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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列选了上海近代史上100位名人及其住宅。
以住宅为切入点，通过简洁、生动的文笔介绍了宅主非凡的生产业迹或趣闻轶事，并解析了部分名宅
的建筑风格和设计手法，图文并茂、中曲文对照，是学习中国近代史的辅导读物，也是阐述上海近代
优秀建筑的一部科普著作，可供各类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及从事建筑设计的干部、技术人员阅读，
也可作为境内、外人士了解上海的参考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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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据陈正卿先生撰文介绍，0927年12月1日蒋介石与宋美龄在大华饭店举行婚礼，原请　　何香凝前
去做证婚人，请何的女儿廖梦醒去做伴娘。
何本来也想乘机去规劝蒋放弃反共、改邪归正，但是当她回忆起蒋介石在广州幕后策划”中山舰事件
”、后又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似乎一下子看清了蒋的本质，一怒之下，断然拒绝前去证婚。
不久，汪精卫又假惺惺表示关心何香凝的生活，前往拜访，看见偌大的三层楼独居何香凝一人时说：
”您一个人住三层楼房子，不怕鬼吗？
“何当即正色回答：”我怕什么？
我还希望碰见仲，皑的鬼呢，只可惜总是碰不着！
”汪精卫听后只得怏怏离去，　　1931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占据中国东北的消息传到了当时
在欧洲的何香凝耳边。
何悲愤填膺，立即决定整装回国，“参加全国反曰救护死伤工作，以尽个人责任。
”回到上海辣斐坊住所后，何香凝不顾患有心脏病，为抗日救国四处奔波。
她目睹蒋介石实行的不抵抗政策，又气又恨，干脆在寓所给蒋介石送去一套女人服装并附诗一首：　
　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
　　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赴沙场死。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1933年3月何香凝儿子廖承志为参加抗日斗争，从德国缀学返沪。
蒋介石政府为了暗算打击何香凝，在廖回国两个星期后，派人将廖逮捕。
何香凝据理力争刊登文章、发表谈话，与蒋斗争。
经宋庆龄、杨杏佛、蔡元培等多方营救，终于获保释放。
为此前来何香凝寓所道贺的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其中立法院院长孙科等人还专门从南京赶来。
　　廖承志被释后，住在母亲何香凝处。
辣斐坊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当时居住的莫里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近在咫尺，仅有步行几分钟的路。
0933年5月一天，宋庆龄突然来访。
对此，廖承志曾撰文披露，这里抄录如下：　　我母亲慌了，赶快自己沏茶。
她却平静无事地同我母亲寒喧，一面向我眨了眨眼。
我母亲明白了，她托词去拿糖果，回到寝室。
当时只剩下宋庆龄同志和我两个人了。
　　“夫人⋯⋯”我不知如何开口，只好这样叫着。
　　“不，叫我叔婆。
”她微笑着说。
　　“是，叔婆。
”　　她面色凝重了，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每句话像一块铁一样。
　　“我今天不能待久。
”　　“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
　　“国际!”她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　　“啊!”我几乎叫了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
的叛徒名单。
”　　我回答了：“第一，恐怕困难。
我自己打算进苏区。
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
”　　“好。
只有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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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摸出一根香烟，自己点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我母亲客厅走去。
我听见她和母亲低声谈着什么，然后两人高声笑起来。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
十分钟，她出来了，我母亲还躺着，她看见我已写好，便打开皮包，取出一根香烟，把上半截烟丝挑
出来，把我那张纸卷塞进去，然后放近皮包里。
⋯⋯(她走出了何香凝公馆的大门)。
　　何香凝由于身患心脏病，平时少出家门。
但是就在这个寓所，何香凝参加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反蒋斗争。
1936年底救国会沈钧儒等七位领袖(即“七君子”)被捕，何香凝在寓所多次向报界呼吁尽早释放“七
君子”。
0937年6月她与宋庆龄和上海文化界人士共12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终使”七君子”释放。
1917年7月5曰何香凝在寓所致函宋子文、孙科，严斥国民党政府违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七·七”抗战全面爆发，何香凝不顾年迈体衰，与宋庆龄一起组织”中国妇女抗敌后援会。
”同年7月22日，该会在何香凝寓所成立，何被推选为主席理事。
　　1948年1月何香凝发起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新中国的诞生努力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何香凝曾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全国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
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
1972年9月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
依照何香凝遗啊，遗体安葬在南京中山陵侧，与廖仲恺合墓，实现了她与廖仲恺”生则同衾，死则同
穴”的宿愿。
　　现何香凝故居已分配给一般居民居住，门外有何香凝旧居牌子。
　　(黄国新)　　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康有为寓所　　康有为1858年出生于广东南海，原名组诒，宇
广厦，号长素，光绪进士，因受到“通经致用”观的影响，具有革新精神。
0879年读上海出版的《西国近事汇编》一书，似茅塞顿开，遂立志为革新而奋斗，要以西方法度来改
造中华。
1882年他回广东，途经上海，目睹租界的繁荣景象，更懂得了西方列强发达之原因，为之购买了许多
由江南制造局和广学会出版的书籍，精心研读，从中得出西方国家进步的原因。
后来他多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
在这次运动中他成了一位精神领袖、支柱。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逃往日本。
辛亥革命成功，满清皇朝被推翻，1913年他再次来到上海，住在新闸路16号辛家花园。
这所房屋本是一位犹太人的，后来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拍卖，由盛宣怀所购。
辛家花园占地达10亩，内有湖面、木桥，园中有水池，池中设亭子、曲桥。
有两座两层的宫殿建筑形式的房子，一叫“游存楼”，一叫”补读楼”。
其他还有一些辅助性房屋，也均有命名，如莲韬馆、闻思斋等，这些命名都是康有为自己所起的。
园中还有林木、花草、假山、水池，池中还养大龟、海狗等珍稀动物，园内还曾养有澳洲的袋鼠等。
好似一个动物园。
此时，由于运动失败，他似有失落之感，想多读点书，思想清理一下，也想过段闲适淡泊的生活，可
谓渔樵耕读。
　　过了8年，康有为想，这里毕竟是盛家之宅舍，似有不便，于是他便在愚园路原192号购得10亩地
，建造起一座园林式豪宅，起名叫“游存庐”。
园内有一座五开间的两层楼建筑，名“延香堂”，楼上楼下均有外廊。
但这五间外廊互不相通，这种设计思路到底出于什么原因不清楚。
此屋后面有一幢平房，名“三本堂”，是康有为据《苟子·礼论》中说：“天为生之本，祖为类之本
，圣为教之本”而取名的。
康家称其为“神厅”，即所谓的祖先堂，专供奉上帝、孔子、列祖、列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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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我国成功申办2010年世博会，使全世界的目光进一步聚焦到上海。
面对这样一个千载难逄的历史机遇，出版界责无旁贷应当担当起它的职责：将一个有着丰富历史积淀
和深厚文化底蕴，一个既是诞生了中国共产党、培育了无数仁人志士的革命宝地，又曾经是五方杂处
、中西文化混杂的”冒险家乐园”，一个今天正在满怀信心迈向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全面地展现在
世人面前。
同济大学出版社经过认真酝酿，提出了《走向2010世博会建筑文化丛书》这一令人振奋的出版计划，
我认为很好。
我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一定会通过建筑这一侧面展示出上海的文化与风采。
　　建筑不仅仅是一种工程技术，更应看成是人类最大的社会文化的物化。
在西方国家，从古到今建筑都被看作是最重要的艺术门类。
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宫殿花苑，还是寺庙宗祠，何尝不是中华文化艺术的最充分体现！
历史上醉倒了多少文人雅士，今天让全世界多少人流连忘返的中国园林，它里面的社会文化内涵和艺
术美学境界又岂止仅仅是一种建造活动？
一座建筑．有时甚至可以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象征。
有鉴于此，建筑内部所隐含的文化意义，建筑背后所发生的故事，往往比建筑物本身更为重要。
　　我希望这套丛书能使广大读者从人类文化的角度诠释上海的城市与建筑，从而了解上海的人文与
历史，继而认识上海的个性与魅力。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上海是一个给我们带来了美好生活的城市，我们期待着她会在未来为我们带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是为序。
　　伍　江　　序者系：上海城市规划管理局副局长　　2003年4月于同济新村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
规学院博士生导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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