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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宁路··

文化

【【江宁文博钩沉】】

何东住宅：：《《辞海》》编辑部的““前世””
� � � �今年，赌王何鸿 去世，关于他和他家族成员的话题一时甚嚣尘上。其实在我们周围，就有一处
何氏家族曾经的住宅，宅主何东是曾经的香港首富，亦是赌王祖父何福的兄长。 据报道，赌王去世
后，遗体就与何东族人同眠风水地。

�文 章正元

“
”

� � � �陕西北路 457 号， 现为上海辞书出
版社所在地， 原系英国商贾何东住宅。
该宅建于 1928 年，基地面积约 17 亩，建
筑面积近 1000 平方米。该宅是著名建筑
设计师邬达克就职克利洋行时的作品。
其精美的古典主义表现手法，中西结合
的室内外布局，充分展现了设计师邬达
克把握流行时尚，体会业主身份，洞悉
不同文化的非凡才能。

主建筑是一幢砖石结构 3 层英国式
住宅，主立面朝东和朝南，朝东立面设
计有用 4 根直通二层的爱奥尼克柱式支
撑的内部，顶上的阳台则设计为玻璃顶
棚， 光线透过玻璃顶棚照射到内部，这
在上海旧有的建筑中是不多见的；南立
面呈半圆形，也可以直通二层的爱奥尼
克柱式支撑，建筑外观显得典雅而又豪
华颇具英国绅士风度。 二层柱间为弧形
阳台，铸铁花式栏杆。

住宅为平屋顶，四周围女墙 ，环形
栏杆上饰雕刻。 纵三段，两侧有转角墙，
有平拱、石拱窗楣。 南立面底层有敞廊。
深挑檐，檐下有块型线脚装饰。 立面用
水泥砂浆作糙面墙面。 宅内东门为建筑
的主入口，有两对巨大的牛腿支撑着门

厅。 室内铺柚木拼花地板，饰雕花护壁，
置中国传统苏式家具，壁橱、壁炉等处的
木雕饰也是精工细作。 底层两侧均有扶
梯直达二楼，锅炉房、暖气水汀等配套设
备也一应俱全。

花园是中式的，小桥流水，曲径山石
之间，几棵古木老树尤为引人注目。一棵
是近百年的古藤，历经沧桑仍蜿蜒遒劲。
另两棵是百年香樟， 粗壮挺拔， 浓荫蔽
天，为这座古园名宅增添几分雅意。

何东(1862-1956)，生于香港。 父亲
是英国人，母亲是中国苏州人。何东的中
国名字叫何晓生， 曾在一家中国私塾读
过书，12 岁入香港中央书院，17 岁进广
州海关做了两年职员， 不久被怡和洋行
聘任华行副经理。 他在怡和洋行的工作
很有成绩，后被广东保险公司聘为经理。
何东娶了位天津小姐为妻， 生下的儿子
取名何世俭。 6 年后何东因健康原因，推
荐他兄长何福接任经理之职。 何东康复
后在港经商，后成为香港首富，是汇丰银
行和上海黄浦船坞公司的大股东， 投资
和担任董事的企业有数十家之多。 何东
热心公益和慈善事业， 在香港设立儿童
幸福会等多家助育、助学机构。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上海的民族
工业发展飞速， 何东增加了对上海的投
资，是上海多家公司的主要股东，同时又
是上海房地产巨商。今北外滩的大名路、

塘沽路、南浔路、峨眉路一带的房地产，
几乎全部是何东的产业。 1926 年，何东
购进西摩路(今陕西北路)爱文义路(今北
京西路)地块，兴建自己的住宅，人称何
东公馆。何东与孙中山的关系极为密切，
辛亥革命期间， 孙中山来沪多次借宿于
该住宅。 与公馆隔街相望的陕西北路
470 弄，即太平花园，亦为何东的产业。

随着在上海投资的增加， 何东又派
他的儿子何世俭到上海打理生意。 何世
俭长期在香港从事证券交易， 积累了丰
富的经验，他不但精通英语，还会讲一口
流利的广东话和上海话， 这也给他的事
业发展带来了方便。 “何世俭”与“嘉道
理” 成为上海滩并驾齐驱的两家证券经
纪人事务所。 当何世俭将上海西摩路新
宅安排停当后，就将家眷接到上海。何东
的孙子、 何世俭的儿子叫何鸿章，1928
年来上海时才 3 岁，一直呆到 1947 年赴
美国留学， 所以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上海
话，而且是绝对地道的 60 年前的上海方
言。何鸿章是香港著名实业家。 1996 年，
上海博物馆正式开幕时， 在青铜器展厅
里多了一件极其珍贵的新展品———吴王

夫差剑。 这件两千多年前的精美绝伦的
文物是何鸿章以 150 万港元的价格从香
港的一次拍卖会中购得后无偿捐赠给上

海博物馆的。上海博物馆新馆兴建时，何
鸿章先生又捐建了博物馆的贵宾厅。

1949 年后， 何东家族举家迁回香
港， 何东住宅由上海房地产部门接收。
1957 年，毛泽东倡议重新修订《辞海》，
并建议由上海来完成此事。第二年，何东
住宅就成了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 上海
的许多文化精英集中在这里办公。以后，
这个编辑部改组为上海辞书出版社，并
于 1979 年正式出版了新版《辞海》，成为
该社标志性的图书品牌。 上海辞书出版
社业务量大，房子不够用，于是在原来的
花园里又增建了新建筑。

（内容摘自《静安文博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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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陈方乔（蒋家巷居民区）

开学伊始， 我家所在的海
防路可热闹了， 新落成的静安
区静教院附中及新的幼儿园都

在海防路上开学 ， 路长不到
500 米的海防路，既新增中学，
又添幼儿园，可想而知，会热闹
成什么样子！

开学前几天， 就有学生的
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等，陪伴着自己的心肝宝贝，提
前来到新校址、新院址，考察、
拍照、留影、咨询，接送的大车、
小车、助动车、自行车，将本来
就不宽阔的海防路挤得水泄不

通，无奈，这里只好增派交警、
保安，维护交通秩序。 海防路，
因莘莘学子，瞬间热闹了起来。

静安区静教附中原校舍就

在我们小区大楼对面， 从窗口
望下去， 学校师生每天的活动
轨迹一目了然，上学、做早操、
升旗、上课、下课，放学全都近在眼前，尤
其那个小小的操场， 还不够半个足球场
大， 每天却承担了学校大部分活动：开
会 、演出 、升旗 、降旗 、体育课 、运动会
……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硬件
欠佳，然而，据传老师教学认真，教学质
量上乘， 是静安区教育质量颇高的学校
之一， 每年都有不少学生升入上海市实
验性示范性高中， 让海防路周边的住房
成为抢手的学区房，房价一直飙升不止。

学校里每天发生的一切， 也牵动着
居民的心，因为，学校里传出的铃声、歌
声……也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如今， 静教院附中新校舍迁移到老
校舍北边 50 米处，但仍然在我家窗口视
线范围之内，经过近两年的紧张施工，新
校舍终于尘埃落定， 这是人民城市为人
民宗旨的具体体现， 也是人民政府为人
民办的一件大实事、大好事，新校舍的与
时俱进， 瞬间也成了上海市教育系统参
观的样板，尤其那 200 米跑道的体育场，
比起老校舍豆腐干大的操场， 实在是太
让人心旷神怡了， 一下子成了新校舍的
标志性景观。据说，学校内的敞开式图书
馆更是上海中学界设施的独创， 如此优
异的硬件加软件，但愿在不久的将来，能
培养出一批批优异人才！

9 月 1 日上午 7 点刚过， 新操场五
星红旗早己迎风飘扬， 不少学生早早来
到学校，迎接新学期新校舍，也迎接自己
的新梦想，愿学生们的梦想都能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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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热衷拍摄生活中的精彩瞬

间，如果你擅长书写身边的逸闻趣事，如
果你精于泼墨挥毫、妙笔生辉，不管你是
居住在江宁社区，还是工作在附近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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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控制在 2000 字以内，摄影作品烦请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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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东和他的儿子何世俭

宅内走廊

▲《自拍》 陆彦君（培明中学） ▲《儿时的江宁如烟花绚烂》
徐子画（静安实验小学）

▲《对联》 虞盛虎（社区学校书法班） ▲《金鼠送福》 陈翎（社区学校老年书画社） ▲《鼠硕丰年》 胡恺璇（静教院附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