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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上海市武康路——一条重要风貌保护道路的保护规划和保护性整治实践为契机，对历史街区保
护更新工作前期必须研究的三方面问题——城市化和区域特征的形成过程，建筑和环境的形式特征，
以及区域人文演变过程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将“历史”与历史街区的保护更新工作有机结合，使历史
研究成为保护规划和保护更新实践的切入点。
全书梳理了武康路及周边区域的演变过程，展示出该区域从近代上海法租界西区最初的城市化到今天
面临新一次“转变”的发展过程全景，为相关的保护规划和实际整治工作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
支撑，并结合武康路保护性综合整治工程对修建性详细规划层面的保护规划模式和城市设计理念进行
了探索和分析。
本书可供建筑、规划、历史和历史街区保护更新等相关领域研究人员及广大建筑爱好者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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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城市化：从乡村到城区　　一、武康路的起源　　武康路位于上海市徐汇区北部，北接华
山路，南与淮海中路相交，中间和复兴西路、湖南路相交；与安福路、五原路、泰安路等相接，白西
北趋西南呈新月形走向（图1—1，图1-2）。
根据《上海市徐汇区地名志》中的记载⋯，该路辟筑于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原名福开森路，
以美国人福开森（曾任上海南洋公学监院）的姓氏命名，1943年10月改现名武康路，以浙江省旧县名
命名。
　　关于福开森路路名的由来以及它和福开森本人和上海法租界市政当局的关系，历史上曾有多种说
法，其中以清末民初上海著名报人陈伯熙编著的《上海轶事大观》一书中的说法较为可信。
陈伯熙在书中写道： “该路系美国福开森先生所建筑。
先生于西历一八九七年游历中国，道经沪上，为南洋公学督办盛杏荪聘为该校监院。
先生以南洋公学附近交通不便，乃独捐银筑马路一条，自姚主教路起至善钟路相近为止。
造成后，初无确实名称，后经该处居民即以先生之名为路名，谓之曰福开森路，至今未之改云。
”　　这里说的盛杏荪就是清末洋务派大臣盛宣怀，他督办的南洋公学就是现在著名的上海交通大学
的前身。
其时，盛宣怀受李鸿章之托在上海草创南洋公学后，正苦于找不到有经验、谙熟管理现代大学的人才
，恰巧福开森在上海逗留，遂被礼聘为“监院”，相当于总教务长的职位。
自1897年担任南洋公学监院以后，福开森首先主持建造了公学的上院和中院两幢校舍，接着又用自己
的薪水作为开支，辟筑了从善钟马房到徐家汇南洋公学的一条土路，以方便师生员工们的出入。
善钟马房开办的年头很早，初在泥城桥，后搬到静安寺，此时已经是上海西区著名的马车行了。
1901年法租界公董局在附近修筑的一条石子路也是因善钟马房而得名善钟路（今常熟路）的。
福开森聘请的教授们大多住在市区租界，，他们来南洋公学课往往先雇一辆人力车到静安寺南面的善
钟马房，然后在那里雇上一辆马车到郊区的南洋公学，上完课后再原车返回。
由于走徐家汇路（今华山路）人多车多，且路程较远，走福开森为他们新辟的这条路显得便捷多了，
因此很受大家的欢迎。
这条路当时只是_条乡野之间的土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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