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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意大利商务总会旧址的传奇往事

陈鹤琴先生与静安的缘分
文 章正元

位于延安中路 801 号的陈鹤琴小
学，原名延安中路小学。 为纪念现代著
名教育家和儿童教育专家，有“中国现
代儿童教育之父” 之称的陈鹤琴先生，
2005 年 10 月 27 日， 静安区将其命名
为“陈鹤琴小学”，成为陈鹤琴教育思
想的实验基地。

陈鹤琴（1892-1982）是浙江上虞
人。 他 191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后留学
美国，毕业于霍布金斯大学，获哥伦比亚
大学教育硕士学位。 1919 年，陈鹤琴回
国后，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
学教授、 教务长， 南京市教育局教育科
长， 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等职，
1930 年起，先后在江西、上海创办实验
幼稚师范、上海女子师范等校并任校长。

陈鹤琴先生致力于教育科学的研
究，创建一个从初等教育到高等教育完
整的幼稚师范教育体系，进行中国化的
幼儿教育的实践和理论研究工作，培养
一大批幼教工作者。

1928年至 1939 年，陈鹤琴在上海
租界工部局任华人教育处处长期间，先
后创办 8 所小学（附设幼稚园）和 1 所
女子中学，在工人居住区办职工夜校和
推行两部制教育。其中，西区小学（今静
安区第一中心小学），于 1932 年春在新
闸路购地建校舍。 学校的一切设施都是
陈鹤琴根据教育原理和儿童特点自行
设计的。

西区小学是陈鹤琴“活教育”的实
验基地。 他主张学生德智体并重，提倡

手脑并用，发展儿童的创造能力。 他亲
自编写《儿童用语课本》，主编自然教
材《我们的周围》《我们的身边》《我们
的上海》《我们的祖国》。

陈鹤琴聘请教师不仅看学历、看教
学能力，还看仪表态度，特别注意是否
有一颗热爱儿童的心。 对教师的培养十
分重视，经常听教师的课，与教师一起
参加活动，找教师谈心。 陈鹤琴先生还
是从事现代木偶戏活动的文化人之一。
当年， 他还在小学里提倡和表演木偶
戏。 他赞扬由教师虞哲光编导和儿童自
己演出的爱国主义木偶戏《卧薪尝胆》
和《木兰从军》等。

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陈鹤琴力主
开办女子中学。 1931 年秋，创办工部局
女子中学（今上海市第一中学）。 1934
至 1935 年赴欧考察回国后， 积极宣传
西方和苏联的教育经验。

抗战胜利后，陈鹤琴由于支持和参
加民主运动，并担任上海小学教师联合
进修会和上海市教师福利促进会的顾
问， 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威胁。 陈于
1949 年 5 月 4 日和 5 月 10 日接连两
次遭到逮捕，后经上海五位大学校长和
友人营救才获释。

1949 年 10 月 1 日，陈鹤琴应邀赴
京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后被
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
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教育
学会名誉会长，全国幼儿教育研究会名
誉理事长，南京师范学院院长等。 1982
年 12 月 30 日病逝，享年 90 岁。

（内容摘自《静安文博钩沉》）

文 章正元

当我们翻阅上海的历史材料：政
治的、历史的、文化的、宗教的、民俗
的、 商业的……所有关于老上海的讯
息扑面而来，繁复，无绪，迷乱，真伪难
辨，仿佛走在时间的迷宫里。 但是，当
我们穿行在城市中心， 唯有那一栋栋
风格迥异、 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风雨
沧桑的建筑， 才能将历史真切地呈现
在人们面前。 建筑永远不只是一幢房
子，它更是点点滴滴回忆的一个容器。

位于延安西路 238 号的意大利
商务总会旧址就是这样一幢建筑，当
我们拂去历史的积尘， 它那独特的命
运转瞬间便会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勾
起我们对这座城市的无限遐想。 这幢
建筑原是意大利侨民在沪的总会所在
地，现为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上
海市书法家、 美术家音乐家等协会的
办公地，1994 年 2 月被列为上海市优
秀历史建筑。

意大利商务总会旧址带有宽广
的园地，还包括邻近的网球场，占地共
达 12.9 亩，建筑面积 2064 平方米。

意大利商务总会建于 1925 年，
为三层高、朝南向、混合结构独立式住
宅。立面采用对称、分段等古典构图手
法， 空间层次变化丰富， 细部装饰细
腻。 南立面中部层叠爱奥尼式柱廊；

东立面入口门廊采用爱奥尼式双柱；
顶部山花具有巴洛克风格， 典雅别致
的外表， 散发这浓郁的异国情调。 其
室内装修古色古香， 沿着木楼梯拾级
而上， 仿佛正在穿越一条通向历史的
时光隧道。

意大利商务总会是意大利文艺复
兴时代风格的建筑。 它的建筑风格是
“仿罗马”的，采用古罗马式的拱券及
带有柱式的长廊。在造型上，效仿古罗
马建筑中横 3 段（即台基、门窗或柱
廊、檐部）和竖 3 段（即当中突出，两
边对称）的构图，柱子及各段的比例
严守古典柱式的法则， 装饰力求古朴
等。

其主要特征是： 正立面或入口处
采用古罗马拱门，并用古典柱式支撑；
立面呈对称性， 建筑显现出稳定的感
觉；窗户有节奏感，且风格细致，底层
窗户较大。除意大利商务总会旧址外，
静安区辖区内还有陕西北路 457 号
上海辞书出版社办公楼、 巨鹿路 675
号上海作家协会办公楼， 均属意大利
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建筑。

在旧上海生活的西方人， 尽管有
的是戏院、跑马厅和跑狗厅，舞厅、西
餐馆和咖啡馆比比皆是。 但是， 这一
切都不能与总会、俱乐部相比。所谓总
会，往往意味着豪华的舞池、精致的酒
吧、格局讲究的餐厅，还有弹子房、阅

览室、 图书馆等。 作为奢侈生活的象
征， 总会证明着这座城市曾经的富庶
和外侨上层的抱负。 在那里， 人们不
仅谈生意，更重要的是寻找一种优雅、
闲适的氛围。

上海滩上知名的总会包括英国总
会（今外滩近延安东路口）、美国总会
（今福州路）、法国总会（今茂名南路
花园饭店）、德国总会（今外滩近北京
东路口）、福熙路（延安中路）的俄国
总会、斜桥总会等，都被布置得美轮美
奂，非常舒适。

那时的人们步入总会大门， 总能
看到金碧辉煌的大厅弥漫着淡淡的烟
云，灯光照射在烟云上幻为奇彩，身着
盛装的外侨，不论老少，不论男女，都
在畅饮，在闲聊，在哗笑……

上个世纪初， 来沪淘金的意大利
人为数众多， 他们在有了一定的资金
储备之后， 建造了各式各样的具有本
国风情的建筑。因为二战中期，意大利
人民发动了武装起义， 推翻了墨索里
尼法西斯统治， 向反法西斯的民主国
家阵线投降， 建立了意大利新政府。
所以，在二战结束以后，民主国家阵线
对意大利并未以敌国的身份对待，意
国在华的财产（包括意侨财产）不作
敌产处理， 意侨从事正当的职业受到
中国政府的保护。

曾任意大利驻沪领事的罗西将该

房以“意国政府”户名向国民党上海
市地政局申请登记， 同时申请登记的
还有作为意大利驻沪领事馆馆舍的成
都路 369 号。 上海解放以后，意大利
华侨纷纷回国，总会处于半停闭状态。
上海市文联通过有关部门与该建筑留
守的代理人协商租用， 后来又把房屋
作价收购，土地由中国收回。 1968 年
5 月， 该建筑由上海市人民政府接收
掌管。

如今， 意大利商务总会默默地静
卧在延安路高架路边， 依然在闹市中
留存着一份过去的记忆。 近一个世纪
过去了，这幢老建筑旧貌换新颜，以其
独特的魅力诉说着曾经有过的辉煌。
它和这座城市的步伐是和谐而合拍
的， 为这座繁华而时尚的城市增添了
一种别样的风情。

（内容摘自《静安文博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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