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鹿路有座“爱神花园”
见证一段浪漫故事

南京西路上的“兄弟楼” 住过永安集团创始人
文 章正元

南京西路 1400、1418 号是两座对称的花园住宅，
现为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和对外友好协会、港
澳事务办公室的办公地。以前，这两处住宅分别是上海
永安集团创始人郭乐、郭顺兄弟俩在沪的住所。
郭氏兄弟初来上海时，曾栖身于四川路三和里的

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并将这处房子作为永安公司的办
事处。1920 年后，兄弟俩又在居尔典路（今湖南路）兴
建了一幢洋房，但郭氏家族全部居住在这幢洋房里，有
诸多不便，于是，又向犹太裔房地产大亨哈同购进“哈
同花园”北侧 8亩多土地，另建住宅。

郭宅建于 1926 年，委托当年设计永安公司的公
和洋行设计，陶桂记营造厂承建，占地面积约 5500 平
方米，房屋建筑面积 16667 平方米。那时上海造房子
多按中国传统“东长西右”“哥东弟西”的习俗，故东
面那幢是哥哥郭乐的住宅，而西面则是弟弟郭顺的住
宅。这两幢房子均为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以朝
南立面为主立面，东、西两侧立面为次立面，主立面均
以中间的门为中轴线，两侧形成对称。

东楼主立面中间三个开间的三个层面均设计为内
廊，底层为塔司干柱式，二层为爱奥尼亚柱式，三层为
科林斯柱式。建筑的每个层面之间设计有明显的腰线，
而顶层的檐线相当夸张，使建筑的立体效果十分明显。
西楼的风格与东楼相近，但主立面的中部以弧形向外
凸出，凸出部分设计为内廊，而两侧的二层和三层设计
有阳台。建筑的内装修十分豪华，显示典雅的贵族气
息。郭氏家族是在澳洲开“永安果栏”起家的，因此这
里不少房间的天花饰有彩绘浮雕，图案多是水果、花
草，这也许是主人的意图，表明他们没有忘记当年做水
果生意的艰辛,水果给他们带来的运气。主楼梯设在底
层北面中央，设计得很宽敞并配以转角平台，扶手及护
栏花纹也做得很精致。

宅前有一个占地 1701 平方米的共用花园，树木
葱郁，花草遍植，花园地形起伏，曲径通幽，筑有假山、
流水、小桥、亭台、喷水池等，有一点“中式为体，西式
为用”的韵味。不过昔日的花园现在大都成了水泥操
场，只有东楼门前的一对西式石狮子和花坛喷水池是
当年花园旧物。

由于业务关系，郭乐频繁来往于上海、香港之间，

他在这里断断续续住了十年左右，而郭顺主要负责上
海方面的业务，在此居住了二十年。

南京西路 1400、1418 号郭乐、郭顺寓所旧址，
1994 年 2月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建筑。

（本文摘自《静安文博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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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鹿路（原巨籁达路）675 号是一栋混合结构花
园洋房，沿马路一侧的大门上所悬挂的“上海市作家
协会”字样告诉人们，现如今，这里是文学界名流展现
风采的殿堂。
这座具有宫殿气派的花园洋房原是民国著名实业

家刘吉生（1889-1962）的住宅。其兄长是旧中国工商
界四大天王之一，有“火柴大王”、“煤炭大王”、“水
泥大王”之称的实业巨子刘鸿生。
1921 年，刘吉生购进了法租界巨籁达路上的一块

地皮（今巨鹿路 681 号），兴建了一幢五百多平方米
的二层楼小洋房。到了 1924 年，刘吉生又购进了住宅
东边的一块地皮（今巨鹿路 675 号），决定在这块地
上修建一座豪宅，以此作为送给妻子刘陈定贞的 40
岁生日礼物。因此，巨鹿路 675 号有个别称，叫“陈家
宅”。
为了打造这份生日礼物，刘吉生可没少花心思。他

聘请匈牙利著名设计师邬达克设计住宅，又邀请大名
鼎鼎的馥记营造厂老板陶桂林承建。住宅设计于 1927
年 1月，1931 年才正式落成，造价高达 20万银元。
住宅属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设计施

工堪称一流、形制柱式皆为典范，设计灵感来源于希腊
神话中的爱神丘比特和少女普叙赫的故事，充满了诗
情画意的浪漫情调。

该住宅建筑面积 1666 平方米、主楼占地面积
1606平方米，假四层，混砖结构。住宅正立面，四根古
希腊风格的爱奥尼克柱子充当南门廊，柱头卷涡宽舒
雄健，柱身挺拔配以槽线，犹如一头卷发的苗条少女，
华丽而又醒目。南门廊尽头是建筑的入口处，系三联式
拱券门，入内是高敞的主厅，厅内挂有大型水晶吊灯，
可以举行宴会和舞会。
门厅的另一边是盘旋式的楼梯，梯阶犹如琴键般

向上盘旋伸展,柔美中蕴涵着音乐的节律感。楼梯外侧
墙上的门窗镶嵌着非常精美的彩色玻璃，楼梯内侧，顺
着扶手栏杆往上走，如仔细寻觅，能在铁栏杆上的雕花
图案中找到“LKS”这三个大写的英文字母，那是刘吉
生英文姓名的缩写。

东厅是客厅，全柚木装饰，室内陈设高雅大方。西
厅是餐厅，拱形的顶棚上布满了鎏金天花板雕饰，窗户
镶嵌葡萄图案的彩绘玻璃，豪华考究。楼上是刘家人的
卧室和书房。主卧顶棚，里外三圈都有漂亮的天花雕
饰。室内壁橱和壁炉的木质雕饰也极为精致。
宅前花园是宅子里最有特色、最为醒目的部分。

塑有普叙赫白色大理石雕像的喷水池精致典雅，雕像
仿真人大小，双手高举刚脱下的纱袍，脚下是四个小
天使或抱或骑着四条鱼，喷泉从鱼嘴中射出，落入水
盘。这是邬达克特地出资从意大利定制送给宅主的礼
物，有祝福他们子孙满堂之意，“爱神花园”也由此得
名。
刘吉生为何有这样的财力来兴建豪宅？这要从他

的发家史说起。刘吉生是浙江定海人，早期跟随兄长经
商，靠煤炭起家。1909年，刘鸿生经介绍到英商开平矿
务公司上海办事处做煤炭推销员，随后打开苏南市场，
业绩显赫，任负责人。兄弟二人在沪南的打浦桥黄浦江
边建立开平码头和堆栈，让所有运往苏南的煤炭从这
里发货。到 1923年，刘鸿生在上海市郊和长江下游地
区煤炭销售量已占开平矿务公司总销量的四分之一，
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煤炭大王”。在以后的十多年中刘
鸿生又实现了火柴企业托拉斯宏图，创办了华东煤矿、
上海水泥厂、章华毛纺厂、华丰搪瓷厂、中华码头等企
业，大大发展了民族资本。建国后，刘鸿生曾任全国政
协委员、民建中央委员、全国工商联常委、全国人大代
表。
刘吉生担任过开滦售品处经理、中国企业银行常

务董事兼总经理、香港火柴厂董事长、陪成女校校董等
职务，在其他的企业也占有很大的股份。建国后，他举
家迁往香港，1962年 10月 8日在香港去世，其妻亦在
两年后去世。他们的后人将他们合葬于加拿大蒙特利
尔。
1953年以来，爱神花园已作为作家协会的文学会

馆，成为上海一个标志性的文化设施和文学活动中心。
上海作协所属《收获》等几家杂志的编辑部也坐落在
刘吉生住宅中。1999年 9月，刘吉生住宅被列为上海
市优秀历史建筑。

（本文摘自《静安文博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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