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利当铺】】

2019.9.25 佐责任编辑 / 杨 青 执行编辑 / 黄公羽

03 周到

【【周到··文化】】

揭秘武定路“海上第一当铺”
□记者 朱杰

8 月下旬，位于武定路 203 号的元利当
铺旧址博物馆，在经过修缮工程和布展后，重
新向公众开放。当铺所在的建筑落成于 1932
年，由荣昌记营造厂设计承建，是一幢具有徽
派建筑特征和欧式装饰的三层砖木结构城堡
式的当铺建筑，建筑面积达 1000 平方米，是
上海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当铺建筑。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鼎盛时期，当铺平
均每天的业务量达百单，月营业额最高时可
达二三十万元。无论是从占地规模还是从业
务量，元利当铺都配得上“海上第一当”的
称号。

探访营业厅，四周高墙筑

参观者跨过当铺大门就能看到一扇屏
风，屏风中央有一个大大的“当”字。经过天
井后就来到了当铺的营业厅。当铺一楼是展
览开放区域，二楼三楼是办公区域不对外开
放。在天井里，参观者抬头看时会发现当铺四
周都由高墙建筑，平均高度 10 多米，筑高墙
有两个原因：一是防盗二是防火。

除了高墙之外，高柜台和黑色铁栅栏也
是当铺独有的设施。站在铁栅栏背后的假人，
就是当铺的“朝奉先生”，负责验收物品质量和
估价。

来到营业厅后面的展区，你才能看到营
业厅的内部结构。只见朝奉先生站在踏板上，
迎接每位来到当铺的顾客。据了解，踏板的高
度有 40厘米，这样设置也是为了形成居高临
下的场景，方便压低价格。

朝奉先生验完当货后就开始报价，如果
顾客接受报价后，就叫价给坐着的“账房先
生”。接下来，账房先生就记录每笔收当的款
数和开具当票。最后在当票上，写有当物的名
称、当期、本金和利息。在当期之内，顾客只需
拿着当票、本金和利息来当铺赎当。超出当期
的当物，其归属权就自动转给了当铺。

经讲解员介绍，营业厅地上的彩色瓷砖
就是当铺初建时期保留下来的。尽管有些瓷
砖蒙上灰层，但花纹图案还清晰可见，也没有
破损的地方。经了解，营业厅的层高为 4.2
米，天花板下面还装有一根根粗横梁，因二楼
是货仓，所以这些横梁起到了承重作用。

元利当铺的创办人是陆抟霄，最早在苏
州开设当铺。上世纪 30 年代，他将生意搬至
上海经营，当时除了武定路上的这家元利当
铺外，还在北京东路和成都北路另外开设了
两家规模较小的当铺。此次修缮工程也遵循
了“修旧如旧”原则，尽可能完整呈现当铺的
历史风貌。

展板图文并茂，小金库别有洞天

在当铺展厅里，参观者可以了解到元利
当铺的发展历史以及典当行业的前世今生。
展厅的墙壁上有一张素描，画的是元利当铺
在大年夜当天的情况，只见当铺外面聚集了
不少人，排着队准备到当铺交易。

讲解员表示，一到大年夜人流量特别大
时，当铺都会请印度巡警来维持秩序，保证当
铺的安全营业。那时候当铺的营业时间是从
早上 8点到晚上 8点，一天 12个小时。但在
大年夜那晚，当铺要营业至次日凌晨 3点。

元利当铺老板陆抟霄去世后，当铺生意
一直由经理俞少卿打理，直到 1946 年因时局
因素关闭。1947年陆抟霄的独子陆冠曾去世
后，陆冠曾之子陆泳德将当铺建筑出租，并于
1956年将此私产房屋交给国家。

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到 2004 年，当铺
成了普通居民的住所，那时候这幢楼房里住
了 28户人家。在展厅外的小院子里，记者还
看到了一口封了盖的水井，原来在当铺设水
井既有招财寓意，又可以作生活取水。

典当业以规模大小划分，依次是典铺、当
铺、质铺、押铺；而以利率高低划分，押铺的
利率最高，典铺的利率最低。展柜里还有

一张 1936 年 9 月 5 日出版的 《大公报》
（上海）报纸，新闻报道的标题是《改善典
当制度中，访问一家小押店》。记者通过采
访一家押铺老板，了解了上海滩典当行业
的实情。
当时押店大多以利率高、期限短著称。押

铺老板认为，当时典当行业整体不景气的主
要原因不在当期长和高利率，而是整个社会
太穷了。押铺收的物件到最后大多也没有被
原主人赎回，拿到市场上又卖不了几个钱，从
而导致押铺的利润很薄。

在当铺一楼还有间“神秘”的房间，原来
这里曾是当铺金库的所在地。金库的室内面
积是 15 平方米，墙壁厚度竟然有 1 米，钢制
保险门的厚度也有50厘米。以前金库里主要
存放的是房地产契券、金银首饰、名人字画等
贵重物品。

据讲解员介绍，当铺在这道门旁边还设
有专人值守，不让闲杂人员靠近金库。当时要
打开这扇门需要两把钥匙，并且要两个人合
力才能拉动。现在的这道门是后期仿制的，厚
度只有 10 多厘米，记者尝试独自拉门，确实
需要使上很大力气才能将其拉开。

行有行规，“黑科技”展现当票

典当过程大致可分为交当、收当、写当、
管当和当出。后续还包括有续当、赎当、绝当
和出当。作为当时社会金融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典当业也有自己的一套规章制度。

收当是朝奉先生的活，当铺的规矩就是
把好的说成次的，把新的说成旧的，把完好的
说成破损的，以此来压低价格。再拿写当来
说，当铺的当票都是由专人手写，当票上的字
体叫做“当字体”，看上去有点像草书。之所
以这样做，就是为了防止不法分子临摹当票，
以假乱真。

当字体的字库有千余个汉字，常用汉字
也有三四百个，从事写当的学徒要从辨字开
始学起，先练习边旁部首，从单字到套字，先
易后难。当票上的字可不是一般人能看得懂
的，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才能准确说出字
面含义。

在另一个展柜里，参观者还可以通过触
摸屏上的当票图案，查看每张当票上的文字信
息。经过翻译之后，参观者就能读懂当票上的
完整信息，近距离感受这种古老行当的魅力。

如今在人们的印象中，典当铺大多是出
现在影视剧里，而非在现实生活中。然而作为
一种金融服务，当前上海还有一些典当商铺
仍在经营，但其营业性质和服务人群较以往
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原先典当行业主要服务社会底层穷苦
人，现在典当行的服务人群大多以民营企业
家和收藏品爱好者为主，经营性质也从资金
周转转变到了投资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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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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