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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章正元

嘉道理公馆位于延安西路 64 号（原
大西路 6号）， 如今是上海中国福利会少
年宫。

这座乳白色的花园别墅， 始建于
1919 年，是英籍犹太人埃里·嘉道理的私
人住宅。 主屋二层楼分为横三段，突出中
间，两边对称。大楼室内面积 3300多平方
米，有大小 20多个房间，楼下 400平方米
的大厅，是能容纳几百人跳舞的舞厅和举
行近百人宴会的餐厅。 立面以石柱为主要
装饰，以显示雄伟气派；内部装饰更为富
丽堂皇，颇具欧洲宫廷风格。 门楣精雕细
镂，漆以古铜花纹，室内墙面多用金箔贴
饰；屋顶以石青制成各种花纹图案；地坪
除大理石外，均以水曲柳、柚木嵌线拼花；
大厅四壁用巨型大理石雕刻，上端制成穹
顶，8盏玻璃珠吊灯成三、二、三排列，每当
华灯齐放，满屋生辉。 由于墙面及地面几
乎都用意大利大理石饰面，扶梯、浴室、壁
炉等也以大理石制作，故被誉为“大理石
大厦”，成为上海近代著名建筑之一。

埃里·嘉道理（1867-1944）生于时
属英国殖民地的巴格达。1881年，14岁的
他投奔在香港新沙逊洋行做事的哥哥摩
西，成为洋行里的书记员，后来被派往宁
波办事处就职。 后与哥哥两人合开了一家
商行，做起经纪人的生意。 1897 年，嘉道
理和一位英籍犹太女子结婚。 这位女子的
祖父是英国著名经纪人和慈善家，他们的
家族公司是英格兰银行的金银交易经纪
公司。 1905年，嘉道理在上海创办了自己
的公司———嘉道理公司，这是一家专门从
事代理股票发行和买卖的公司。

在嘉道理的倡导下，上海的外资信托
公司又与其联手组建了上海众业公所，俗

称“交易所”。 嘉道理作为发起人，自然担
任上海众业公所的董事长。 嘉道理还在香
港、 上海开设多家公司， 经营自来水、电
力、煤气、橡胶等产业，很快就跨入了上海
的巨富行列。

1919年， 一场大火烧毁了嘉道理在
今黄陂南路上的住宅， 他的妻子为了救
家庭女教师而不幸葬身火海。 嘉道理心
中万分悲痛， 带着两个儿子离开上海到
伦敦暂住。 临行前， 他购进沪西大西路
（今延安西路）14600 平方米的土地，委
托英商马海洋行设计建房， 打算重建家
园。 谁知设计师格拉汉·布郎是一个酒

鬼， 常常是喝足了白兰地后对图纸大抒
豪情，结果酒醉后的设计师大笔一挥，于
1924 年把供四五个人居住的宅院建成
了一座大理石宫殿。 当嘉道理一家回到
上海时， 面对着建筑承包商寄来的巨额
账单惊讶得目瞪口呆。 先后耗资白银达
100 万两，当时可买五千多万斤大米，可
供 14 万人吃一年。

别墅虽然造价昂贵，但毕竟是一座美
丽的建筑，嘉道理本人十分喜欢，更何况
这座建筑一建成，即闻名世界，也就为嘉
道理扬了名。

嘉道理是上海犹太人总会会长，他不

仅把总会机关设在大理石大厦内，还专门
调出几间房间供办公用。 上海滩的中外人
士都以能受邀到大理石大厦做客为荣。
1924 年 6 月 26 日，嘉道理在大理石大厦
宴请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徐志摩、陆小
曼等沪上众多名流应邀作陪。 1934 年 6
月 2 日，嘉道理在大理石大厦招待班禅喇
嘛，随班禅抵沪的由高山吹鼓手组成的西
藏乐队参加了舞会演奏。 嘉道理还热衷举
办慈善事业，在山海关路 445 号的育才中
学，就有一幢嘉道理于 1912年购地 10 亩
建造的带有操场、高三层地教学楼。 他还
捐款创办上海首座肺结核病院（即今上海
第一结核病防治院）等。 嘉道理被英王授
予爵士称号。 嘉道理家族还关注和支持位
于西摩路犹太教堂旁的上海犹太学堂，犹
太儿童入学无力交学费者则由嘉道理所
办的团体代付。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进
入上海租界，赶走嘉道理一家，把嘉道理
公馆当作军事指挥机构。 嘉道理所有财产
被日本人掠去，于 1944年 2月 8日病逝，
葬于虹桥路的犹太人公墓。

后来，嘉道理的大儿子劳伦斯、小儿
子霍瑞斯转至香港经营。 日本投降后，该
大厦又曾为美国驻沪空军做招待所用。

1948 年 11 月，宋庆龄借大理石大厦
举行劝募儿童福利基金的盛大舞会，莅会
的中外各界名流八百余人，对大厦的建筑
造型以及装修设计的艺术风格称赞不已。
1953 年，“大理石大厦”由中国福利会租
用，同年“六一”际儿童节那天开幕的上
海中国福利会少年宫，成为上海市儿童度
过他们丰富多彩课余生活的乐园。 毛泽东
于 1954 年应宋庆龄之邀题写了 “少年
宫”三个大字。

（内容摘自《静安文博钩沉》）

陕西北路有座“宋家老宅”

嘉道理公馆全景 供图/章正元

文 章正元

陕西北路 369 号花园住宅是一座高
墙深院的二层半独立式建筑，具有英国乡
村别墅风格。 建筑面积 824 平方米，花园
面积约 1218平方米， 外墙是黑色竹篱笆
墙围护，这是上海市中心唯一保留下来的
篱笆墙。 这栋建筑，原是英国人约翰逊·伊
索的花园住宅，建于 1908 年。 1918 年 5
月， 宋美龄父亲宋耀如患心血管病逝世。
宋氏姐弟为安慰老母，共同出资购买了该
住宅送给母亲安度晚年，让其从虹口搬迁
来此居住，此住宅从此成为宋家花园。

从东边大铁门入内，有一条水泥铺设
的路通向楼房，拾阶而上便进入楼房。 一
楼是客厅，铺设柳安木地板，安置大小沙
发、茶几、钢琴，四周是镶嵌彩色玻璃的门
窗，客厅东边有一个拱形的内室，是接待
亲友的“会客室”，中间有活络门与大厅
隔开，如果主人举办 Party（晚会），可以
拉开活络门，客厅与内室连在一起，成为
一个宽敞的大厅。

二楼正对楼梯的大房间是宋美龄母
亲倪桂珍太夫人的卧室， 卧室外有朝南
的阳台，站在阳台上眺望，满园春色尽收
眼帘。 花园绿树成荫、花木繁多，有雪松、
桂花、玉兰等树木，种植杜鹃、蔷薇等花
卉。 倪太夫人卧室隔壁是三女儿宋美龄
的闺房，朝东有一个小阳台，面朝西摩路
（今陕西北路），可眺望马路上来往行人
和车辆。宋美龄在此生活近十年。倪太夫
入住后，感到住房不够使用，就在住宅的
西边扩建与正楼相连接的二层楼房，建
筑风格完全一样，底层是地下室，一楼是
客厅，二楼是两间朝南的房间，分别为宋

子良、宋子安的卧室。
宋耀如 （1863-1918） 从一名美国

《圣经》出版协会的推销员，发迹为上海最
早的买办之一，拥有百万富翁的显赫身价。
1887年，宋耀如与西郊的徐家庄园一位圣
公 会 教 徒 倪 桂 珍 结 婚 。 倪 桂 珍
（1869-1931）出身士大夫家庭。 宋耀如
和倪桂珍的结识，是倪家两位女婿介绍的，
结果两人一见钟情，而且是倪桂珍果断地
提出与宋耀如订婚。 宋耀如曾这样评价他
的爱妻：“桂珍是生活在东方的坚强女性，
她的伟大在于敢自己选择爱人，这在东方，

在中国，简直是不可思议。 ”婚后，倪桂珍
跟随宋耀如到各地传教， 至 1890 年在上
海虹口郊区建造了自己设计的一幢房子。
宋耀如和倪桂珍养育了 3 女 3 男 6 个儿
女，并不惜重金送他们出国深造。“宋氏三
姐妹” 宋蔼龄 （1889-1973）、 宋庆龄
（1893-1981）、宋美龄（1897-2003）正
是在他们的呵护、哺育和熏陶下成了轰动
中国政治舞台的各具风采的女性。

1927 年初， 已登上北伐军总司令宝
座的蒋介石（1887-1975）抵沪后，欲与
比他小 15 岁的宋家三小姐宋美龄联姻。

开始，宋母倪太夫人不同意，理由是蒋介
石已婚，而且不是基督教徒。 蒋介石为表
达诚意，表示可尝试做基督教徒，与发妻
毛福梅离婚，取得倪太夫人的欢心。 倪太
夫人接受了蒋介石送给宋美龄的订婚戒
指，回送给蒋一部《圣经》。 1927年 12月
1 日，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盛大的结婚典
礼。婚礼非同一般，分两步进行。于西摩路
（陕西北路）宋宅底楼客厅内先行基督教
的西式婚礼，后在戈登路（今江宁路）大
华饭店（现梅龙镇广场原址）再举行一次
中式习俗婚礼，邵力子任司仪，蔡元培为
证婚人之首，宣读了证婚书。 一千三百多
位中外宾客、亲朋好友热闹至子夜时分才
散场。

蒋宋联姻后， 宋宅不仅是宋家兄弟
姐妹与母亲聚会的地方， 也是宋家与外
界频繁社交的重要场所。 此外，倪太夫人
认张学良之妻于凤至为“干女儿”的拜
母礼仪也在这里举行。 1931 年 7 月，倪
太夫人在青岛避暑时不幸病逝， 遗体运
回上海宋家花园， 并在花园中举行了隆
重的宗教告别仪式。 当时远在德国的宋
庆龄接到噩耗，日夜兼程赶回上海，为母
亲送行。

1949 年 7 月 24 日，宋庆龄在这里创
办了上海第一个新型的中国福利会托儿
所，邓颖超、许广平、胡子婴、廖梦醒等应
邀来到宋宅参加托儿所的开幕典礼。

1952 年，中国福利会顾问、美国专家
耿丽淑女士来沪工作，宋庆龄安排她居住
于此，一直到 1963 年。 1981 年宋庆龄去
世后，这所饱经历史沧桑的房子由中国福
利会管理，宋庆龄基金会使用。

（内容摘自《静安文博钩沉》）

宋家花园 供图/章正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