为西洋风格，上部还有巴洛克

式山花装饰。在三层顶部辟有屋顶花

园，种有花木，安放桌椅，供人游览息

憩。东南转角处建有中国传统风格的八

角形塔楼，飞檐翘角加葫芦顶，但门洞为

欧式拱券装饰。塔身周围挑出阳台，供

游人登高赏景。这幢中西合璧的建筑是

当时上海一道奇特的风景。《时报》馆新

楼落成时，民国政要和各界名流纷纷题

词祝贺，孙中山题‘宣传文化’，黎元洪题

‘扬光飞文’，蔡元培题‘日日新又日新’，

马相伯、章太炎、唐绍仪、伍廷芳、严范孙

以及外国学者杜威、罗素、卜舫济等也撰

文、作诗或题词致贺。”

1929年《时报》迁至浙江路的小花

园处，塔楼建筑交由大东书局经营。

大东书局1916年在上海创办，由吕

子泉、王幼堂、沈骏声和王均卿四人合资

经营，1924年改为股份公司，沈骏声仍

任经理。发行所初设上海福州路昼锦

里，1921年迁到福州路110号，1931年又

迁到福州路310号、福州路311号。大东

书局主要出版中小学教科书、法律、国

学、中医、文艺、社会科学丛书和儿童读

物等，还出版了一批具有学术、史料和文

献价值的图书，如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

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江恒源的

《中国文字学大意》，厉尔康的《国防与物

资》，于右任的《右任诗存》等；此外也出

版《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医学大成总目

提要》等国学书籍和《世界名家短篇小说

全集》等文艺书籍；并出版《紫罗兰》（周

瘦鹃主编）、《游戏世界》（周瘦鹃、赵苕狂

编）、《星期》（包天笑主编）等杂志。到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1950年，大东书局被

人民政府接管，1956年，大东书局职工

并入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新华书店、大

东印刷厂。塔楼(小白楼)曾作为外文和

美术书刊的销售处，下面房屋一度被上

海美术书店租用。因建筑年久失修，塔

楼上层部分已被拆除，下面房屋还在继

续使用，一直到1998年拆除，在原址上

建起了百腾大厦。

时尚酒店所在的转
角大楼貌不惊人，曾为上
海书林最大的门市

再往东经过山东南路，在福州路与

河南中路路口的西南转角处，有一幢大

楼，地址是河南中路221号(原四马路棋

盘街211号)。此建筑南幢为坐西朝东，

五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西式楼房，原是

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所在地，商务印

书馆也是民国时期最大的出版发行机

构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新中国成立后

在商务旧址成立了中国图书发行公司

上海分公司，后又隶属新华书店上海总

店管理。到1982年起成为上海科技图

书公司，商务旧址也成为上海科技书

店，书店共有四个楼面，以销售各类专

业的科技图书，在当年的专业类书店中

也是名扬一时。2006年左右，由于河

南中路拓宽改建工程，科技图书公司

大楼将要部分拆除，上海科技书店不得

不搬迁。如今的河南中路221号变成了

时尚酒店，沿街店堂也变成了各家商

铺，如便利店、小吃店等，早已没有旧日

之痕迹，唯有水泥柱上的纪念碑在诉说

着曾经的历史。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二月十

日，夏瑞芳、高凤池、鲍咸恩、鲍咸康等四

人共同集资创办了商务印书馆，初设址

上海江西路德昌里三号。商务印书馆于

1898年进行了出版教科书的最初尝试，

后又出版了《华英初阶》等读物。在首批

出版物获得成功后，上海商务印书馆即

增加设备，扩大再生产，馆址也迁至北京

路。1900年又吞并了一家修文印刷局，

开始翻译和出版日本的教科书。1903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在河南中路设立发行

所，由创始人之一的高凤池任所长，全面

负责商务图书在本埠和外埠的发售。之

后历任所长有沈知方、吕子泉、李拔可

等。商务印书馆发行所和编译所、印刷

所一样，是相对独立的业务部门，早期主

要以发售商务印书馆的课本为主，兼营

商务的其他书籍。1912年，商务印书馆

在河南中路211号建造总发行所新楼，

成为了上海书林最大的门市。

商务印书馆所出版书刊中，除教科

书、字典等以外，还包括古籍出版、翻译

出版的西方学术著作和文学著作。在古

籍出版方面，主要有《四部丛刊》《续古逸

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全书珍本

初集》和《丛书集成》等。《四部丛刊》是一

部综合性的古籍丛书，在以后的十四年

间，又出版了续编、三编，各五百册。《丛

书集成》出版于1935年，收辑历代丛书

百部，子目中删除重复者，实得四千一百

种，约二万卷，四千册，可以称为中国古

代学术专著的总汇。历史上商务印书馆

历经劫难，又不断重生，不仅创造了中国

文化出版事业的辉煌，而且至今仍屹立

在中国民族出版之林，成为当今中国民

族出版的品牌标杆。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4年，商务印书馆迁往北京。

商务印书馆虹口分
店的红色基因，正由
    书局接力传承

商务印书馆在虹口还有家分店，那

就是1925年3月建成的商务印书馆虹口

分店，坐落于虹口区四川北路856号。

商务印书馆虹口分店旧址始建于

1924年，建筑设计方为通和洋行，1925

年3月开业。1925年至1927年，在商务

印书馆虹口分店任店员的陈云同志，接

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通过阅读《共产

党宣言》《马列主义的ABC》这些书籍，深

化了他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坚定性，所以

在这个时候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

他开始领导工人罢工，并就此走上了革

命道路。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虹口

分店原址一直以书店的业态存在，分别

历经青年文化服务社、中国青年社华东

营业处、青年出版社华东营业处、华东青

年出版社营业部、新华书店上海分店、新

华书店四川北路店等。由于四川北路商

业街的改造，新华书店四川北路店曾关

停了一段时间。

2021年6月26日，在庆祝中国共产

党成立100周年前夕，全新打造的1925

书局开业。1925书局是上海新华书店

打造的第一家面向社会公众的红色主题

书店，店内开辟一个名为“新华里”的沉

浸式红色文化阅读空间，整个空间以“铭

党史、砺初心”为主题，囊括了“党史学

习”“四史教育”“时代楷模”“展望十四

五”等板块，丰富党史学习资料，带读者

回望党的百年历史与辉煌。而在外部大

厅区域，则打造出一个第三类阅读空间，

提供传统文化、人文社科、哲学、政治、文

化艺术等图书。1925书局还辟有商务

印书馆馆史资料的展示，是传承红色阅

读文化的一个好去处。

承载重要历史的内
山书局，蝶变为    ·

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

沿四川北路一直往北，在山阴路处

便是内山书店旧址。旧址所在的是新式

里弄，共有三层，建成于1924年。内山

书店1917年开设于虹口北四川路余庆

坊弄口旁的魏盛里（现四川北路1881

弄），1929年迁至北四川路斯高塔路（现

山阴路）11号。内山书店的店主人为内

山完造、内山美喜子，是一家专售日文书

籍的书店。1916年，内山完造携夫人内

山美喜子同赴上海，于1917年以美喜子

的名义创设了内山书店。书店最初通过

牧师从日本购进一些觉醒社出版的《逆

境之恩宠》等基督教福音书出售，后在读

者的建议下，增加了岩波书店的哲学丛

书等一般性读物，营业额也迅速上升，主

要的读者大多是旅居中国的侨民等。

1924年内山完造买下了魏盛里临

街的一所房子作为独立的书店经营场

所。1929年，内山书店迁至施高塔路11

号营业，书店的规模也逐渐增大。内山

书店经营中以诚信为本，书籍全部敞开

陈列，读者可随手翻阅；店堂里摆着可供

读者休息和看书的长椅和桌子；在书店

外的人行道上设有茶缸，免费为过往行

人供应茶水。任何人在书店都可以赊

账，店方从来不催账。

1927年 10月鲁迅从广州抵达上

海。鲁迅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去位于四

川北路魏盛里的内山书店买书，从此成

了书店的常客，也结识了内山完造，并与

之成为了挚友。据《鲁迅日记》披露，从

1928年到1935年的八年间，鲁迅累计去

过内山书店500多次，买书一千多册。

鲁迅在内山书店买书，基本上有两种方

式：一是自己在书店挑选新书，二是通过

内山书店直接从日本邮购，由店员将书

送到自己家里。内山书店还成了鲁迅与

日本友人相会的场处，有50多位日本左

翼作家抵沪时内山都在书店里邀请鲁迅

与之会面。内山还支持鲁迅办了三次版

画展览。内山书店不仅有销售大量的马

列著作等书籍，而且出售当局查禁的进

步书籍，代售《铁流》等进步文学读物，并

且从1932年起成为了鲁迅著作代理发

行店。

鲁迅在其生命的最后十年，与内山

书店有密切的联系，不仅往外发出的文

章由书店代转，寄过来的书信和稿费也

由书店代理。在非常时期，内山完造还

为鲁迅提供避难场所。鲁迅多次通过内

山书店避难，在内山书店会见了萧军、萧

红等文学青年，通过内山书店转交了红

军将领方志敏托交中共中央的报告和遗

书等等。

1945年10月，国民党当局以敌国侨

民强令内山完造归国，内山书店作为敌

产被没收，至此书店停业。

现在的内山书店旧址在新中国成立

后几经辗转，曾先后为中国人民银行、工

商银行使用，现新开业了“1927·鲁迅与

内山纪念书局”，是对虹口书香文化的极

好传承。书店共有三个楼面，店内有诸

多的鲁迅因素，内山书店是鲁迅于1927

年定居上海后光顾最多的书店，在动荡

的岁月中，鲁迅先生在此买书、收转信

件、会客和避难等，鲁迅在内山书店的种

种活动促成了他与内山完造极为深厚的

友谊。书店一楼主要包括内山书店原

址、“引玉集”和“南腔北调集”三个空间，

一楼大厅的“引玉集”借用鲁迅编选的中

国第一部苏联版画集《引玉集》之名，取

其“抛砖引玉”的寓意，以博物馆式的陈

列，深度呈现中日文化交流的图书，并辅

以海派文化、主题图书以及书店自主研

发的文创产品；“南腔北调集”是“石藤”

咖啡馆与“山内山外”花店的所在之地。

二楼被划分为“而已集”和“集外集”两大

空间，也是书店主要的经营区域，为读者

提供社会科学、哲学、美术、艺术、文学、

影视等门类的精选书籍。

我在“1927·鲁迅与内山纪念书局”

二楼选了一本《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

文史出版社2020年2月版)，这也是我多

年养成的习惯，每到新的书店都要买本

书留个纪念(本想买一本鲁迅《朝花夕

拾》，没有找到)。书局的三楼是“华盖

集”和“三闲集”，可举办各类文化讲座，

笔者去时还未开放。

（作者为出版史研究者）

寻找老建筑里的旧书局
姚一鸣

 福州路390号，有一幢七层建筑，现在是外文书店，在半个

多世纪以前，曾是上海出版界赫赫有名的出版机构——世界书

局。图为今天的外文书店外景。（摄影：范家乐）

▲曾入驻福

州路上一幢中西

合璧奇特建筑的

大东书局。（资料
图片）

 中华书局

坐落于河南中路

福州路方向。（资
料图片）

 今 天

的1927·鲁迅

与 内 山 纪 念

书局，前身为

著 名 的 内 山

书店。（摄影：
范家乐）

▼ 今 天

的 红 色 主 题

书店 1925书

局，前身为商

务 印 书 馆 虹

口分店。（摄
影：范家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