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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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宅是由著名建筑设计师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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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东立面用 4
根直通二层的爱奥尼克柱式支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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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阴蔽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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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做了商年职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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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晓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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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 1947年才赴美国留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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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人民大道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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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 年 10�月， 陕西北路 457 号何
东住宅被列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

（内容摘自《静安文博钩沉》）

静安这所大学专注民众教育 7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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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章正元

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位于胶州路
601号，现为静安区业余大学。1945年 10
月，由著名女教育家俞庆棠亲手创办的实
验民众学校， 是培养工人干部的重要阵
地，也是上海教育史上影响最大的成人教
育机构，曾被誉为“沪西区的民主堡垒”
“全市规模最大、办学最得力”的全市民
校的中心。

俞庆棠（1897-1949），女，字凤岐。
祖籍江苏太仓。 1919 年 8 月赴美国哥伦
比亚大学留学， 获学士学位。 1922 年回
国， 先后执教于无锡中学、 大夏大学。
1927 年任江苏省教育厅社会教育科科
长，规划江苏省的社会教育事业。 其间组
织中国社会教育社， 编著出版 《民众教
育》等。 俞庆棠先生不但是教育理论家，
更注重实践， 执着地追求民众教育的思
想，在短暂的 22 年中，在中国推动了一场
轰轰烈烈的民众教育运动，留下了辉煌的
业绩。她兴办了类型众多的民众教育实验
区，建立了以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为中
心的全市 148 所实验民众学校， 形成民
众教育网。 当年，劳动大众尊称她为“民
教之母”。

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的旧址，在
1940 年时原是一座意大利人的兵营。 太
平洋战争爆发后，这里变成了“日本帝国
上海第三国民小学”。 抗战胜利后，时任
上海市教育局社会教育处处长的俞庆棠
创办实验民众学校， 最能突出而全面地
体现她所倡导的民众教育思想。 俞庄堂
把实验民校建在这里有两个目的： 一是
有利于让学生永远记住日本帝国主义侵

略我国的罪行， 二是这里地处沪西工业
区，附近有许多棚户区，有众多的劳苦群
众生活在周围，便于开展民众教育。 俞庆
棠是啃着大饼当午餐开始筹备建校工作
的。 她组织师生们把满地的日本军棍、沙
袋、 天皇木偶， 连同污泥浊水一起清除
掉。 这是俞庆棠为学生上的生动的民众
教育第一课。他们仅用了 10�天的筹备时
间就正式开学了， 可见师生办校的积极
性之高。

实验民校上午设儿童班，下午设妇女
班， 晚上设成人班。 开办时， 共有学生
2054人。 该校寓文化、思想、生产、文体教

育于一体，肩负着与全市百余所普通民校
联系，提供经验、教材、教育资料、巡回文
库，互相交流经验，联合开展活动等重任，
为各工厂办工人夜校输送干部、教师并给
予办学方面的支持。 由于俞庆棠办校卓
著，实验民校在国内有着不小的影响。 著
名教育家、育才中学老校长段力佩曾应俞
庆棠之邀在实验民校执教过。

中共地下党组织全力支持俞庆棠的
民众教育事业。 1945 年 12 月，实验民校
建立了中共教师支部和学生支部。 截至
1949 年，先后在该校工作的教师党员约
30 余人，发展学生党员近 300 人，并在

学校附近的单位和地区组建党组织 42
个， 有力地推动沪西地区的城市贫民斗
争。 1947 年 1 月，国民党上海市参议会
曾提出撤销实验民校的议案。 俞庆棠在
中共地下组织的帮助和广大师生的支持
下，组成实验民校、普通民校师生和家长
等几千人的护送队伍，到市参议会请愿。
同时， 上海文化教育界的著名人士撰写
文章或发表谈话，纷纷表示反对撤校。 经
过斗争，市参议会撤销议案，实验民校得
以保留。 1949 年，实验民校师生组织人
民保安队和纠察队， 参加迎接上海解放
的活动。

全国解放后， 俞庆棠于 1947 年春担
任联合国科学文教组织中国委员会委员；
1948 年又担任联合国远东基本教育会议
中国代表团顾问委员会委员，同年应邀赴
美考察战时难童教育；1949 年 5 月回国
后，参加全国教育工作者会议，并出席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和开国
大典。 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俞庆棠为政务院
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 1949年 12月 4
日半夜， 俞庆棠突患脑溢血而与世长辞。
终年 52岁。

为纪念这位为民众教育作出无私贡
献的人民教育家，在静安区业余大学的绿
草坪上竖立着一尊俞庆棠先生的半身塑
像，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同志亲笔题词
“人民教育家俞庆棠先生”。 当年实验民
校的三层坡顶教学楼， 被完整地保留下
来，除了内部装修几经变化之外，外观轮
廓基本未变。 如今各行各业，一批又一批
的学员，在这里被培养成对国家建设有用
的人才。

（内容摘自《静安文博钩沉》）

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 供图/章正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